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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八段锦、针灸、穴位贴敷、药膳……在心脏疾病患者的心脏康复中，这些中医疗法的作用何在？中医发挥何种作用？中医与

西医又如何完美契合？作为全国首家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机构，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发挥中医传统康复疗法优势，吸收借鉴国外现

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成果，成立多学科跨部门的一体化心脏康复服务团队，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心脏康复模式。该中心有怎样的实践探

索和经验可供借鉴，让我们一睹为快。

中医不应“缺席”心脏康复
▲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  李瑞杰

目前，心血管病死亡

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

首位，农村为 44.6%，城市

为 42.51%。心血管病的疾

病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

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自 2009 年 以 来， 我

国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

（PCI）治疗的人数平稳增

加，2015 年已超 56 万例，

较 2014 年增长 13.3%，平均

每例患者置入支架1.50 枚。

面对众多的心血管病

急性发病和PCI术后患者，

目前我们重点关注发病急

性期的抢救与治疗，对于

发病前预防以及发病后康

复不够重视，导致医疗开

支不堪重负。因此，心脏

康复与二级预防在中国势

在必行。

心脏康复的益处已有

大量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国外心脏康复人群，由以

往的较年轻、需重返工作

者、心脏手术后患者，扩

大为冠心病、心衰、心肌病、

心脏外科或其他治疗（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冠状

动脉球囊扩张、支架置入

或瓣膜置换术）患者。

中医康复学六大方法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

国内相继开展了心脏康复

的研究，但研究发展速度较

慢，医生对于康复处方的

临床应用不够规范和统一，

导致患者普遍不能接受较

为科学的心脏康复治疗。

中 医 康 复 学 是 中 国

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既有统计学理论，也

有丰富多彩的康复方法和

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具

体方法可分为运动、药物、

饮食、精神、物理和环境

等康复措施。

★中西医结合运动处方

有氧运动是心脏病患者运动康复的主要形式。有氧

运动种类包括走路、踏车、游泳、骑自行车、爬楼梯、

太极拳、太极剑、八段锦等。运动时间为 30~60 min，包

括热身运动、真正运动时间及整理运动时间。运动频率

为每周 3~5 次。运动强度可参照心率、VO2 峰值、AT、

Borg 自感劳累分级评分等确定。

★中西医结合药物处方

合理选择具有循证证据的药物，通过中医体质辨识，

辨证施治，合理选用中药治疗。个体化调整药物剂量，

教育、监督、鼓励患者坚持用药，提高用药依从性。

 ★中西医结合营养处方

评估患者饮食习惯和营养结构：每日能量摄入，饮

食中饱和脂肪、盐及其他营养成分的比例。通过中医辨

证施治，指导患者服用药茶、药膳、药粥以促进恢复。

★中西医结合心理处方

现代心理治疗与中医精神摄养可以相辅相成、共同

作用，减轻患者心理应激，增强心理免疫，培养积极的

人生态度有利于心血管病的康复。

★中西医结合戒烟处方

劝导每个吸烟者戒烟，评估戒烟意愿的程度，拟定

戒烟计划，给予戒烟方法指导、心理支持和 ( 或 ) 戒烟药

物治疗及中医针灸、按摩、理疗、足浴、热疗、穴位贴

敷等中医物理治疗，定期随访。

形体运动  分为动功和静功。动功主要通过活动或

姿势，配合呼吸和意念，实现益气活血、调畅气机、

强壮筋骨、枢利关节、协调脏腑、促进形体功能恢复

和代偿，常见有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等。静功主

要通过意识，实现形体放松、呼吸协调、宁心

安神。它能够在疾病的康复初期和功能障碍

严重期，促进对疾病的适应和调控，加速康

复进程，对慢性疾病和素体虚弱的患者尤为适合。

中医形体运动在心脏康复中的作用已逐渐被国

内外专家接受，2015 年发表在《美国心脏杂志》

的一项研究显示，太极拳能改善心肌梗死后患

者功能。

除太极拳外，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也可以

对心血管功能产生积极影响。中医形体运动在

心脏康复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应成为中国特色的心

脏康复内容。

物理疗法  其在中医康复学中主要有针灸、穴位贴

敷、穴位注射、耳穴、灸法等。这些方法对心脑血管

疾病的康复有一定疗效，且有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评估。

其中，针灸具有操作方便、效果显著、经济实惠等优势，

与临床常规方案联合治疗，能发挥良好的辅助作用。

大量临床及实验研究表明，针刺在改善心功能

的方面有良好的疗效，且与自主神经系统密切相关 ,

在一定程度上对植物神经功能具有双向、良好的调

整作用。

环境疗养  其是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各种条件促

进人体身心疾病康复的医疗方法。运用自然环境中的

森林、空气、日光、泉水、园艺及花卉等物理化学因

素进行不同方式的治疗与调养，对多种慢性病具有其

他康复措施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药调治  其是在中

医理论指导下，辨证运

用中药治疗，促进病残

康复的方法。包括中药

内治、外治，单方、验方。

我国历代中药调治对各

科慢性病的康复治疗发

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近年

来，亦取得丰硕成果。

饮食调理  其是通过

合理膳食促进人体疾病

康复的一种方法。中国

饮食文化和饮食结构有

利于心血管病的防治和

康复。中医康复学在饮

食调理方面有独特理论

知识和行之有效的实践

经验，且已被现代医学

和临床营养学研究证明

是安全有效的。

精神摄养  是 中 医

康 复 学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精神因素在疾病发

生、发展和转归中有着

重要影响，精神摄养在

疾病康复过程中起着首

要作用。

中西医结合“五大处方”

我国心脏康复医学模

式应发挥中医传统康复疗

法优势，吸收借鉴国外现

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文明成

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西医结合心脏康模式。

全国多家中医、中西医结

合医院不断探索和实践，

发掘、整理中医康复理论

和技术，总结有中国特色

的 中 西 医 结 合 心 脏 康 复

“五大处方”，为心血管

病患者提供全面的心脏康

复指导。

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医学模式是一个

尝试，其内涵更为广泛，程序更为丰富，

作为心血管病全面干预的系统工程和中西

医结合研究的切入点，希望进行深入探索。

作为一个新兴、具有中国特色的康复学分

支，随着研究发展，定会为国内外心脏病

康复贡献出不可低估的力量。
患者在进行心脏康复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心脏康复中心成立，左为胡大一教授，

右为李瑞杰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