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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心衰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带来了沉重负担，中医护理技术在改善心衰患者

的临床症状方面被多数学者认可，且因其操作简单安全、经济实用、适用范围广等优势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熟知。本文对中医护理技术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应用以及规范化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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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cidence of heart failure year by year increases, which brings heavy burden to 
the public health of our countr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technique in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of heart failure patients was recognized by most scholars,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knew it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of simple and safe operation, economical and practical, 
wide scope of applic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CM nursing technology is sum-
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standardize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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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增多，已成为我国

公共卫生事业的沉重负担。有相关数据表明[1]现阶段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大约有 3.3 亿人，是我国城乡

居民死亡的首位原因。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简称心衰，是各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是一组复杂

的临床综合征，具有较高的死亡率和再住院率。《慢性心力衰竭加重患者的综合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2022》
中指出利尿剂、静脉血管扩张药等西药是临床上心衰患者的规范治疗药物[2]。随着中医药在治疗心血管

疾病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医护理技术在该病治疗方面的优势在临床上凸显[3]。心力衰竭病程长、

治愈难且某些西药不能长期服用，在西医规范化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中医护理技术能尽快缓解患者的临床

症状，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再住院率，在病情稳定期也能长期应用，为临床上更好地开展中医护理技术，

现将对于心衰患者目前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做出如下总结[4]。 

2. 心衰的病因病机 

中医认为心力衰竭应属“心痹”“痰饮”“水肿”等病证范畴[5]。其病因主要有外邪侵入、饮食不

节、久病耗伤、情志内伤等，导致心之气血阴阳虚衰，运血无力、血脉瘀阻，水饮内停[6] [7]。中医对此

病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相关证候记载，并在《脉经》中初次出现“心衰”一词，“心衰则伏，肝微

则沉，故令脉伏而沉”。指出心衰主要病机是阳虚水停[8]。《中医临床术语·心系疾病》中心衰被定义

为“因心病日久，血瘀水停，以喘息心悸，不能平卧，咳吐痰涎，水肿尿少为主要表现的疾病”[9]。 

3. 心衰患者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 

临床上心衰患者应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包括刮痧技术、拔罐技术、穴位注射等 18 项中医护理技术[10]。
其中艾灸疗法、耳穴贴压、中药泡洗、穴位贴敷、中医特色锻炼等因优势较为明显，已被国家纳入了“心

衰病中医护理方案”[11]。 

3.1. 艾灸疗法 

艾灸是指以艾绒和(或)其它物质为灸材，通过烧灼、温熨和熏蒸人体体表一定部位，借用艾火的温热

刺激及其药力作用于人体，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心衰患者多因阳气亏虚、脏腑气化功能障碍，从

而出现水肿和胃肠道功能混乱，《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生温熟热，纯阳也……而逐一切寒湿”[12]。
表明艾灸具有活血化瘀，利水消肿，温经散寒等功效，选择合适的穴位可以缓解患者胃肠道功能和水肿

情况，适宜心衰患者应用[13]。王茎等[14]采用温和灸对患者双侧肺俞、心俞穴进行施灸，4 周后对两组

患者心功能和临床疗效进行比较，发现温和灸能够激发人体生物活性物质的产生，作用于人体免疫和心

血管系统，产生艾灸效应，对心衰患者血流动力学和神经内分泌反应起到调节作用，从而改善患者心功

能情况。此外，葸英博等[15]观察艾灸联合外敷冰硝散对心衰患者下肢水肿干预结果，具体操作方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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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于午时及酉时分别进行施灸，一边手持燃烧的艾条对准涌泉穴进行熏烤，一边观察病人反应，以患者

皮肤发红且无任何不适为宜。观察组干预 1、3 周后小腿水肿的改善情况优于其它两组。表明联合艾灸疗

法能够更有效缓解心衰患者下肢水肿情况，其选取的穴位以及具体操作方法值得临床参考借鉴，同时在

艾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患者是否出现不良反应或急性左心衰的情况，以免患者发生危险。 

3.2. 耳穴贴压 

耳穴贴压是选用外表圆滑且坚硬的物体用胶布粘于耳部穴位，通过刺激耳部穴位，调节相应脏腑的

一种操作方法。宋代《苏沈良方》中有言：“摩熨耳目，以助真气”。通过按摩刺激耳部穴位可以调节

脏腑气血、活血化瘀、镇静安神。现临床常选用王不留行籽贴于耳部所选穴位，通过选取相应穴位按压

加上王不留行籽自身的药物功效，对心力衰竭伴失眠患者进行干预[16] [17]。田洪燕[18]纳入心衰伴失眠

患者 98 例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耳穴埋豆进行干预(主穴：取穴枕、心、额、

皮质下以及神门；配穴：肝、肾等穴)，研究结果表明治疗组在干预一段时间后，患者匹茨堡睡眠质量指

数量表得分情况低于对照组，患者失眠情况得到一定改善。表明耳穴贴压能够通过刺激耳部穴位疏通患

者经脉，调理脏腑功能，从而帮助心衰患者调节阴阳、理气活血，改善患者失眠情况。心衰患者常因病

情迁延不愈，有器质性疾病的同时多伴有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如果不及时干预将会影响临床治疗效

果，耳穴压籽能够缓解精神紧张，调节患者不良情绪，对于心衰伴焦虑患者能够起到较好的干预效果。

姜梅贤发现[19]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上中医情志护理联合耳穴贴压能够缓解病人心理压力，减轻患者负

性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对患者身心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进一步证实了中医护理干预的有效性。虽然

心衰患者的失眠机制较为复杂，且缺少客观评价指标，但上述临床研究结果证实耳穴贴压对心衰患者伴

失眠情况能够起到较好的干预效果，缓解患者焦虑失眠情况。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借鉴。 

