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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甘草汤加减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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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临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使用炙甘草汤加减治疗的效果，并评估用药安全性。方法 研究

病例从我院冠心病心律失常住院患者中选取，病例总数 80 例，选取时间段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根据数字

排序分组，单数对照组（40 例，常规治疗），双数观察组（40 例，炙甘草汤加减治疗），对两组心功能指标（CO、

LVEF、SV）、临床指标（乏力、气短、心悸消失时间）及不良反应进行比较。结果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 CO、

LVEF、SV 指标更优，乏力、气短、心悸消失时间更短，不良反应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冠
心病心律失常采取炙甘草汤加减治疗临床效果较佳，可有效改善心功能指标及临床指标，减少不良反应，用药安

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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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odified Zhigancao Tang in the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rhythmia.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arrhythmia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The time period was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numerical sorting.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40 odd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nsisted of 40 even cases. Both groups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reduced treatment with Zhigancao decoction. 
The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SV, LVEF, CO), clinical indicators (fatigue, shortness of breath, disappearance time of 
palpitations),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better clinical indicators, and a low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ect of modified Zhigancao 
decoction is better for treating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rhythmia,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 indicators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and have high medica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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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死亡率不断提高，相

关数据统计我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为 165.37/10 万，冠

心病患病人数 1139万，临床治疗难度较高，危害较大，

对患者生命健康影响性大[1]。心律失常作为冠心病常见

病症，发生率较高，在临床中发作时对患者的健康危害

性高，通常以药物治疗为主要方法，但受到药物作用、

不良反应等因素的影响，药物效果、安全性有待提高[2]。

中医认为冠心病心律失常主要受到心气心脉的影响，

在治疗上通过安神养心、养血补气的方式来调节机体，

改善病症，从根本出发采取有效治疗[3]。我国诸多中医

学论著中明确记载炙甘草汤在治疗心动悸、脉结代中

发挥重要作用[4]。基于此，分析临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

常使用炙甘草汤加减治疗的效果，并评估用药安全性，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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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我院冠心病心律失常患者进行研究，选取病

例数 80 例，选取时间段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根

据数字排序分组，单数 40 例为对照组，双数 40 例为

观察组。对照组（男：女=18：22，年龄 49.63±3.17 岁）；

观察组（男：女=19：21，年龄 50.17±3.19 岁）。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均自

愿参与，NYHA 分级均为 I、Ⅱ、Ⅲ级患者，我院伦理

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知情并批准。 
纳入标准：（1）确诊为冠心病心律失常；（2）配

合度高。 
排除标准：（1）精神疾病；（2）药物过敏；（3）

意识障碍；（4）生命垂危。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胺碘酮治疗，0.4g/次，3 次/d。 
观察组炙甘草汤加减治疗：组方：炙甘草 12g、生

地黄 30g、麻仁 10g、麦门冬 10g、生姜 9g、桂枝 9g、
阿胶 6g、人参 6g、大枣 30 枚。阴虚火旺加入知母 10g、
黄柏 10g；肝肾阴虚加鳖甲 15g、龟板 10g；存在萎靡

不振、头昏乏力者加入枣仁、远志 15g，牡蛎 25g；心

脾不足加入白术 15g、黄芪 15g；气虚加入五味子 15g、

百合 15g；心悸失眠加入熟附子 10g；加水 800mL 煎

煮，每日取 200mL 饮用，早晚 1 次/d。  
1.3 观察指标 
心功能指标：收集心功能指标（SV-每搏输出量、

LVEF-左室射血分数、CO-心输出量）进行比较。 
临床指标：收集病症改善时间（乏力、气短、心悸

消失时间）进行比较。 
不良反应：统计治疗过程发生的不良反应（腹泻、

头晕、呕吐）。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1.0 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率计数

资料分别采用 t、χ2 检验，以（ sx ± ）、（%）表示，

（P<0.05）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功能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 CO、LVEF、SV 指标更优

（P＜0.05），见表 1。 
2.2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相较，观察组乏力、气短、心悸消失时间

