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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康口服液辅助治疗慢性肺心病
右心衰竭 01 例临床研究

周清华 魏自敏

（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属金乡医院 金乡 2~2200）

摘要：目的：观察心康口服液辅助治疗慢性肺心病右心衰竭疗效。方法：将 62 例慢性肺心病右心衰竭患者，随机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01 例，治疗组在西医治疗（抗菌、平喘、化痰、吸氧）的基础上加用心康口服液，对照组单纯运

用西药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0.55%，对照组 64.52%，2 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P--<-0.01）。结

论：心康口服液配合西医治疗慢性肺心病右心衰竭比单纯西医治疗疗效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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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2年 9月 ~2000年 9月， 我院对慢性肺
心病右心衰竭的患者在西药抗菌、平喘、化痰、吸氧
治疗的基础上，以心康口服液（系本院制剂，主要由
黄芪、人参、麦冬、丹参、五味子、葛根、制附子、泽
泻、茯苓、三七、降香等组成）辅助治疗，并设单用西
药治疗组进行对比，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 现报道
如下；
1----临床资料

所观察 62例患者均符合《内科学》（本科教材
第 5版）诊断与疗效标准，均伴有不同程度的右心
衰竭。 男 28例，女 04例；年龄 42~~8岁，平均 62.8
岁；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史 8~42年，平均 16.4年；按
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 28例，Ⅲ级 26例，Ⅳ级 8
例；所有病人均有不同程度的静脉怒张、肝大、下肢
浮肿，其中 12例存在Ⅱ型呼吸衰竭。 将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01例，2组临床资料经统计学
处理，差异无显著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治疗方法

2组病例根据病情均予抗生素抗感染， 同时给
予祛痰、平喘及低流量吸氧治疗，存在Ⅱ型呼吸衰
竭的加用呼吸兴奋剂。 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以心康口
服液辅助治疗，每次 20mm，每日 0次口服；对照组
在上述西药治疗基础上，予速尿 20mg，每日 1~0次
口服，Ⅳ级心功能时加用安体舒通 20mg，每日 1次
口服， 心功能不全严重的患者酌情加用西地兰
0.2~0.4mg、速尿 20~40mg，静脉注射。 2组均以 14d
为 1个疗程，疗程结束后评定疗效。
0----疗效观察

0.1----疗效标准 显效：发热、咳嗽、憋喘停止，浮肿
消退， 心功能恢复正常或提高 2级以上。 有效：发
热、咳嗽停止，憋喘减轻，浮肿消退，心功能提高 1
级以上。 无效：发热、咳嗽、咳痰虽减轻，浮肿消退，

但心功能较前无改善。
0.2----治疗结果 治疗组 01例中，显效 20例，有效
6例，无效 2例，总有效率 90.55%；对照组 01例中，
显效 15 例， 有效 5 例， 无效 11 例， 总有效率
64.52%。 2组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P--<0.01）。
0.0----副反应 治疗过程中，对照组 0例患者出现恶
心、呕吐等洋地黄中毒反应，治疗组未见任何不良
反应。
4----讨论

慢性肺心病右心衰竭的治疗， 西医常以抗菌、
平喘、化痰、强心、利尿等方法，以改善病人的呼吸
和控制心衰，对初发患者疗效尚可，但用于反复发
作者则疗效欠佳。 心康口服液与西药抗生素联合使
用，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医学认为慢性肺心
病患者病情反复发作， 使肺气虚弱而气不行血，致
使机体产生气血瘀滞状态，现代医学认为此病患者
机体多存在着缺氧，使血液呈高凝、高聚、高粘状，
而此种状态又加重了机体缺氧。 心康口服液活血化
瘀， 有效地改善了机体缺氧状态下的血液流变学。
方中重用人参、黄芪，补心肺之气；附子补益先天命
门之火，通行十二经脉，温阳逐寒；丹参、三七、降香
活血化瘀，行气通络；五味子收敛止汗并能生津；葛
根、麦冬养阴生津，清热除烦；泽泻、茯苓健脾利水。
全方共 11味药，重在补气化瘀养阴，补心肺气血于
一体，共奏益气滋阴、养心生脉、活血化瘀之功。 本
方以中医扶正祛邪为法，既弥补了西医治疗上之不
足，又减少了治疗中毒副反应的发生，使中西医结
合治疗慢性肺心病右心衰竭的总有效率得到明显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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