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你了解病毒性心肌炎
▲ 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医院  董少元

现如今，人们面临的工作、学习的压

力不断增加，大多数人的身体都处于亚健

康状态，也可能发生过突然心慌不安、心

跳加速，同时伴有胸闷、气短等情况，这

些情况或许就是“心悸”，如果长期心悸

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接下来，笔者将介绍

中医治疗心悸的经验。

中医看待心悸

心悸，中医将其归属于“惊悸”“怔

忡”的范畴，大多和机体虚弱、过度劳累、

情绪不定、饮食不当等因素有关，心悸发

作时，患者会感到心跳不规律，同时伴有

头晕、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焦虑等情况。

中医认为心悸和人体的脾、胆、肾有很大

关系，心悸患者一般表现为虚实夹杂，因

此会灵活运用化湿益气、活血祛瘀等方法

对症治疗。

中医治疗心悸

中医方药  中医治疗心悸要辨证分型，

根据不同证型采取补益气血、安心养神等

方药进行治疗。

心虚胆怯证 心悸常因为患者受到惊

吓而发作，患者会表现坐立不安、呼吸表

浅、出汗，并且容易失眠、多梦，导致精

神变差。治疗：采取具有安神定志，益气

养心作用的方药，如安神定志丸。

心血不足证 患者在心悸发作时，不仅

感到心慌，还会出现头晕、面色苍白的情

况，并且经常失眠，变得健忘。治疗：采

取具有益气补血，养心安神作用的方药，

如归脾汤，炙甘草汤加减肉桂、地黄、附

片等中药对证治疗。

心阳不振证 患者会感到心慌不安，

同时出现面色苍白、胸闷气短、四肢发冷

的情况。治疗：采取具有温补心阳、安神

定悸作用的方药，如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如果大量出汗重用人参、黄芪；如果伴有

气血瘀滞加以丹参、赤芍、红花等中药。

水气凌心证 患者心悸同时出现晕眩、

饱胀并且四肢发冷的情况，部分患者还会

出现感觉口渴但不想喝水、恶心呕吐、尿

液变少、下肢浮肿等情况。治疗：采取具

有温阳宁神、化湿利水作用的方剂，如苓

桂术甘汤加减半夏、陈皮、当归等中药对

症治疗。

阴虚火旺证 患者心悸时会感到烦热，

同时伴随头晕、耳鸣、腰酸、失眠等症状。

治疗：采取具有滋阴清火，养心安神作用

的方剂，如黄连阿胶汤；如果患者同时伴

有瘀热，可加丹参、赤芍、丹皮等中药，

起到清热凉血、活血化瘀的作用。

心血阻瘀证 患者在心悸时还会感到胸

闷，伴随胸部刺痛，并且出现嘴唇和指甲

发紫的情况。治疗：采取具有活血化瘀，

理气通络作用的方剂，如桃仁红花煎；如

果胸痛严重，加以乳香、没药、五灵脂、

蒲黄等中药，起到活血化瘀，通络定痛的

作用；如果存在其他情况，也是对症加减

药材。

中医针灸  中医通过选取相关穴位进

行针灸，比如心俞穴、巨阙穴、神门穴、

内关穴等穴位，起到宁心定神的作用。同

时辨证选择配穴：心虚胆怯配胆俞穴、日

月穴，起到安神利窍、疏肝利胆的作用；

心血不足配脾俞、足三里，起到益气生血、

疏经通络的作用；水气凌心配水分、阴陵

泉，起到健脾理气、化湿利水作用等。针

灸治疗心悸有比较明显作用，但一定要在

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针灸。

中医治疗心悸，讲究标本兼治，通

过辨证分型，灵活运用中药方剂、针灸，

以及耳针等方式，达到化湿益气、活血

祛瘀的目的，从而缓解患者心悸症状。

另外，患者平时也要注意情绪管理、保

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适当运动，从而减

少心悸的发生。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

节奏加快，冠心病的发病率逐渐攀升，且呈

现出年轻化趋势，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严重威

胁人们健康的主要疾病，严重危害着患者的

身心健康，我国冠心病防治形势更是日趋严

峻。然而，很多人对冠心病的了解并不多，

对于冠心病的发病原因、症状以及日常护理

等内容不甚了解。接下来，本篇文章就为大

家科普一下关于冠心病的六个知识。

什么是冠心病

冠心病全名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冠状动脉是为心肌细胞供血供氧的血管，

如果它出现粥样硬化、血栓栓塞或血管发生

痉挛等问题，管腔会狭窄甚至堵塞，血液通

过时受阻使下游的心肌得不到充分的血液灌

注，由此出现心肌缺血或坏死，进而引发冠

心病。

冠心病的特点

（1）常发病于中老年人群体。

（2）是一种终身性疾病，具有反复性。

（3）是一种可以预防和控制的疾病。

哪些因素会引起冠心病

性别、年龄 根据临床研究统计，不论

男性还是女性，在四十岁以后患上冠心病的

概率最高。

长期吸烟、饮酒 吸烟除了对肺部有伤

害，还可造成心血管病发病年轻化，使首次

发生心肌梗死的时间提前 10 年。长期饮酒

或一次性大量饮酒也可能诱发冠心病。因为

酒中含有的乙醇具有扩张血管、兴奋交感神

经的作用，会导致心率增快，诱发多种心律

失常，从而导致冠心病。

饮食不节制 经常暴饮暴食、饱餐过度，

尤其是无节制地吃大量高脂食物，会造成

脾胃失调，胆固醇升高，引发高血脂。而

胆固醇升高造成的血脂异常会增加冠心病

患病风险。

冠心病症状

（1）在进行体力劳动或精神紧张时出

现胸骨后或心前区闷痛和压痛的症状，并且

向左肩部、左上臂放射，这种情况一般会持

续 3 ～ 5 min。

（2）在饱餐、寒冷或看惊险电影时会

出现胸痛、心悸。

（3）夜晚休息的时候，觉得头枕得高比较

舒适，当枕头低的时候感到胸闷、喘不上气。

（4）反复出现不明原因的脉搏不齐、

心跳加速或过缓的症状。

冠心病治疗原则

避免各种诱发因素 冠心病患者不要饱

餐后运动，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

避免过度劳累，避免感染。

控制危险因素 冠心病患者要注意控制

