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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苯地平联合天麻钩藤汤治疗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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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并分析硝苯地平与对天麻钩藤汤老年高血压患者行双药联合治疗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被我院收治的89例老年高血压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使用硝苯地平治疗，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加用天麻钩藤汤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疗效、血压以及治疗过
程中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结果 在接受不同方案治疗后，与对照组患者进行比较，观察组患者所获疗效明显更高(P<0.05)；在接受治疗前，两组患者血
压水平相当(P>0.05)，在治疗结束后，两组患者血压均得到改善，且与对照组患者进行比较，观察组患者SBP与DBP改善效果明显更优(P<0.05)；在治疗
过程中，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概率差异较小(P>0.05)。结论 硝苯地平与天麻钩藤汤联合应用于老年高血压患者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有效控制了患
者血压，相较于单药治疗未明显增加不良反应，值得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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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Nifedipine Combined with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LIU Fang*, WANG Guang-mi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Zhe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Zhengzhou 451162,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icacy of nifedipine combined with gastrodia gouteng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89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from April 2020 to April 2021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nifedipine, on this bas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ianma 
Guteng Decoction. The effecy, blood pressure of both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different regimen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curative effect (P<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lood pressure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lood pressure in both groups was improv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SBP and DBP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0.05).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obability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small (P>0.05). Conclusion Nifedipine combined with Tianma Gouteng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n achieve good results, can help patients effectively control blood pressure, and less 
adverse reactions, has a high clinical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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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的心血管疾病，指的是体循环动脉血压增
高的状态，其发病通常与环境、遗传、年龄以及饮食等因素有一
定关联，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该疾病通常体现出以下症状：心
悸、头晕头痛等，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心肾功能损伤，对其日常生
活及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2]。临床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
治疗以降压药为主，如硝苯地平，其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及周围小
动脉的作用，能够促进外周血管阻力改善，从而使得血压下降。
然而，单独使用西药治疗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患者长期
用药会增加不良反应出现的风险以及患者的依从性，进而影响到
治疗效果，针对此情况，临床提出对老年高血压患者采用中医药
结合治疗的方案，即在采用西药降压的基础上给予天麻钩藤汤治
疗，来促进症状减轻，使血压回归到稳定状态[3-4]。鉴于此，本研
究将89例于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到院就诊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纳入研究，旨在分析硝苯地平与天麻钩藤汤联用对老年高血压的
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到我院就诊的89例高
血压老年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对照组44例，其
中男/女例数为27/17例，年龄51~76岁，均值为(63.50±12.50)
岁；病程2~11年，均值为(6.50±4.50)年。观察组45例，男/女例
数为27/18例，年龄最大者52~75岁，均值为(63.50±11.50)岁；

病程1~12年，均值为(6.50±5.50)年。两组患者性别、病程、年
龄等资料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符合《高血压基层诊疗指南(实践版·2019)》[5]

中关于高血压疾病诊断标准，临床可见头晕、头痛，经诊断为高
血压；年龄超过50岁；本人或家属签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对研究药物存在过敏史；合并较为严重的肝、肾、肺等器官
功能障碍；存在恶性肿瘤的患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且病情严重
未受控制；合并认知功能障碍或精神疾病，无法配合本次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硝苯地平(上海信宜天平药业生产，批号：
H31021222，规格：10mg/s)进行治疗，剂量为10mg/次，3次/d，
连续治疗2周。
　　观察组在对照组用药方案之上，给予天麻钩藤汤进行联合
治疗，其药方组成为：钩藤12g、夜交藤12g、天麻9g、益母草
9g、山栀子6g、桑寄生12g、黄芪9g、石决明30g、杜仲10g、川
牛膝12g、朱茯神12g，将上述药材用水煎服，2次/剂，1剂/d，
连续治疗2周。
1.3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疗效，显效：在治疗结束后，患者头
晕等各项临床症状得到显著缓解，血压恢复至正常水平；有效：
在治疗结束后，患者头晕等各项临床症状有所缓解，舒张压经治
疗下降不足10mmHg，且未恢复至正常水平；无效：在治疗结束
后，头晕等临床症状未见缓解甚至加重，血压水平较治疗前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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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改善，甚至有疾病加重的趋势。治疗总有效率=(显效+有效)/

