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时�令患者上午服药�是取其“天人相应”之义。此时内外
皆应�天人意气投合�故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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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汤不同煎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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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汤又名复脉汤�出自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用
于治疗“伤寒�脉结代�心动悸。”原方要求“用水八升�清酒七
升”煎药�本科五版教材《方剂学》则用水煎药�兑清酒10ml
服。为探讨这两种煎服法对疗效的影响�笔者进行了临床观
察�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

选择2002年10月～2004年12月在我科门诊就诊并符
合下列2个或2个以上条件者：①心电图诊断为房性或室性
早搏；②脉诊为结脉或代脉；③患者自觉心悸、心慌。根据就
诊顺序�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A 组30例中�
男16例�女14例；平均年龄40±6．1岁；房性早搏13例�室
性早搏17例；结脉15例�代脉15例；高血压7例�冠心病8
例�心肌炎6例；心功能1～2级7例�3～4级3例。B 组30
例中�男15例�女15例；平均年龄42±6．4岁；房性早搏16
例�室性早搏14例；结脉17例�代脉13例；高血压8例�冠心
病6例�心肌炎5例；心功能1～2级6例�3～4级2例。
2　治疗方法

基本方：炙甘草45g�生地黄50g�大枣35枚�阿胶（烊
化）10g�麻子仁15g�麦冬20g�桂枝10g�红参10g。随症
加减：①睡眠差、多梦者加夜交藤30g�酸枣仁15g；②纳差
加白术10g�神曲15g；③高血压患者或治疗过程中出现口

收稿日期：200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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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者�红参改为太子参30g�桂枝减量至5g。
煎服法：A 组用本地产米酒（酒精度20°～24°）和水各半

煎药�取汁�分3次服；B 组用水煎药�取汁�兑入10ml 本地
产米酒（酒精度同 A 组）分3次服。

疗程：7d为1个疗程�共治3个疗程。
3　疗效标准及结果

3．1　疗效标准
根据1997年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冠心病、心绞痛、心律

失常研究座谈会制定的《心律失常严重程度及疗效参考标
准》进行评定。痊愈：临床症状消失�心电图示早搏全部消
失；好转：早搏减少50％以上�临床症状消失或好转；无效：症
状、体征无变化或加重。
3．2　治疗结果

A 组30例中�有效25例�无效5例�有效率为80．33％；
B 组30例中�有效17例�无效13例�有效率为56．67％。两
组疗效经χ2检验�χ2＝5．0794�P＝0．0242（＜0．05）�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应用炙甘草汤治疗早搏�水酒各半煎药法的疗效
优于单纯用水煎药后兑酒10ml者。
4　讨论

炙甘草汤是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有效方剂。但临床应
用该方时有几个问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①原方酒水煎药
与现代用水煎药兑酒服；②方中所用的清酒�具体所指何物？
③炙甘草用量�原方用4两�据考证�汉代1两相当于现代的
15g�有认为宜用原方剂量�也有认为一般剂量即可；④麻子
仁�有认为是酸枣仁之误�有认为二者对疗效影响不大。笔
者认为�解决的最好办法还是回归临床验证�以规范方剂的
应用�提高疗效。

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到�用酒水煎药�即使是不能饮酒的
女性�也没有出现不良反应�也没观察到会加重病证。有人
从现代医学药理分析�认为大剂量应用炙甘草会出现水钠潴
留�对心功能不全患者不利�从我们观察的病例中却没有出
现此副作用。这也许是我们的疗程短�或者是炙甘草在复方
中其水钠潴留作用被抑制。在应用本方时�结脉或代脉是最
关键的客观指标�并且与心电图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值得注
意的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早搏除结、代脉外�还有促脉�而现
代医学所说的心房纤颤�则相当于中医的涩脉 ［1］。不能一见
有脉律不齐的病人�便判断为脉结代而选用炙甘草汤主之�
这是不负责任的。结脉与促脉主要是频率相对快慢的区别�
脉律不齐＋数脉＝促脉；脉律不齐＋迟脉＝结脉；脉律不齐
并规律出现（相当于二联律、三联律等）为代脉 ［2］；而涩脉则
是三五不参�如轻刀刮竹。这四种脉象�结合心电图和听诊
则是不难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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