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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医 对 过 早 搏 动 的 认 识 和 治 疗

毛 长 荣

(厦门 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中医部 3 6 1 0 0 5 )

内容提要
:

过早搏动 是由心脏异 位 起 搏 点
,

过早地发 出冲动 引起的心脏异常搏动
,

属 中医

心悸
” 、 “

恤 忡
”

范畴
。

本文首 沦古 代 文献时此病的认识
,

再从病因病机
、

临床 治疗与研 完等方

面 进行详细 的论述
,

具有一定的 梅床指导意义
.

关键词
:

过早搏 动 病 囚病机 治疗

过 旱搏动
,

简称早搏
, .

又称期前收缩
、

期外收缩或额外收缩
,

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
J

合律失常
,

它是 由心脏异位起搏点过早地发出

冲动引起的心脏异常搏动
.

根据异位起搏点部

位的不同而有心房性过早搏动
、

心室性过早搏

动
、

房室交界性或房室结性过早搏动之分
.

频

繁而有规则地在每一个或每二个正常搏动后发

生
I
司蓉的

,

称之为二联律或三联律
.

过早搏动

可发生于正常人
,

常与情绪激动
、

神经紧报
、

疲劳
、

消化不 良
.

过度吸烟
、

饮酒
、

喝浓茶 等

因素有关
; 更常 见于器质性心脏庙患者

,

如冠

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
、

晚期二尖瓣病变
、

心肌

炎
、

甲状腺机能亢进性心脏病等患者
。

过早搏动属中医
“

心悸
” 、 “

怔忡
’
`

范畴

《内经》 中虽无此病名
,

但有类似的描述
,

如

《素问
·

至真要大沦 )) 曰
“

心澹澹大动
” 、 “

心

如悬
” ; 《素问

·

四气调神大论 》 日
“

心气内

洞
” ,

((灵呕
·

本神 》 曰
: “

心休惕
” 、 “

其动应

衣
; 《素问

·

刹疟流》 日
“

心惕惕然
” ; 《素

问
·

痹论 》 日
“

心下鼓
’

等
,

其症状描述皆与

过早搏动所产生的
“

心跳
”

感大致吻合
.

汉代

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的 (( 伤寒杂庙论》 中己提

出有
“

心悸
” 、 “

惊悸
” 、 “

忧惚心乱
” 、 “

心

甲懊侬
` ’

等名称
,

业立专篇加以论述
, ,

提出

治法和方药
.

更对本窗的 自觉症状及脉的表现

有详尽的描述
,

如 《伤寒论 》 第 17 丁条日
: “

伤

寒脉结代
,

心动悸
,

灸甘草汤主之
. ”

第 178 条

更 羊左 枣永之是见
: “

水安 之卡爱 时 一 止 复

来者
,

名曰结
.

又脉未动而中止
,

更来小数
,

中有还者反动
,

名日结
,

阴也
;
脉未功而中止

,

不能 自还
,

因而复动者
,

名 日代
,

阴也
。

得此

脉者
,

必难治
. ”

脉象的表现反映了心脏搏动

的情况
,

仲景所言之结代脉象与现代说的早搏

十分相似
,

结脉相当于早搏之不成一定节律者
,

而代脉则相当于二联律
、

三联律等有节律的早

搏
.

另有促脉者
,

亦与早搏有关
,

明代李时珍

所著的 ((濒胡脉学》 描述 日
: “

来去数
,

时 一

止复来
,

如级之趣
,

徐疾不常
. ”

即脉跳快而

有不规则的间歇
。

可见古人对早搏早己有所认

识
,

不但注意到 了心 中悸动不安的 自觉症状
,

而且更注意到 了脉象有促
、

结
、

代的变化
,

业

以此加以深入的研究
,

探讨其病机
,

提 出其治

法
,

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一
、

早搏的病因病机

早博以虚证为多 见
,

也有实证或虚实挟杂

者
.

其发生的原因有 以 卜儿个方面
:

(一 ) 心气不足
: 《素问

·

泳要精傲论乡

云
: “

代则气衰
. ` ’

《诊家正眼 》 曰
: “

代主

脏衰
,

危恶之候
。 ”

代脉是早搏之显 见于脉者
,

多因元气虚衰
,

脏气衰微而攻心 气不足
,

心不

能主血
,

致气血运 行不足而息 止
,

故 自觉恍惚

心乱
,

心中悸动
.