可控因素，如体重超重等，并将血压、血脂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冠心病日常应注意事项

饮食方面 坚持食不过量，每餐七八分饱

即可，注意控制总能量的摄入，饮食尽量清淡，

粗细搭配。注意三餐规律，按时吃饭，改变

进餐顺序，减少精白米面主食的摄入，不吃

或少吃肥肉、油炸烧烤食品、奶油蛋糕、动

物内脏等食物，多吃富含钾的新鲜蔬菜水果。

运动方面 冠心病患者要多进行中低强

度的有氧运动，以增强心肺功能，但要注意

运动量应该根据每个人自身情况衡量，不要

因为运动过度而引起不适，运动过程中注意

心率变化及感觉，如轻微喘息、出汗等，以

掌握运动强度。

以上就是关于冠心病的六个小知识，不

要总认为冠心病离我们很远，日常生活中就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平和的心态，

用健康的身体去享受幸福生活。

化湿益气活血治疗心悸的经验
▲ 河南省虞城县第二人民医院   何芝云

六个关于冠心病的小知识
▲ 河南省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郭山岭

新冠病毒流行期间，随着感染人数增加，

关于病毒性心肌炎的新闻多了起来。本文就

有关病毒性心肌炎的知识给大家进行介绍。

病毒性心肌炎的定义

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直接引起

或其免疫反应引起的非缺血性的心肌炎性疾

病，可治愈，不会传染和遗传。

心肌炎多数由病毒感染引起，感冒同

样可以诱发。其中以引起肠道、上呼吸道感

染的病毒感染最多见。柯萨奇病毒 B 组是导

致心肌炎最常见的病毒，还有其他的如艾可

（ECHO）病毒、脊髓灰质炎等也是致病病毒。

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时间

病毒性心肌炎可对各年龄段发起攻击，

儿童和青年居多，35%患者都处在10~30岁，

男性多于女性，常见发病原因有感染因素、

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病毒性心肌炎患病原因

患上病毒性感冒后如果不及时治疗，病

毒进入呼吸道，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心脏，入

侵心肌细胞，人自身的免疫系统会对病毒展

开围攻，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也误伤了正常

的心肌细胞，导致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的表现

病毒性心肌炎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取决

于病变的广泛程度与部位，轻者无症状，重

者可致猝死。

老幼均可发病，约半数以上发病前1～3

周有病毒感染的以下前期症状：

呼吸道感染 会出现发热、乏力、肌肉

酸痛等类似感冒的症状。

胃肠道感染 常出现恶心、呕吐、腹泻

等胃肠道症状。

心律失常 是病毒性心肌炎发作时的主要症

状，通常表现为心跳次数增加或减少，偶尔还会感

到心脏“停跳”，体力活动或情绪激动可使症状加重。

胸痛 是病毒性心肌炎的常见症状，多

位于心前区。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 病毒性心肌炎的

常见症状。

病毒性心肌炎的分期

急性期 新发病，症状、体征和辅助检

查异常、多变，病程多在 6 个月以内。

迁延期 症状反复出现、迁延不愈，辅

助检查未恢复正常，病程多在 6 个月以上。

慢性期 病情反复或加重，心脏进行性

扩大或反复心功能不全，病程多在1年以上。

病毒性心肌炎的相关检查

心肌损伤标志物检查，心肌酶谱、肌钙蛋白

等；心电图；心脏彩超；病原学检查；心脏磁共振；

心内膜心肌活检，有创伤性，不作为常规检查。

当然，以上检查均需要医生综合评估后

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检查。

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

大多数心肌炎属于自限性疾病，通过休

息和抗病毒药物让心肌细胞自我修复。

休息 休息是重要治疗措施。

抗病毒治疗 主要用于疾病早期。

抗心律失常治疗 早搏频繁、快速心律

失常者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

营养心肌 急性心肌炎时应用自由基清除剂，

包括静脉或口服维生素C、辅酶Q10、ATP、肌苷、

环化腺苷酸、细胞色素C、丹参等。

免疫治疗 给予丙种球蛋白等治疗。

中药治疗 黄芪等。

病毒性心肌炎的预防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防止病毒感染 勤

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咳嗽、打喷嚏要用纸

巾捂住口鼻，不随意吐痰；出门时坚持戴口

罩，避免呼吸道病毒通过唾液传播。

提高免疫力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注重劳逸结合，早睡早起，忌烟酒。

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适当放松，有助于

预防病毒性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的预后

虽然极少数病毒性心肌炎患者因为延误

诊断或者不重视，可能死于严重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还有一部分人可演

变为扩张型心肌病，但是如果早期诊断和治

疗，大多数患者预后基本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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