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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认为，心肌缺血是由心脏的血液灌注减

少，导致心脏的供氧减少，心肌能量代谢不正常，不

能支持心脏正常工作的一种病理状态[1]。临床数据显

示，引起心肌缺血最主要、最常见的病是冠心病，心

肌缺血是冠心病最基本的病理生理过程。目前，心肌

缺血疾病的治疗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药物治疗，其中，

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及治疗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笔者以部分常用中药为例，对近年来抗心肌缺血

的几种主要的单味药及成分和方剂做一个综述。
1 单味药及其成分方面研究

研究表明，许多中药含有的皂苷、黄酮、生物碱

等化合物具有较好的抗心肌缺血的药理活性，这些成

分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来达到保护心肌的功能，对

研究和开发抗心肌缺血的中药具有广阔的前景[2~3]。
1.1 皂苷类

1.1.1 人参皂苷 研究发现，人参皂苷 Rg1 可促进

大鼠急性缺血心肌血管再生，对急性心肌缺血大鼠具

有保护作用。一方面，人参皂苷 Rg1 可促进大鼠急

性心肌缺血模型心肌的血管生成，其分子机制可能是

通 过 激 活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VEGF)作 用 于 VEGFR1、
VEGFR2，通过 Akt 及一氧化氮(NO)信号转导通路而

实现；另一方面，人参皂苷 Rg1 可增加大鼠血清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 Px)
的活力，降低丙二醛(MDA)的含量，通过抗氧化作用

而发挥对缺血心肌的保护作用[4]。
1.1.2 绞股蓝总苷 绞股蓝总苷能显著提高心肌

GSH- Px 活性，使 GSH- Px/MDA 比值显著升高，机

体抗氧化能力有所提高，使产生的氧自由基得到及时

的清除，可阻止脂质过氧化反应，使心肌 MDA 含量

降低，心肌细胞线粒体膜流动性维持正常状态，心肌

超微结构明显得到保护[5]。
1.1.3 蒺藜皂苷 研究资料表明，蒺藜皂苷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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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心功能，降低心脏灌流液中 MDA、肌酸激酶同

工酶(CK- MB)含量，升高 SOD 水平，提高受损细胞

存活率，降低细胞凋亡百分率，降低细胞内钙超载，

通过激活 PKCε- ERK1/2 信号传导通路而抑制心肌细

胞凋亡，从而发挥对心肌缺血的保护作用[6]。
1.2 黄酮类

1.2.1 淡竹叶黄酮 邵莹等[7]研究发现，淡竹叶黄酮

50 mg/kg、100 mg/kg 可抑制大鼠心肌中乳酸脱氢酶

(LDH)及肌酸激酶(CK)的漏出，降低血清和心肌组织

中 LDH 与 CK 活性，降低 MDA 含量，提高 SOD、
GSH- Px 和 NO 浓 度。100 mg/kg 可 抑 制 核 因 子

- κB(NF- κB)和肿瘤坏死因子 - α(TNF- α)蛋白的表

达，下调 caspase- 3 蛋白表达，表明淡竹叶黄酮对

心肌缺血 / 再灌注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提示其作

用机制可能与抗自由基、抑制炎症反应和减少细胞凋

亡有关。
1.2.2 黄芩总黄酮 研究发现，黄芩总黄酮对心肌

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可减轻缺血再灌注诱

导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降低血清中 LDH、MDA、
过氧化物酶(MPO)，提高血清中 SOD 含量，增加心

肌中 LDH、CK 含量。提示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抗氧

化、减少心肌酶的输出，下调 Bax 蛋白表达和上调

Bcl- 2 蛋白表达，提高 Bcl- 2/Bax 比值有一定关系[8~9]。
1.3 生物碱类

1.3.1 延胡索生物碱 Han Y等[10]发现，延胡索乙

素(L- THP)能激活 PI3K/Akt/eNOS/NO 的途径与低氧

诱导因子 - 1α(HIF- 1α)和 VEGF 的表达增加，抑制诱

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心肌细胞中的产生，通过

此 效 应 可 能 降 低 炎 性 细 胞 因 子 ， 包 括 TNF- α 和

MPO 的积累，并减少细胞凋亡的程度，从而有助于

延胡索乙素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对心脏的保护。
1.3.2 川芎嗪 （tetramethylpyrazine，TMP） 生物碱

