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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极拳作为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代表,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辨证理念为核心思

想,集怡养性情、强身健体等多功能为一体,运动强度适中,能降低血压、血脂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水

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应促进中华传统体育与现代康复技

术融合,发展中国特色康复医学。太极拳在心血管疾病康复治疗过程中疗效显著,患者依从性较高。本文

主要论述了太极拳在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心肌梗死、高血压病康复方面的作用效果,并对其进行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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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jiqua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on-drug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akes Taiji and 

Yin-Ya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hilosophy as the core 

idea, and integrates multi-functions such as nourishing the tempera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body, with 

moderate exercise intensity, which can reduce the level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such as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lipid.The "Opin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ports and modern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promo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promoted. 

Tai Chi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pati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mplianc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aijiquan on the rehabilitation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ronic heart insufficiency,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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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ocardial infarction; Hypertension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

的主要原因[1],《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8》中推算中国心血管疾病患者约有

2.9亿[2],给我国带来了沉重的社会和经

济负担。心脏康复是针对心血管疾病患

者的一项包括健康教育、医疗评价、纠

正心血管风险因素、运动处方及压力管

理等综合的长期干预计划[3],对心血管

疾病的防治有着重要作用。在《冠心病

康复与二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中提出

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运动处方为重中

之重[4]。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以运动疗法

为核心的心脏康复在心脏疾病的预防、

症状改善及预后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合理的运动处方是现代心血管疾病康复

训练的主要方向[5]。运动训练可以降低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风险,减少焦虑和抑

郁症状,并能降低死亡率[6]。 

太极拳作为非药物疗法的代表,以

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辨

证理念为核心思想,集怡养性情、强身健

体等多功能为一体,是一种内外兼修、柔

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传统拳术。

其通过肢体运动、呼吸吐纳和精神调节

相结合的方法,达到增强体质、延年益寿

的目的[7],在心血管疾病防治尤其是心

脏康复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

用。本文列举并综述太极拳在冠心病、

慢性心功能不全、心肌梗死、高血压病

患者康复方面的循证依据,为太极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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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心脏康复运动的发展提供思路。 

