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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痰宣痹汤治疗胸痹痰浊闭阻证验案举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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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胸痹是由心脉痹阻不通所引起的一种疾病，痰浊闭阻证是其常见证型，导师刘雪娜副教授以瓜蒌薤白半夏汤为
底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进行加味拟成豁痰宣痹汤，临床上治疗该病证每获良效，本文通过介绍刘师运用豁痰宣痹汤治疗
胸痹痰浊闭阻证的验案 1 则，分享其临床用药经验及诊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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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痹是指因感受各种邪气导致心脉痹阻不

通，以胸前区憋闷疼痛不适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疾

病，病情较轻的患者或只觉胸前区如有物压榨而憋

闷不舒、呼吸不畅，病情较重的患者则出现胸前区

疼痛不适，更有甚者可见胸痛彻背 [1]。胸痹第一次

作为病名正式被记载于《金匮要略》，且该书总结

道“阳微阴弦”是其病机。现代医家认识到其病

理机制多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实则为气滞、痰

浊等阴寒实邪壅滞于上，闭阻上焦心胸阳气，以致

心脉气血周流不畅，不通则痛，虚则为气虚、阳

虚、脏腑亏虚，导致心脉失于濡养，出现不荣则

痛 [2]。闽南地处东南沿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常

年雨量充足，湿气尤胜，且该地区居民好食瓜果海

鲜等滋生痰湿之品，故当地居民易染受痰湿之邪，

导致该地区胸痹患者证型多见痰浊闭阻证。刘师运

用其经验方豁痰宣痹汤治疗胸痹痰浊闭阻证均能取

得满意的治疗效果，现分享胸痹痰浊闭阻证验案 1
则，报告如下。

患者，袁某某，男，45 岁，2019 年 7 月 19 日

初诊，主诉：反复胸前区憋闷不适 3 年余，再发 3
天。现病史：患者平素嗜食肥甘厚腻，3 年余前始

出现反复胸前区憋闷不舒，呈阵发性，每于活动后

加剧，发作时间持续半小时左右，口服硝酸甘油后

稍缓解，无胸痛彻背，无气喘气促，无呼吸困难，

无黑朦晕厥，无行走不稳，无嗳气反酸，无汗出肢

冷等，未经系统诊疗。3 天前上症再发，现症见：

胸前区憋闷不舒，呈阵发性，每于活动后加剧，发

作时间持续半小时至 1 小时左右，口服硝酸甘油后

稍缓解，偶发心慌心悸，纳差，寐欠佳，二便调，

舌淡红苔白腻脉滑。遂于我院我科就诊。既往史：

否认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查体：HR：76 次 /
分，律尚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双肺未闻及干湿

性啰音。门诊查心电图：窦性心律，部分 ST-T 改

变。中医诊断：胸痹心痛病（痰浊闭阻证），西医

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稳定型心

绞痛。治以：豁痰泄浊、通阳宣痹。方选豁痰宣

痹汤：瓜蒌 10g，薤白 10g，石菖蒲 10g，姜半夏

9g，桂枝 6g，郁金 9g，枳壳 6g，香附 9g、川芎

6g，甘草 3g。共 7 帖，每日 1 帖，头煎用水 500ml
煮取 200ml，二煎用水 200ml 煮取 100ml，两煎药

汁混成 1 碗，分早晚温服。

2019 年 7 月 26 日复诊，患者自述胸前区憋闷

不适的发作频率、程度及持续时间均较前好转，心

悸症状较前改善，纳寐尚可，小便可，大便调，舌

淡红苔白腻脉滑。续予原方 7 剂。

2019 年 8 月 2 日三诊，患者自述服用上方后，

上症悉除，随访 1 月未见复发。

按：刘师谓闽南乃潮湿之地，正如《黄帝内

经》所言：“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

所聚也”。患者久居在此，易遭受湿邪之害，且本

案患者平素嗜食肥甘厚腻，故易感受内外痰湿阴

邪，损伤心脾阳气，脾胃运化失职，以致水谷津液

无以运化，进而聚湿成痰，阻滞气机，气机枢纽升

降无权，胸阳不展，脉络痹阻不通以致胸闷不舒、

纳差；痰浊闭阻，心神失养，故可见心慌心悸。若

单用瓜蒌薤白半夏汤，唯恐豁痰泄浊、通阳宣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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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足，故刘师在原方基础上加用石菖蒲、桂枝、

甘草以温心阳，通心脉，开心窍。《素问 · 至真要

大论》云：“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朱丹溪亦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

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故投枳壳、香附、川

芎、郁金等行气活血之品，以调和气血，舒畅气

机，恢复气化功能以运化津液而消痰浊。上述诸药

共同组成豁痰宣痹汤。

刘师云：瓜蒌在传统医学中有宽中理气，化

痰散结等作用。《本草纲目》谓其既能清降上焦的

痰火之邪，又能做到祛除邪气而不伤胃气。故方

中以瓜蒌为君药；薤白有通阳散结，行气导滞之

功，为治疗胸痹之要药，是为臣药；石菖蒲具开窍

豁痰、温补心气之能，《本经逢原》评价其能开心

孔、通九窍、明耳目，尤其擅长鼓动心包之火，温

通客于心脾之处的痰湿阴邪，亦为臣药；佐以郁

金、川芎行气开郁，活血止痛；再投枳壳、香附、

半夏以行气化痰消痞，破气除满止痛；桂枝温阳通

脉、助阳化气亦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且

甘草与菖蒲、桂枝等药共用，能辛甘化阳以温补心

脾阳气。诸药相合，共起豁痰泄浊、通阳宣痹之

能，使痰浊得化、心阳得通，气机得宣，故邪祛正

安，诸症得解。

刘师在临证中发现闽南地区痰浊闭阻型胸痹

患者人数众多，考虑该病与闽南地区潮湿多雨等地

域因素及当地居民生活饮食习惯关系密切，故该地

区患者本病病性多虚实夹杂，治当攻补兼施，刘师

结合地域发病特点及临床诊疗经验拟成豁痰宣痹

汤，在治疗该证型胸痹上屡获良效。刘师强调临床

辨证施治时应当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临证应当审证求因，治病求本，唯此方能做到方有

所效，病得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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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营卫自调、经络疏通，调补肺、脾、肾，从而

增强人体正气，即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对过敏性鼻炎疾病治疗起重要

指导作用。研究发现，变应性鼻炎的发病主要归结

于患者免疫力的下降，所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力是治

愈的关键 [11]。该理论可用于免疫性疾病治疗，大

多数免疫类疾病皆因机体“正气不足”，免疫类疾

病可多从中医“正气存内”角度着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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