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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镇肝降逆汤治疗中风后呃逆4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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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病例选择 

   48例均为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患者，并均经西医临床及头颅CT或MRI明确诊断。中医诊断符合 

1986年6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与卫生部中医急症中风病协作组修定《中风病中医诊断标准》中关于中

风病急性期的诊断；此外参考199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编委会主编刮临床中医

内科学》中关于呃逆证的诊断：1)大多突然起病。2)具有气逆上冲，喉间呃呃连声，声短而频。3)病

人不能自制。4)伴胃脘不适、口中异样感觉等脾胃病症状。具备第2)、3)两条，参考第1)、4)两条，

即可以确立呃逆证的诊断。 

   48例患者既往均无胃病史。经用西药解痉剂、镇静剂或针刺疗法等，呃逆无改善者列为总结病

例。 

1.2一般资料     

48例中，男34例，女14例；年龄55—76岁，平均67岁。中风后出现呃逆的时间为2—5天，平均 

3．3天。属风火上扰清窍证21例，痰热腑卖讽痰上扰证19例，痰热内闭清窍证8例。脑梗塞28例，脑

出血20例。并发肺部感染8例，消化道出血5例。既往有高血压病史42例，脑梗塞史8例，冠心病史5

例。有烟酒多年嗜好者27例。 

1．3  临床表现 

   中风后呃逆，以喉间呃声、声短而频、病人不能自制、半身不遂、大便秘结、舌质暗红、舌苔黄

腻、脉弦滑为主要临床表现。 

2  治疗方法 

2．1  西药基础治疗 

   脱水降颅压，保护脑细胞，维持电解质平衡，预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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