3.3. 中药泡洗 

中药泡洗又称中药浴足，是将配好的中药熬制煮沸成药水进行足部泡洗，使得药效在热力的作用下

渗透足部皮肤，进入经络血脉、运行至全身脏腑，继而影响全身气血运行，促进患者心功能的恢复，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20] [21]。郭灵娟[22]基于“内病外治”的思想，将 79 例慢性心力衰竭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自拟中药浴足治疗，6 周后发现干预组血流动力学

参数及脑钠肽血清水平的变化情况均优于对照组，表明中药浴足在热力与药物的共同作用下，能够促进

血液循环，增加回心血量，改善心脏供血功能，缓解临床症状。杨小凤等[23]纳入气虚血瘀型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 80 例，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由干姜、黄芪、丹参、红花等组成的药方进行足部中药水泡

洗，结果显示 6 分钟步行实验、脑钠肽、明尼苏达心力衰竭生活质量量表得分情况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

表明中药泡洗辅助治疗心力衰竭，能够起到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的作用，并且安全方便，因为药浴足相

当于皮肤给药，能够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可以减少药物对肝脏和胃肠道的负担。与灸法相同，中药泡洗

在操作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的温度和时间控制，避免患者因温度过高导致的烫伤。 

3.4. 穴位贴敷 

穴位贴敷是以中医经络理论为依据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是将药物贴于体表穴位，刺激穴位的同时

药力渗透至经络腧穴，起到活血化瘀、温阳利水之效，改善心衰患者血液循环情况，减轻心脏负荷[24]。
黄火剑等[25]认为心力衰竭的基础病机是气虚血瘀，故选用黄芪、桂枝、白芍、丹参等具有补气活血作用

的中药在膻中、心俞、关元等穴位对患者进行穴位贴敷，2 周后观察患者心功能指标和生活质量调查表，

表明选择合适的药物进行穴位贴敷以达到活血、利水、行气之效，能够提高心脏供血功能，减少心衰血

清标记物的产生，抑制心衰的进程。陈恩妮等[26]运用回阳益心膏(巴戟天、淫羊藿、细辛、毛冬青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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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制成)贴敷神阙穴对心衰患者进行辅助治疗，认为其作用机制与抑制交感神经兴奋、延缓心脏重构进展

等有关。穴位敷贴能够减少心衰患者恶心、失眠、心悸、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并

且还具有副作用小、操作简单、适用范围广等优势，但药物的选择和长时间的贴敷对皮肤产生的损伤，

是临床上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3.5. 中医特色锻炼 

五禽戏、太极拳等是我国中医传统的养生运动，根据患者不同情况选择不同锻炼方法，可达到防治

疾病和养生保健的目的。心力衰竭的病程长，治愈难，在病情稳定期适时进行中医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增加肺活量、有益义于患者身心健康[27]。张艳梅等[28]纳入稳定性慢性心力衰竭 102 例，治疗组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太极拳训练，研究结果显示一段时间后治疗组患者心肺功能、心理情况、生活质量

情况均优于对照组。表明太极训练能够增强心肺功能、放松全身肌肉、通经活络，改善患者的健康状态。

桑林等[29]对 50 名老年心衰患者给予太极操干预 3 周后发现，患者射血分数、心功能指标显著提高，提

示太极拳运动量不大，更注重呼吸的控制，能够加强心脏的舒缩功能，促进血液含氧量的增高、改善心

肌缺血，并且能够促进儿茶酚胺和 β-内啡肽的分泌，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此外，有研究表明[30]五禽戏

同样能够增加患者射血分数和最大通气量，改善患者心肺功能，减低患者心率，缓解患者心悸、气短情

况，但要注意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适当进行锻炼，如果出现呼吸困难、头晕恶心等症状时，嘱患者立即

停止运动，防止突发危险。 

4. 小结 

心衰的发病原因较为复杂，临床治疗难度较大，相关临床症状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治疗情况影响患

者预后。中医护理技术在心衰上的应用可以深入研究，现阶段临床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4.1. 中医治疗专科护士数量少，没有科学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行人才培养 

我国中医护理起步较晚，中医护理教学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护理技术人员多是“半路出家”，技

术掌握不充分，且中医护理专业人才的选拔渠道相对较为狭窄，专科人才短缺，而各医院对中医护理人

才需求量逐年增加。建议加强中医护理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同时提高教育与科研水平。 

4.2. 护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操作缺乏规范性 

护理人员自身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中医护理技术的实施，当护士因自身原因如工作不认真等出现

违反护理操作的行为时，容易导致不良事件的发生。各医院应该建立完善的中医护理管理体系，加强管

理，严格制定赏罚制度，注重护理人员的素质教育。 

4.3. 缺乏科学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用以客观、全面的反应其护理质量 

临床上对中医护理技术评价方法不够灵活，缺少统一，且多是主观指标，很容易导致误差的出现。

应进行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为中医护理技术的应用提供新思路，并为临床技术操作提供全面客观的

评价指标。 

4.4. 患者对中医护理技术了解程度不高，中医护理技术开展困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人们对中医药事业的

重视程度也在持续增加，但仍有一部分人对中医护理技术抱有怀疑的态度，导致正常的中医护理工作无

法开展，各医院应加强关于中医护理技术的健康宣教，让更多人认识理解中医护理技术，了解中医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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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心衰患者的作用，加强中医护理技术的需求。 
综上所述，除以上待解决的问题外，中医护理技术对心力衰竭患者的干预疗效显著，且操作简单安

全，患者和家属在家即可操作，值得临床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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