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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心血管病死亡占比的上升，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受到重视。心脏康复能够有效提高心血管疾病患

者的生活质量、改善预后。中医在心脏康复方面前景可观，中医外治法作为中医的一大特色，在心脏康

复方面也有其独特要点，这篇文章就中医外治法在心脏康复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以期在临床上能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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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mortality rat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China, cardiovascular diseas-
es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has a promising prospect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nd external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as a major fe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so has its unique poi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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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ac rehabilit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external treatment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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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心血管疾病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心血管疾病死亡占城

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1]，这给人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与诊治

越来越得到重视。心脏康复[2] [3]是通过医学评价、运动、心脏危险因素控制、营养等干预使心血管疾病

患者心功能得到一定改善，机体抵抗力得到一定提高，通过控制危险因素，减少患者再次发生心脏不良

事件(猝死、心肌梗死)的风险，并通过运动、营养等的指导，使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预后水平提

高。中医的心脏康复[4]是在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体系的大框架下，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

机、气血津液学说等为基础，在强调整体康复的同时，主张辨证康复，形神统一。目前中医在心脏康复

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5]，结合现代心脏康复理论，发挥着传统医学的特色。 

2. 中医外治法内容 

2.1. 针刺治疗 

针刺是通过对穴位的精准刺激，形质刺通，激发经气感传，到达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运行的作用，

以治疗疾病。于子璇[6] [7]等通过近五年的文献分析整理得出针刺内关穴治疗冠心病疗效明显，而这不仅

在我国古典文献有所记载，在现代医学中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8]。赵丽娜[9]等在观察冠心病无症状性心

肌缺血患者使用背俞穴温针灸疗效时，也得出其疗效显著，对患者的心肌缺血、血流变以及血管内皮功

能改善效果明显。林焕锋[10]等研究也证实了针刺对于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此可见针刺对

于心脏康复的效果已显而易见，且价格低廉，容易操作，值得推广。 

2.2. 灸法 

灸法是借助艾条燃烧的热力对人体肌表产生温热性刺激，利用经络腧穴的作用，以达病所，从而温

通经脉以助气血运行。心血管疾病大多与气血痹阻相关，灸法能够达到治疗效果，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赵梦飞[11]等通过心肺运动试验来评估热敏灸疗法对于中老年 PCI 术后患者的预后情况，进行了三组临

床对照试验，得出相对于单纯药物治疗，联合热敏灸疗法更能使中老年冠心病 PCI 术后患者的运动心肺

功能、心理认知状态和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郑莹芊[12]等研究也表明灸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疗效显

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安全性也较高。灸法在生活中比较容易操作，对于心脏康

复的三期康复阶段即家庭康复来说，是一种集安全性、有效性、可操作性于一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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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穴位贴敷 

穴位贴敷是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以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药物吸收和穴位刺激的双重作

用，来防治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三伏贴”便是其中一种。修晟尧[13]试验得出通过穴位贴敷对不稳定

性心绞痛患者进行心脏康复治疗，可辅助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其安全性可行性都得到临床及统计学的

验证。牛新萍[14]等通过研究穴位贴敷联合体外反搏应用于慢性心力衰竭心脏康复的治疗过程发现，穴位

贴敷可明显改善患者心功能，提高患者运动及日常生活能力，且疗效确切。和灸法类似，穴位贴敷在明

确穴位选择后更容易操作，值得在心脏康复中运用。 

2.4. 耳穴压豆 

耳穴压豆是将药豆准确地粘贴于耳穴处，给予适度的揉、按、捏、压，以刺激耳穴，达到治疗目的

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杨月[15]等通过研究证明西医基础治疗联合耳穴压籽对心血瘀阻型冠心病不稳定型

心绞痛患者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并能改善生活质量，这与心脏康复所要达到的目的相一致。杨洋[16]
等通过试验证明耳穴压豆联合穴位按摩对高血压伴失眠患者疗效确切，不仅起到降压效果，更帮助患者

改善睡眠症状，同时，技术简单、价格低廉，在疗效确切的情况下，不失为心脏康复的良好选择。 

2.5. 穴位注射 

穴位注射疗法是将某些中西药物注射液注入人体的治疗穴位，从而防治疾病的方法。韩欣丽[17]通过

药物组、针药结合组、穴位注射组等的对比，证明内关穴位注射香丹注射液预处理对急性心肌缺血大鼠

的心肌具有保护作用，针药组疗效最佳，侧面反映了穴位注射对于大鼠急性心肌缺血的作用，余红琴[18]
通过穴位注射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效率达 90%。这也说明了穴位注射的用于心脏康复的可行性。 

