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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某些 中草药对血管内皮功能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

但组成中草药的成分较 多
,

它对内皮功能的保护作

用十分复杂
,

许 多机制仍有待研究
。

应用 中草药有效成分治疗疾病 已成为现代 中医药发展的趋向
,

对 中草药

有效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

本文综述 了近年讨中药有效成分主要包括生物碱类
、

黄酮类
、

皂

普类保护内皮功能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概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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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血管内皮细胞 遍布人体全身血管
,

据估

计成人全身血管约有
’

个内皮细胞
,

其表面

积可能超过 衬
。

自从生理学家 于 年首

次提出内皮这一概念后
,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血管

内皮不仅是血液与组织之间物质交换选择性通透屏

障
,

而且还具有 自分泌和旁分泌功能
,

能调节血管的

舒缩
、

调控血管平滑肌的生长和增殖
、

调控凝血和纤

溶之间的平衡
、

防止有害脂蛋 白浸润及氧化 自由基

损伤
。

内皮功能障碍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基

础
,

也和呼吸
、

生殖
、

神经内分泌
、

肿瘤
、

风湿性疾病

等有密切的关系
。

许多中草药对内皮功能具有显著

的保护作用
,

但组成中药的成分较多
,

它对内皮功能

的保护作用十分的复杂
,

许多机制仍有待研究
。

现

将几种常用中药有效成分保护内皮功能及其作用机

制的研究概况简介如下
。

生物碱类

甲基莲心碱 甲基莲心碱是从睡莲科植物成

熟种子的绿色胚芽中提取出的一种双节基异咬琳类

生物碱
,

近年研究证明甲基莲心碱在体内外明显抑

制多种诱聚剂诱导 的血小板 聚集
,

其机制与抑制

 生成
、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分泌 及

增加血小板环磷酸腺昔 含量有关
’ 。

苦参碱 苦参碱是豆科植物苦参的主要有效

成分
,

林供生等〔〕通过研究川芍嗦
、

苦参碱对肿瘤

细胞与内皮细胞私附及赫附因子表达和内皮细胞通

透性的影响发现川芍嗦
、

苦参碱对肿瘤细胞与内皮

细胞的赫附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并可明显抑制
、

勃附因子的表达
,

还能降低内皮细胞通透性
,

保护内皮细胞的完整性
。

乌头类生物碱 文献报道 , 」附子中的乌头

类生物碱具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

为 内皮衍生的

主要血管舒张因子
,

它能激活腺昔 酸环化酶升高
〕

而介导平滑肌舒张
、

抑制血小板聚集
,

有明显

的扩张血管作用
。

最新研究结果 〔’〕表明新乌头碱

增加内皮细胞
十

内流
、

活化大鼠主动脉内皮细胞

一氧化氮合成酶  
,

从而起到松弛血管 的作用
。

川芍漆 川芍嗦是从中药川芍总生物碱中分

离得到的一种有效成分
,

以往 的实验证 明川芍嗓能

明显降低体外培养的 在缺氧后上清液中  

含量
,

其通过 间接抗氧化作用
,

减轻氧 自由基对

飞 的 损伤
。

张 志 琳等 〕采用 新生 儿脐静脉

体外原代培养方法
,

用放免法和化学法检测培

养液中的内皮素 和 的含量
,

结果在缺氧环

境 中 培养上清液中 和 含量明显下降

尸
,

加人不同浓度川芍嗓后可使 和

含量升高
,

尤 以 明显
。

结果表明川芍嗓能减轻

缺氧所产生的氧 自由基对细胞的损伤
,

保护血管内

皮细胞正常的自分泌功能
。

作者简介 施利兴
一 ,

男
,

主管药师
,

黄酮类

银杏总黄酮 银杏 总黄酮为银杏 叶提取物

沁 的主要成分
,

广泛应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疾

病的治疗
。

杨志玲
、

伍建红
一

〕将 例心绞痛患者分

为两组 治疗组 组
,

例 和对照组 组
,

例
。

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各组患者治疗前和

治疗 年后脓动脉反应性 及充血时颈总动脉内径
,

结果 组颈总 动脉舒张程度
士

 与

组
士 之间 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

。

结论

表明 对肚动脉反应性充血所致的血管舒张功

能具有保护作用
,

有保护 的功能
。

银杏总黄



 !∀ 〔  〔

 
‘

酮昔则能通过对抗氧 自由基 及阻抑过氧化

脂质的产生而发挥其保护 内皮细胞的作用
吕一

。

耿

秀芳等
”