总例数×100%。(2)对比两组在接受不同方案后的血压情况，指标
主要为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等。(3)对比两组用药过程中的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主要包括恶心呕吐、低血压、心慌等。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选用SPSS 21.0软件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χ- ±s)表示，两组间的对比用t来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
示，比较用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方案治疗所获疗效的对比  较对照组而
言，观察组患者所获疗效明显更高，组间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周围小动脉扩张，外周血管阻力减轻，从而使得血压下降[8-9]。
然而，高血压患者为保持血压稳定需长期服药，而长时间使用西
药会增加不良反应出现的风险，且对患者造成心理压力，为此，
临床提出了中西药结合治疗的方案[10]。在我国传统中医学当中，
高血压被归属于“头风”、“眩晕”等范畴，并认为其出现是由
于患者饮食不律、劳欲过度而导致的肝阴损伤，治疗时当以清火
熄风、平肝潜阳为主。本研究所用天麻钩藤汤药方当中，天麻、
钩藤、石决明等药具有平肝熄风的作用；黄芪、栀子等药具有清
肝泻火的作用；益母草具有活血利水的作用；川牛膝引血下行，
与杜仲、桑寄生搭配使用，能够发挥补益肝肾的作用；夜交藤、
茯神等药具有养血安神的作用，将上述药材配伍使用，共起平肝
潜阳、滋补肝肾的作用，能够有效控制患者血压，帮助其缓解头
晕、目眩等症状[11-12]。
　　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患者进行比较，观察组治疗
后所获疗效明显更高，SBP与DBP改善效果明显更优(P<0.05)；
在 治 疗 过 程 中 ， 两 组 患 者 出 现 不 良 反 应 的 概 率 差 异 不 显 著
(P>0.05)。进行分析可知，硝苯地平为短效制剂，患者在服用后
能够迅速扩张血管，从而缓解其高血压状态，但药效不够持久，
长期服用后，患者容易出现低血压等不良反应，无法较好的维持
患者血压的稳定，天麻钩藤汤则发挥了中药功效，从根本上对血
压进行控制，药方当中以天麻、钩藤作为君药，主要发挥平肝熄
风的作用，再将黄芪、栀子、石决明等药搭配使用，共起平肝潜
阳、滋补肝肾的作用，而根据现代药理学显示，天麻当中的天麻
素具有增强人体动脉血管顺应性及扩张动脉血管管径的作用，能
够缓解高血压患者外周血管的阻力，提高血流速度，从而起到降
低血压的效果，而钩藤当中的主要成分为钩藤碱则能够改善人体
血流动力学，提高治疗效果，因此，对老年高血压患者在使用硝
苯地平的基础上加用天麻钩藤汤治疗可以有效维持血压稳定，大
大提高治疗有效率，且不良反应较少，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对老年高血压患者使用硝苯地平联合天麻钩藤汤
治疗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能够帮助患者有效控制血压，且不良
反应较少，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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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血压情况的对比  治疗前，两组血压差
异不显著，组间对比无统计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压均
下降，且与对照组患者进行比较，观察组患者SBP与DBP水平明
显更优，组间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情况的对比  在治疗
过程中，两组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差异相当，组间对比不具意义
(P>0.05)，见表3。

3  讨   论
　　高血压作为临床常见疾病，高发于老年人群体当中，且随着
我国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老年群体高血压患病人数逐年递增。高
血压具有病程长等特点，临床尚未明确其发病机制，患者发病后
若一直处于高血压状态，会对其脑功能及脏器造成极大的损害，
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6-7]。临床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以西
药为主，如硝苯地平，其具有生效快、效果好等有限，能够抑制
Ca2+的内流，使得血管平滑肌松弛下来，进而使得冠状动脉得
到扩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由此增加，同时，该药物还可以使得

表3 两组现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低血压        恶心呕吐     心慌   不良反应

对照组  44         2(4.55%)      1(2.27%) 0(0.00%)   3(6.82%)

观察组  45         0(0.00%)      0(0.00%) 2(4.44%)   2(4.44%)

χ2                4.656             2.296 4.541   0.533

P                0.031             0.130 0.033   0.465

表2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血压情况的对比[mmHg]

组别       例数
              SBP                                      DBP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4    170.97±12.59    144.38±10.86*   105.29±9.37  94.18±7.27*

观察组     45    168.78±12.67    126.54±10.73*   104.75±9.41  84.04±8.56*

t       0.818                    7.795             0.271                 6.017

P       0.416                    0.000             0.787                 0.000
注：*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1 两组患者接受治疗所获效果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4       19(43.18%) 15(34.09%)     10(22.73%)        34(77.27%)

观察组 45        24(53.33%) 19(42.22%)     2(4.44%)             43(95.56%)

χ2              2.063 1.401        14.248                  14.248

P              0.151 0.237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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