氧自由基聚集和中性粒细胞活化可以调节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血红素加氧酶 - 1(HO- 1)及催化血红素分

解的产物具有抗氧化作用，其诱导产生的一氧化碳

(CO)可调节免疫反应并抑制细胞凋亡，HO- 1 的表达

可以抑制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细胞坏死，可以在

保护组织的氧化损伤中发挥作用。Chen SY 等[11]预

先给予 TMP 后结扎冠脉 45 min，再剪断结扎线灌注

1 h，心肌梗死面积显著减少，并诱导了缺血心肌

HO- 1 的表达。提示 TMP 可能通过诱导 HO- 1 产生

抗氧化活性以及抑制中性粒细胞的活化而发挥作用。
1.3.3 苦参碱 内源性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抑制

剂———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ADMA)是心血管疾病

(CVD)以及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能浓度依赖性

地减少内皮细胞 NO 的合成和抑制乙酰胆碱诱导的血

管紧张反应。研究表明，苦参碱能够通过调节 eNOS
和 ADMA 通路来实现对异丙肾上腺素(ISO)诱导的心

肌缺血大鼠心脏的保护作用[12]。
1.4 酚酸类

1.4.1 丹酚酸 B 研究发现，丹参的不同提取物具

有抗氧化、抗炎、扩血管、抑制凋亡、保护心肌细胞

等作用[13~14]。丹酚酸 B 能减少心肌组织和血浆中内皮

素(ET)的含量，提高一氧化氮合成酶(NOS)的活性，

增加 VEGF、NO 的释放，促进心肌缺血后大鼠缺血

心肌血管新生，通过调节 ET/NO 系统的平衡，维持

冠脉血管张力，改善心肌能量代谢障碍而实现改善

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 [15~16]。与此同时，

代谢组学研究表明，丹酚酸 B 能通过降低环磷酸腺

苷(cAMP)和 Ca2+ 浓度、抑制蛋白激酶 A(PKA)的活

性发挥对心肌缺血的保护作用[17]。
1.4.2 芝麻酚 Vennila Lakshmanan 等[18]研究发现，

芝 麻 酚 能 够 提 高 SOD、 过 氧 化 氢 酶 (CAT)、
GSH- Px、血清谷胱甘肽巯基转移酶(GST)和 GR 的

活力，改善由 ISO 诱导产生的大鼠心脏谷丙转氨酶

(ALT)、谷草转氨酶(AST)、LDH、CK、CK- MB 与血

浆中心肌肌钙蛋白 T(cTnT)和 cTnI 的水平升高使其趋

于正常水平，且 50 mg/kg 剂量下效果较明显。
1.5 糖苷类

1.5.1 红景天苷 孔智红等[19]研究发现，红景天苷可

使 ISO 诱导的心肌缺血大鼠心电图 ST 段偏移的幅度

明显下降，可降低血清 LDH、CK的水平，还可降低

血浆 MDA 含量并增加血浆 SOD 的活性，表明红景

天苷对实验性心肌缺血损伤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机

制可能与降低心肌缺血大鼠的 LDH、CK、MDA 和

升高心肌缺血大鼠的 SOD 有关。
1.5.2 天麻素 天麻素是天麻的有效成分之一，可

增加外周和冠状动脉血流量。研究发现，天麻素预处

理后能降低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时心律失常发生

率，改善心肌组织形态学的损伤性变化，提高心肌

SOD 含量，降低 LDH、CK和 MDA 含量，并对非选

择性阳离子通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大鼠心肌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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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再灌注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20]。
2 方剂类治疗研究

2.1 补阳还五汤 补阳还五汤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

功效，是治疗气虚血瘀证的代表方剂，广泛运用于气

虚血瘀型冠心病心绞痛的治疗，疗效确凿。研究表

明，补阳还五汤能降低血清中 LDH 和 CK水平，有

效抑制急性心肌缺血大鼠 ST 段抬高、改善冠脉循

环，对急性心肌缺血模型大鼠具有保护作用，其作用

机制可能与增加冠脉流量，减小冠脉阻力、提高血液

供应有关[21]。
2.2 丹参饮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丹参饮具有抗心

肌纤维化，保护心肌细胞，保护心脏超微结构，保

护冠状动脉内皮细胞，影响冠脉血流量及阻力等作

用[22]。罗千古等[23]研究发现，丹参饮能够提高心肌缺

血模型小鼠血清 NO 含量，降低血清 ET- 1 含量，恢

复 NO/ET- 1 平衡，表明丹参饮对心肌缺氧、缺血具

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理可能与增加血清中 NO 含

量、降低 ET- 1 含量，恢复 NO/ET- 1 的平衡有关。
2.3 二参汤 二参汤是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的经验