2.6. 拔罐 

拔罐是指以罐为工具，采取燃烧排除罐内空气或者真空拔罐器，造成负压，使之吸附于腧穴或应拔

部位的体表，产生刺激，使被拔部位的皮肤充血、淤血，以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邹生燕[19]等将刺络拔

罐应用于慢性稳定性心绞痛气虚血瘀型患者，其干预组有效率达到 93.33%，为拔罐用于心血管疾病提供

一定的临床证据，庞玉思[20]通过针刺组和拔罐组在心血瘀阻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治疗上对比，选取心经、

心包经的背俞穴施以刺血拔罐治疗，对心绞痛症状、中医证候的改善更有疗效，这也正提现了中医治疗

的多种多样和其辨证论治的观念。因此，对于心脏康复涉及的一系列心血管疾病，通过辨证论治，选取

最合适的外治方法能够得到更好的疗效。 

2.7. 离子导入疗法 

直流电离子导入疗法是根据直流电场内同性电荷相斥，异性电荷相吸的原理，使药物离子通过完整

的皮肤或粘膜导入人体。离子导入疗法突出点在于形成的“离子堆”，作用于人体的时间长，可以达到

持续长效的目的。王春红[21]通过研究对照证明了离子导入疗法能够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症状，其有

效率达到 91.76%。中药离子导入疗法起效快、时滞小、药效强，其渗透性有时比被动扩散透皮吸收大几

十倍甚至上百倍[22]。周晓莉[23]等通过丹参多酚酸盐注射液联合中药离子导入、体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效果显著，也佐证了离子疗法用于心血管疾病的可行性。离子导入疗法是传统中医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

一大创新，更为传统医学的发展开阔思路，为心脏康复提供更多方案的选择和考虑。 

2.8. 中药封包疗法 

中药封包疗法是通过将治疗包中配好的中药经过加热，敷于患病部位，使药效透过皮肤作用到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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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活血化瘀、舒经活络的作用。陈蓓蓓[24]等通过中药封包联合耳穴压豆来改善 PCI 术后患者的不良

情绪和睡眠质量，疗效显著，与心脏康复的理论相契合，为中药封包用于心脏康复提供临床证据。张大

创[25]通过中药封包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其有效率达 90%，这说明中药封包对于冠心病是有确切疗效的，

那么，相应的，运用于心脏康复也能使心绞痛病人缓解症状、改善预后，是心脏康复治疗的一种可选方

式。 

2.9. 传统功法 

冠心病患者应重视科学运动，来提高心肌缺氧耐受力，预防和减轻心脏动脉损害，达到心脏康复的

目的[26]，中国传统功法包括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等[27]，一方面它符合西医的运动处方内容，另一

方，结合中医整体观念，通过功法达到全身气机调节、血行通畅的目的，实现心脏康复。高嘉良[28]等通

过大量文献研究统计得出，太极拳和八段锦在慢性疾病康复、提高患者认知能力、改善平衡和有氧能力

方面是有益的，在心脏康复方面更有确切疗效，同时张小朵[29]等研究发现太极拳联合八段锦制定运动处

方更能达到“双心”同治的效果，更提现了传统功法历久弥新的优点。 

2.10. 推拿按摩 

推拿又称“按摩”，是以中医的脏腑理论与经络学说为基础，再结合西医的解剖学，参考临床上的

诊断，以手法作用于人体体表的特定部位以调节全身气机、舒经活络。刘鹏[30]通过试验研究发现通阳散

结推拿手法能够对冠心病患者心功能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预后良好，且无需耗材，操作简便，安全有

效，这无疑充实了心脏康复的中医治疗方式。周华龙[31]通过试验，发现推拿用于部分心血管疾病都有良

好的作用，可以减轻症状、改善预后，同时，它是一种易于被病人接受，发展前景可观的治疗方法，运

用于心脏康复，潜力巨大。 

3. 小结 

由于心血管疾病的致死率逐年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健康管理意识的觉醒，使心脏康复

得到迅猛的发展，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是我国的瑰宝，自古便分有治未病、治已病和养生，这与心

脏康复的理念相契合，我们已经看到中医药在心脏康复的运用越来愈多，而中医外治法作为一种使用安

全、操作简单、材料物美价廉的治疗手段，同样也在心脏康复中起到越来越多的作用，虽然，目前中医

外治法的作用原理尚未完全明确，有些治疗方法遗失民间，未能得到良好传承，但我们不能忽视祖辈留

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在心脏康复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更要抓住时机，发展中医外治法，发挥祖国医学

特色，为治疗提供多方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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