(二 ) 心血不足
: 《杂病源流犀烛沙

: “

征

忡
,

心血不足病也
,

人所主者心
,

心所主者血
,

心血消亡
,

神气失守
,

则心血空虚
,

快侠动摇
,

不得安宁
,

无时不 作
,

名 日征仲
。 “

心血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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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脉失养
,

心体失荣
,

则心失正常之动
,

心

脉亦不能充盈
,

故脉来
`
i”

_

止
,

后而复至
.

汗为

心之液
,

汗血同源
,

故汗 出过多易耗心血
,

《伤

寒论 》 中提到因心血虚而悸者不可发汗即是此

理
。

(三 ) 心阴不足
: 《景岳全书

·

征忡惊恐

云
: :

征忡之病
,

心胸筑筑振动
,

惶惶惕惕
,

无时得宁者是也
.

… …此证惟阴虚劳损之人乃

有之
,

盖阴虚于下
,

则宗气无根
,

而气不归源
,

所 以在上则浮撼胸臆
,

在下则振动于脐旁
,

虚

微者动亦微
,

虚甚者动亦甚
. ”

《金匾要略
·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 云 : “

男子面色薄

者
,

主渴及亡血
,

卒喘悸
·

… …
’ `

心阴不足产

生早搏
,

一方面由心液不足
,

心失濡养所致
,

另一方面因营阴不足
,

致水衰火旺
,

虚火扰心
“

气不归源
” ,

亦如 《素问 玄机 原 病 式
·

火

类 》 所说
: “

水衰火旺而扰火之动也
,

故心胸

躁动
,

谓之怔忡
. ”

如此
,

则脉常动而有息止

也
。

(四 ) 心阳不足
: 《证治汇补

·

惊悸怔忡》

日
: “

有阳气内虚
,

心下空豁
,

状如惊悸
. ’

`

《伤寒明理论
·

悸篇 》 亦云
: “

阳气内弱
.

心

下空业
,

正气 内动而为悸也
. ”

心阳虚衰
,

心

脉失温
,

阴寒凝滞
,

血运迟缓
,

致心甲空虚
,

惕惕而动
,

脉现结 代
,

甚则心胸结痛
,

短气喘

息
。

(五 ) 心狙气虚
:

《伤寒论芳 日
: “

少阳

中风… …不可吐下
,

吐下则悸而惊
. ”

此为少

阳胆气因误用吐下而受损之侯
,

胆气不足
,

影

晌心君
,

使心悸不安也
。

《济生方
·

惊悸论治 》

说
: “

夫惊悸者
,

心虚胆怯之所致
一

也
.

… …心

气安逸
,

胆气不怯
,

决断思虑
,

得其所矣
。

或

因事有所大惊
。

或闻虚响
,

或见异相
,

登高涉

脸
,

惊件心神
,

气与涎郁
,

逐使惊悸
. ”

此型

多见于情绪紧张性早搏
.

(六 ) 痰浊扰心
: 《医学衷中参西录

·

论

心病治法》 日
: “

有其惊悸恒发于夜间
,

每当

交睫于甫睡之时
,

其心中即惊悸而醒
,

此多因

心下停有痰饮
.

心脏属火
,

痰饮属水
,

火畏水

迫
,

故作惊悸也
。 ’

痰饮浊邪阻于心络
,

则心

脉失畅而为结代
:

痰浊挟热则为痰热
,

痰热扰

心
,

亦可为心悸且结也
.

(七 ) 热邪扰心
: 《伤寒论 》 第76 条云

:

“

发汗吐下后
,

虚烦不得眠
,

若剧者
,

必反复

颠倒
,

心 中懊侬
。 ”

时或出现
“

胸中窒
” 、 “

心

中结痛
” ,

此为表证 误用汗吐下 法
,

邪热乘虚

客于心胸之候
.

又有 《伤寒论 》第 2 21 条 曰
: “

阳

明病… … 若发汗则躁
,

心馈馈
.