方，由党参、丹参等药组成。研究发现，二参汤对

ISO 诱导的大鼠心肌缺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作用

机制为：二参汤通过调节前列腺素 I2(PGI2)/ 血栓素 A2

(TXA2)的平衡，从而抑制血管内皮炎症性改变，保护

血管内皮功能，发挥抗心肌缺血作用，通过调节

Bcl- 2 mRNA/BAX mRNA 的平衡，调整细胞凋亡基

因平衡，抑制过度凋亡保护心肌细胞，起到抗心肌缺

血作用[24]。
2.4 桂枝汤 焦宏等[25]研究发现，桂枝汤具有升高

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 C)及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 C)的作

用，可以改善心肌缺血大鼠左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

可减轻高脂血症大鼠心肌组织形态学结构的异常改

变，表明桂枝汤对缺血受损心肌具有保护作用，其作

用与改善高脂血症大鼠脂代谢紊乱有关。
2.5 桃核承气汤 周雅萍等[26]采用大鼠舌下静脉注

射垂体后叶素造成急性心肌缺血模型，观察各给药组

注射垂体后叶素后不同时间点Ⅱ导联心电图 ST 段变

化值(△ST 值)以及 LDH、CK、SOD 活性和 MDA 含

量的变化，结果发现桃核承气汤能明显对抗垂体后叶

素引起的急性心肌缺血的心电图变化，提高血清

SOD 活性、降低 MDA 含量，表明桃核承气汤具有

显著对抗垂体后叶素致大鼠急性心肌缺血的作用。
2.6 四逆汤 研究表明，四逆汤能有效抑制 ISO 诱

导的大鼠心肌纤维化，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Smad2 和

上调 Smad7 的表达有关[27]；可明显改善垂体后叶素

和注射 ISO 方法制备的大鼠心肌缺血模型缺血性心

电图中 ST 段偏移的幅度，且高剂量组可显著降低血

清 AST、LDH、CPK和 MDA 的活性，同时可提高血

清 SOD 的活性，证实四逆汤对实验性心肌缺血具有

保护作用[28]。
3 展望

目前，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药治疗缺血性心肌

病的机制已经深入到细胞、分子水平，检测指标、动

物模型已逐步得到完善和成熟。中药保护心肌缺血损

伤的作用机制不是单纯的一味或几味药物功能的叠

加，而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过程，主要机制包括：

改善血液流变学、降低心肌耗氧、清除氧自由基、抑

制钙超载、抑制细胞凋亡、抗炎调节血清中炎性因子

的含量、调节 NO/ET- 1 的比值、促血管生成等方

面；动物模型上，常用的复制心肌缺血动物模型方法

有冠状动脉结扎法、堵塞冠状动脉法、冠脉外慢性收

缩法、冠脉内慢性狭窄法、冠脉缩窄法、ISO 和脑垂

体后叶素诱导等方法，成功制备心肌缺血动物模型对

抗心肌缺血新药的开发和心肌缺血病理生理研究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检测指标上，根据不同的研究机

制，检测不同的指标，通常检测一些生化指标，如

LDH、CK、SOD、AST、CPK、MPO 活性、MDA
含量、TXA2/PGI2 和 NO/ET- 1 的比值与水平、观察

心电图 ST 段变化值(△ST 值)等来反映心肌缺血损伤

的程度和治疗效果；药物治疗研究上，中药治疗心肌

缺血的药物主要有单味药和方剂，与西药相比，中药

复方成分复杂，其发挥疗效往往通过多成分、多环

节、多靶点的整合作用，治疗心肌缺血疾病具有疗效

好、活性强、副作用低等特点，有着广阔的应用前

景，期待更多的关于中药抗心肌缺血药物的研究，为

抗心肌缺血新药的开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

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的途径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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