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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饮食的改变&精神压力&生活压力等

因素的影响%高血压发病率逐年升高%成为我国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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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生活健康%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医辨证

施治是目前对高血压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对不

同患者而言%个体差异明显%采用中医辨证法对高血

压患者进行分型%目的是通过观察中医辩证与西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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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本研究分析了高血压不同中医证型患者出凝

血指标%旨在探讨高血压中医辨证分型与出凝血指标

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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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检验医学为中医证候提供了客观&量化的实

验室指标%有关高血压中医证候与检验医学指标相关

性的研究越来越广泛%但多数研究聚焦于神经递质&

肾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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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紧张素系统&血脂代谢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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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

来对血栓性疾病研究的重视和出凝血检测指标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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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中医证候与出凝血指标%特别是血栓形

成&纤维蛋白溶解指标的关系越来越得到临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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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

42<

均高于其他各组%肝火亢盛组患者
4Y,

&

292

&

42<

均低于其他各组%且
4Y,

由高至低表现为阴阳两

虚组&阴虚阳亢组&痰湿壅盛组&气虚痰阻组&肝火亢

盛组%

292

由高至低表现为阴阳两虚组&痰湿壅盛组&

阴虚阳亢组&气虚痰阻组&肝火亢盛组%

4Y,

由高至低

表现为阴阳两虚组&痰湿壅盛组&气虚痰阻组&阴虚阳

亢组&肝火亢盛组%提示阴阳两虚证患者纤溶较其他

各组亢进%肝火亢盛组患者纤溶较其他各组减弱'同

时%阴阳两虚组患者
<.0

均低于其他各组%肝火亢盛

组患者
<.0

均高于其他各组%且
<.0

由高至低表现

为肝火亢盛组&阴虚阳亢组&痰湿壅盛组&气虚痰阻

组&阴阳两虚组%提示阴阳两虚患者
<.0

生成数量较

其他各组减弱%肝火亢盛证患者
<.0

生成数量较其

他各组增强%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9')

)

'

中医学认为+阴虚生热%灼血为瘀,%同时%阳气推

动血液的运行(

'A

)

%阳虚导致血脉运行痹阻不畅%所以%

阴阳两虚患者病程日久%多兼淤血(

'8

)

'本研究结果显

示%阴阳两虚证患者
4Y,

&

292

&

42<

均高于其他各组%

提示阴阳两虚患者较其他各组处于高凝状态%更易形

成血栓%应引起临床关注'肝火亢盛组患者
4Y,

&

29

2

&

42<

&

31

均低于其他各组%提示肝火亢盛患者与

其他各组比较%呈低凝状态%与中医理论一致'同时%

也应看到%由于体内出凝血状态的影响因素较多%导

致不同证型与检验医学指标的关系较复杂%阴阳两

虚&肝火亢盛等不同证型在凝血&抗凝&纤溶&血小板

等系统指标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F

"

结
""

论

""

本研究联合分析了高血压中医辨证分型与凝血

指标的内在联系%旨在为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提供

新的思路与方法'结果证实%高血压不同证型患者纤

溶&血小板等系统检验指标存在差异%特别是阴阳两

虚证和肝火亢盛证患者在体内高凝凝血状态方面存

在差异%且与中医学理论存在一致性'为揭示高血压

的中医辨证分型实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也为中西医

结合治疗高血压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本研究结果可

能受样本量&地域&证型判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尚有待于大样本量多中心研究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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