更短（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心功能指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CO（L/min） LVEF（%） SV（ml） 

观察组 40 3.86±0.34 53.74±3.61 61.84±3.62 

对照组 40 4.47±0.35 66.26±3.48 72.45±3.18 

t - 12.501 24.969 21.501 

P - 0.000 0.001 0.001 

表 2  两组临床指标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乏力消失时间 气短消失时间 心悸消失时间 

观察组 40 5.11±0.54 6.10±1.22 6.12±1.27 

对照组 40 7.25±1.57 8.43±2.05 8.48±2.14 

t - 7.283 5.749 8.995 

P -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呕吐 1（2.50）例，腹泻 1（2.50）例，头晕

0（0.00）例；对照组呕吐 3（7.50）例，腹泻 2（5.00）
例，头晕 3（7.50）例；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5.00%
比对照组 20.00%低（χ2=4.114，P=0.043）（P＜0.05）。 

3 讨论 
冠心病作为心血管疾病的一种病症类型，对机体

健康威胁性较大，以心律失常为常见表现，可伴有胸闷、

乏力等全身性表现，对人体健康、日常活动均造成严重

影响，需采取及时治疗，以维持健康状态、提高生存质

量[5]。西医用药以改善病症，稳定心血管病情为主，而

患者由于存在个体差异，相同药物在不同患者治疗中

发挥的实际作用存在差异，因此，需要选择更有效的治

疗方法。中医将冠心病心律失常归纳于“胸痹”“惊悸”

范畴，认为冠心病以气虚、血虚、阴虚影响心脉所导致，

多种因素对心脏功能造成影响，心脉受损无法得到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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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导致心脏功能异常，无法正常运作而诱发多种病症

表现[6]。中医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以养血益气、复脉滋

阴、补充心脏阴液为主，增强心脏功能。炙甘草汤以多

种药物组成，发挥协同用药作用，从根本上改善心脏功

能，达到养血益气、复脉滋阴的目的。 
本研究结果表示观察组心功能指标更优，临床指

标更优，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明确表示炙甘草汤加减治

疗的临床效果较佳。分析其原因，常规治疗主要以西医

药物为主，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病症效果，但无法根治，

导致疾病易反复，对患者的生命健康影响性较大。冠心

病心律失常在中医中认为主要以阴血不足、心体失养、

心阳虚弱等因素导致，心脉无法受到温养而导致，《伤

寒论》中也明确表示炙甘草汤在治疗心动悸、脉结代中

具有重要作用[7]。炙甘草汤组方中炙甘草使得经脉通行，

血气利行，益气养心，生地黄养血、滋心阴，人参、大

枣补心脾，阿胶、麦门冬、麻仁补心养血，桂枝、生姜

通血脉、温补心阳，诸药联合共奏调和阴阳、养血益气、

复脉滋阴的重要作用，在改善心功能、缩短病症改善时

间上发挥明显作用。而通过炙甘草汤加减治疗，更能发

挥重要作用，以患者病症差异为主，采取不同的治疗方

法，实现对症治疗，存在不同病症表现的患者均能够获

得针对性治疗，充分发挥药物作用，增强药效，促进患

者恢复健康状态[8]。在现代药理作用中，炙甘草汤仍旧

具备改善心肌功能、扩张血管、调节心肌供血及心肌耗

氧量的方式来改善机体健康状态，更利于心肌功能的

恢复，从而改善冠心病心律失常的症状。并且，炙甘草

汤加减治疗最终在临床中表现的不良反应较少，明确

表示用药安全性较高，同时，炙甘草汤在历史记载悠久，

临床实践较为经典，应用安全有效。在临床实践中也表

示，炙甘草汤的治疗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是发挥显著

的实践治疗效果，在保障患者健康状态、促进生存质量

提高效果明显。王士玲[9]的研究中也表明炙甘草汤用药

效果，这与本研究较为相似。 
综上所述，临床治疗冠心病心律失常使用炙甘草

汤加减治疗的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心功能指标及临

床指标，减少不良反应，用药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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