1 冠心病 

郑景启等在研究中观察太极拳对24

名出院后老年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患者的

康复训练效果,患者每天练习一次太极

拳,连续观察3个月之后患者舒张压降

低、1分钟储备心率得到改善,研究证明在

心脏康复中加入太极拳的练习有效[8]。刘

亮通过对108例冠心病患者(观察组和对

照组各54例)研究,探讨太极拳联合运动

康复训练对老年冠心病的疗效以及病人

不良心理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

治疗后观察组硝酸甘油用量及心绞痛发

作频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SAS(焦虑自

评量表)及SD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亦均

优于对照组,SAQ(西雅图心绞痛量表)评

分明显提高,太极拳联合运动康复训练

治疗老年冠心病的临床疗效明显,能够

显著改善病人焦虑、抑郁的不良心理,

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9]。伍永慧等将120

例伴焦虑、抑郁的冠心病病人随机分为

对照组、太极拳组、八段锦组、太极拳

组、太极拳+八段锦组各30例,比较太极

拳和八段锦改善冠心病病人焦虑、抑郁

情绪的效果,经过三个月的观察发现太

极拳和八段锦能有效改善冠心病病人焦

虑,然而两者之间区别并不明显[10]。Lan

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对20例冠状动脉搭

桥术后患者进行了研究,其中9名患者进

行太极拳练习,11名患者进行类似强度

的家庭自我调节运动,结果表明进行一

年的太极拳的练习的患者心肺功能有了

明显的提高[11]。 

2 慢性心功能不全 

慢性心功能不全可继发于各种结构

性心脏疾病的每一个阶段,因此心功能

的改善需要长期的治疗和维护。早期治

疗认为,慢性心功能不全的患者需要减

少运动量,减轻心脏负荷和机体需求。近

来研究发现,适当强度的运动康复可以

提高心力衰竭患者的运动耐力。魏洪悦

等在一项关于太极拳对心力衰竭患者作

用效果的系统评价中发现：太极拳能够

改善慢性心功能患者生活质量和生理功

能；太极拳组患者6分钟步行试验距离更

长,活动耐量提高；明尼苏达生活量表积

分降低,生活质量提高；且增加了患者心

脏射血能力,提高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

的左室射血分数[12]。魏棣在研究中收治

了70例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随机分为

运动组(40例)与对照组(30例),运动组

每日练习一次二十四式简化式太极拳,

对照组仅以常规药物治疗。治疗三个月

之后运动组患者的心脏射血分数较对照

组显著提高,说明在改善心功能方面确

有疗效,为简化太极拳治疗慢性心功能

不全提供了基础[13]。 

3 心肌梗死 

急性心肌梗死通过经皮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PCI)术后能够再灌注缺血心

肌,恢复存活心肌功能,然而成功的PCI

术后仍可发生心室重构,影响患者心功

能,如何改善这一情况并提高患者生存

质量一直是困扰临床医生的问题。刘静

为探讨太极为核心的运动方案对急性

心肌梗死介入治疗术后病人心脏康复

的效果,通过40例观察组和40例常规运

动护理的患者的对比,发现观察组干预

后6周、12周两组的6分钟步行距离、脑

尿钠肽(Pro-BNP)浓度及左室射血分数

较观察组有显著改善,且SF-36(生活质

量)量表在机体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

痛、总体健康等8个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因此证明以太极为核心

的运动康复方案能明显改善急性心肌梗

死介入治疗术后病人的心功能及生活

质量,提高心脏康复的效果[14]。丁发明

等在研究中同样证实太极拳联合常规

运动能够降低Pro-BNP浓度并改善生存

质量[15]。王学坤等在研究中发现坚持太

极拳练习在3个月和6个月时患者的生存

质量和Pro-BNP浓度均有明显改善[16]。

Nery等在一项单盲随机对照试验中发

现太极拳康复对心肌梗死后峰值摄氧

量产生了影响,试验组通过每周3次的

太极拳训练,对照组通过常规练习,12

周后发现治疗组的峰值摄氧量较基线

提高14%,对照组下降5%,提示太极拳运

动对心肌梗死患者心肌摄氧量有显著

影响[17]。Channer等的研究表明太极拳

能够改善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流动力学,

降低心率及血压[18]。 

4 高血压病 

高血压病主要通过药物进行治疗,

患者通常需要终生服药,这会给患者带

来经济负担和身心压力,容易降低依从

性。目前有研究表明太极拳可以对血压

的控制产生一定的作用。杨莹骊等在一

项太极拳对冠心病患者血压的影响的系

统评价和Meta分析中研究发现,太极拳

能够减低冠心病患者运动后即刻血压,

静息收缩压有下降趋势,能够显著降低

静息舒张压[19]。孙峰等在90例高血压病

老年患者中研究发现试验组在经过8周

的太极拳与健康教育之后收缩压、舒张

压均低于对照组,且干预后的试验组焦

虑自评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20]。研

究证明,习练太极拳对于高血压的控制

有一定的帮助,可以缓解病情及患者的

心理压力。 

5 结束语 

心血管疾病的康复治疗是一项需要

长期维持的艰巨任务,而早期通过运动

疗法进行心脏康复能够促进心血管疾病

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运动能力的恢复,

提高患者自信心,帮助患者实现自我管

理,减少再次住院的几率。太极拳心脏康

复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是以中

医的阴阳、脏腑、气血、经络等理论为

基础,以养精、练气、调神 为运动的基

本特点,强调调身、调息、调心的练习,[8]

体现了天人合一、动静结合、刚柔相济

的原则,能够改善人体气血,锻炼机体功

能。在调身方面,通过拉伸肌群、肌腱、

韧带的作用,提高柔韧性,增加了肌肉的

耐受性,改善循环。在调息方面,太极拳

锻炼过程要求吸气深长有力、呼气均匀

缓慢,通过延长通气时间增加肺泡弥散,

腹式呼吸的同时还增强了膈肌力量,缓

解肋间肌肉疲劳,改善呼吸功能。在调心

方面,经常练习太极拳能够增加心率储

备,降低静息心率,改善心率变异性
[21-22]。三调合一,身心共养,对维护健康

具有重要作用[23]。由于患者的依从性较

高,因而太极拳在心血管疾病康复领域

有着巨大的潜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指出针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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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病等疾病制定推广一批中医康

复方案,推动研发一批中医康复器具。

从而促进中医药、中华传统体育与现代

康复技术融合,发展中国特色康复医学
[24]。《“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

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提高中医

药服务能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治未病

服务[25]。但目前临床上仍缺乏太极拳在

心血管领域的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试

验研究,国内已开展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尚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者采用的太极

拳习练套路和运动处方各不相同、研究

者采用的观察指标及量表主观定性指标

为主,偏差较大。因此大规模开展太极拳

在心血管疾病康复及临床治疗方面仍面

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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