反澹语
.

若加

温针
,

必休惕
,

烦躁不得眠
.

若 下之
,

则 胃中

空虚
,

客气动肠
,

心中懊侬
·

… …
”

此为阳明

热证误治后热扰心狗之候一早搏之因外感
,

发

热引起者
,

此型即是
.

(八 ) 淤血阻心
:

心气壶
、

心阳饭均可使

血行不畅而为淤
;
痰阻心络

,

亦致心血淤阻
:

寒邪侵犯
、

七情郁结也常致血脉凝滞
、

气机不

畅而为血淤
.

淤血阻于心脉
,

则脉流不 畅
,

皆

可导致脉跳中止
,

悸动不安
。

此型多见于冠心

病及晚期二尖瓣病变的患者
.

此外
,

临床上
,

宿食停积
、

症痕积聚
、

疵

病气块
.

风证
、

痛证
、

跌仆损伤以及妊娠等也

均可发生 旱搏
,

限于篇幅
,

恕不贫述
.

二
、

早搏的临床治疗与研究

由于早搏为一西医俩症之名
,

故历代中医

文献尚无治疗早搏的记载
,

而 仪见治疗结代促

脉的论述
,

大量的治疗心悸怔忡的方药可以作

为治疗早搏的参考
,

(一 ) 益气补血
、

滋山复脉
:

此法适用于

心血不足兼心气 亏损之证
.

《伪寒论》第 l万条

叙述了该证之主脉主症为
“

脉结代
,

心动悸
, ”

除此之外
,

当还有胸闷气短
,

动则加剧
,

头晕

目眩
,

乏力倦怠
,

面色姜黄或淡白
,

纳食不香

口唇淡白或青紫
,

舌质淡
,

脉兼细弱等症
.

治疗以炙 甘草汤为代丧方
.

据现代约理研究
。

甘草有对 抗乙咙胆硷的牛用
,

业能增强肾上腺

素的强心作用
.

党参有强壮补血及扩张周围血

管的作用
, ,

目
.

含有大量钾离子
;
桂枝主要含桂

皮醛
,

有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

炙甘

草汤治疗早搏的作用机理
,

可能主要在于协调

迷走与交惑神经
、

抗衡化学介质及纠正电解质

素乱等方面
.

《伤寒论》 治疗气血阴阳两虚之



心悸用小建中汤
,

此方以 甘辛相 合 而 生 阳
,

酸甘相助而生阴
,

阴阳气血双补
,

从治本角度

来说
,

不失为一 良方 也
,

(二 ) 温通心阳
:

此法适用
一

=J, 心阳虚引起

的早搏
,

患者 自觉心中空 桩
,

惕惕而动
,

心胸

憋闷或痛
,

面色苍自
,

形寒肢冷
,

口唇青紫
,

舌质淡紫而滑
,

脉微细结代
。

治疗方面
,

《伤

寒论 》 第 64 条提出
: “

发汗过多
,

其人又手自

冒心
,

心下悸
, ,

欲得按者
,

桂枝甘 览 汤 主

之
. ”

此方药味单捷
,

疗效甚著
.

阳虚而有水

气凌心者
,

可用真武汤
,

此方功在温阳制水
,

对于心功能 衰竭引起之早搏有一定的疗效
.

(三 ) 育阴清心
:

此法适用于心阴虚且有

虚火之早搏患
一

者
.

病人自觉心悸怔仲
、

心烦 口

于
、

眩晕少寐
、

耳鸣腰痛
、

舌红少苔
、

脉细数

结代
.

治宜 以黄连阿胶汤为代表方
,

也可以天

王补心丹清心滋阴安神
,

对于心阴
J翁

,

心火偏

亢
,

心 冲不安者有一定的疗效
。

(四 ) 镇惊定志
,

养心安神
:

适用于心虚

胆怯
,

`

厂挤易恐俱
,

惊则心悸怔忡的一 种 早 搏

症
.

病人常心休惕如捕之状
,

坐卧不安
,

多梦

失眠
,

脉嗽细而带结代
。

治宜用平补镇心月加

减 (朱砂
、

龙齿
、

枣仁
、

远志
、

获荃
、

五味子

熟地
、

麦冬
,

大冬
、

人参
、

炙甘草 )
,

对于精

神 因素引起的早搏比较适宜
.

( 五 ) 豁痰化浊
,

通阳宣痹
:

适用于痰浊

痹阻
,

心阳不宣引起之早搏
。

加人自觉胸满胸

痴
,

心悸征忡
,

时作喘息
,

口中粘腻
,

咯痰不

休
,

面 色晃白
,

舌淡
,

苔白腻
,

脉濡细结代
.

治疗 以 《怪穴厄》 瓜萎蓬白半夏汤加减
,

此方着

重于化咬开结
,

痰结 一除
,

阳气自可宣通
.

早

搏亦能因此而除
.

若属痰热阻络者
,

可用温胆

汤或导痰汤加减
。

(六 ) 活血化淤
:

适用于淤血痹阻心络所

数的早搏
`

病人常有胸闷痛
.

痛或引及肩背内

臂
.

时发时止
,

面颧紫红
,

甚则唇与 指 甲 青

紫
,

占晴或有淤斑
,

脉细涩结代等症
.

治疗可

用桃仁红花煎 (桃仁
、

红花
、

丹参
、

;

华布
、

川

芍
、

延胡索
、

香附
、

青皮
、

生地
、

当川 )刀日减
。

淤血常因气虚
、

气滞
、

寒邪
、

痰浊等引起
,

故

中医时过早搏动的认识和 治疗 王 长荣

宜根据不 同病因分别兼以补气
、

理气
、

温阳散

寒
、

化痰等法
,

才可提高疗效
,

(七 ) 清心定悸
:

适用于热邪扰心 听致之

早搏
.

病人 自觉心中懊侬
.

胸中窒闷不舒
,

甚

则心中结痛
,

心烦 LJ 干 口苦
,

不 得眠
,

尿赤便

干
,

舌苔薄黄
,

舌质红
,

脉数或促结
。

治疗宜

用桅子豉汤清宣郁热
。

《金康 )) 有桂枝去 芍药

加蜀漆牡蜘龙骨救逆汤治疗 表 证 火劫玫惊悸

者
,

若无表证
,

可去桂枝
,

具有镇惊安神定悸

之效
,

与桅子豉汤合用更为全面
.

近年来
,

有关临床研究治疗早搏的报道已

不鲜见
。

如蒋森氏用四参复脉汤 (人参
、

三七参
、

丹参
、

苦参
、

麦冬 、 五味子
、

生地
、

当归
、

瓜

篓
、

获等
、

炙甘草 ) 治疗冠心病频发性室性早

搏 39 例
,

总有效率达到 92
.

3肠
,

对心气虚或心

气阴两虚而有心血淤阻者适用
: 李桂君氏等用

多种能控制早搏的巾药组成专方 治 疗 40 3例室

性早搏
,

疗效比较理想
,

该方由 苦参
、

炒 茵

陈
、

黄茂
、

山碴 桑寄生
、

半夏
、

丹参的范枣

仁
、

川 芍组成
,

是 以辨病为主进行治疗例
;

顾

梦飘 氏等用益气养心与熄风镇惊两 法 融 为 一

扩
` ,

治疗病毒性心叭炎室性早搏
,

疗效比生
,

其方 由党参
,

黄茂
、

呼参
、

桂枝
、

僵蚕防风
、

自附子
、

龙齿
、 .

炙 草组成
,

值得仿效
; 黄津焕

氏用瓜篓茂白牡蜘汤治疗各种异位点引起的早

搏
,

处方为
:

瓜萎
、

蓬白
、

川 芍
.

当 归
、

黄

茂
、

太子参
、

陈支
、

半夏
、

远志
、

枣仁或柏子

仁
、

生龙壮
、

凡中医讲证力心阳虚
,

心 皿淤阻

者
,

甩之有效
,

治疗拐例患者
,

有效率达 8 6
.

。肠

张笑平氏拟杭早搏汤 (酒炒常山
、

姜半夏
、

.

苦

参
、

炙 甘草 )
,

治疗 2 3例
,

仅 l 例无效
。

临床

研究丧明
,

应用专方专药与辨证辨病相合是提

高疗效的正确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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