用银杏叶的乙醇  提取液 总黄酮含

量 群 给大鼠腹腔注射 甸 日 了 体重
,

取颈静脉血
,

测试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

活性

及 含量变化
,

结果银杏叶总黄酮体内实验对血

管紧张素转化酶无抑制作用 尸  对 有明

显抑制作用 尸 表明银杏叶总黄酮对缩血

管物质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山检叶总黄 酮 氧化低密度脂 蛋 白

在 的损伤中是一个关键的成分
,

溶血磷

脂酞胆碱 是
一

致动脉粥样硬化

的重要脂质成分
。

发生过程中血浆 水平 显

著上升
,

研究认为
一

对 的损伤归因于

〕的增加
,

这一重要脂质在 发展 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 〔’。
,

” 。

叶希韵
,

王耀发
” 〕通过对山檀叶

总黄酮的研究
,

表明其能通过抗氧化途径对 与

黄嘿吟和黄膘吟氧化酶所致  、 的氧化损伤起保

护作用
。

黄茂黄酮 吴大正等〔”〕将新生牛主动脉分离

获得单个内皮细胞培养于微孔滤膜上直至形成致密

单层
。

通过灌流含 岁 白蛋白的 液后
,

测定

经低渗溶液处理 将
一

溶液中含的 血清

改成 血清 或经低渗溶液加
一 “

梦 黄茂总黄

酮或
一 “

群 黄茂毛蕊异黄酮处理的液体滤过系

数
、

液体滤过流量 和蛋 白质渗透压反射系

数 。
。

内皮单层经低渗溶液处理后
,

和
、

降

低
,
。 升高 而总黄酮和毛蕊异黄酮能抑制因低渗造

成的 和 的降低及 升高
。

形态学分析表明总

黄酮
、

毛蕊异黄酮能够抑制因低渗造成细胞肿胀和

细胞间距离的增宽
。

结果表明低渗能够引起血管内

皮单层通透性的增加
,

而黄茂黄酮能够减轻低渗造

成的内皮单层通透性的增加
。

葛根素 是葛根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
,

石瑞丽

等
一

’ ,

通过实验研究葛根素表明其至少部分通过抑

制
一 的表达而实现缺血条件下对

,
的

显著保护作用
,

该研究进一步 阐明了葛根素对内皮

细胞保护作用 的机制
。

皂普类

三七总皂普 尹小川等
’

一

观察了中药田七的

主要药用成分三七总皂昔对培养的猪主动脉内皮细

胞分泌一氧化氮以及形态学的影响
。

猪主动脉在三

七总皂昔的条件培养液中培养 后
,

条件液中的

一氧化氮含量 由对照组 上升到  

尸
。

表明了三七总皂昔能明显增加培

养中的猪主动脉内皮细胞分泌一氧化氮
,

结果表明

其对内皮细胞的生长有维持和保护作用
。

汪坚敏

等
·
‘〕观察三七总皂昔 血塞通 对冠心病不稳定性

心绞痛患者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

结果显示血塞通

通过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

扩张血管从而有效缓解不

稳定性心绞痛临床症状
。

另有文献报道
’ 〕三七皂

昔的活血化痪作用的机制与其对 缺氧损伤的

保护作用有关
,

三七皂昔
、 、

是其血管内

皮保护作用的主要效应成分
。

绞股蓝总皂普 绞股蓝总皂昔是葫芦科植物

绞股蓝的有效成分
。

何耕兴等〔’‘〕通过将绞股蓝总

皂昔加人到
一

培养液中
,

培养牛血管内皮细

胞
,

测定细胞外
、

内液中经脯氨酸的含量
。

观察表明

绞股兰总皂昔能提高牛血管内皮细胞内外液中的经

脯氨酸的含量
。

因为血管壁损伤
,

暴露的胶原纤维

与血浆物质接触
,

会引起血小板
、

凝血因子等一系列

生化反应
,

羚脯氨酸对维持胶原或胶原纤维的结构

起着重要的作用
,

其含量的增加反应了绞股兰总皂

昔有保护血管内皮的完整性
,

阻止血管内壁凝血与

血栓的形成
,

对防治 的衰老是有利的
。

人参皂普 据报道 歌’ 」人参皂昔可保护电解法

引起的兔主动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

对培养的内皮

细胞有防止脂质过 氧化损伤的作用
。」

。

李志 刚

等 通过以体外培养牛主动脉内皮细胞为模型
,

结

果表明人参皂昔 能抑制
一

诱导的

凋亡
,

其作用机制可能 与上调内皮细胞 的  水

平
,

减轻细胞的脂质过氧化损伤有关
。

黄茂皂普 石富胜等 〕将 例烧伤患者随

机分成烧伤对照组
、

黄蔑皂背治疗组
,

并以 名健

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
,

分别于治疗前 入院后

立即采血
、

伤后
、 、 、

取静脉血测定循环内

皮细胞
、 、 、

乳酸脱氢酶
、

谷丙转氨酶
。

结果显

示
,

两组患者所测指标皆明显高于健康人组 尸

,

治疗组用药期间各指标值明显低于烧伤对

照组 尸
,

 
。

临床研究表明黄蔑皂昔对烧伤患

者
,
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

首藉皂普 刘凯和余书勤〔’ 丁研究了首蓓皂昔

对培养的内皮细胞释放 的影响
。

实验分为正常

对照组和首偕皂昔处理
、 、

组
。

测定各组 内

皮细胞释放 的水平
。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
,

首猎皂昔处理
、

2h

、

4h 各组 N O 的释放均显著增

加
,

表明首信皂昔能促使内皮细胞释放 NO
,

保护内

皮细胞的正常功能
。

4 其它类

4
.
1 香豆素类 韩兴梅〔24

一

的研究证明 6
,

7 二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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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基香豆素有抗内毒素诱导 的急性肾功能衰竭的作

用
,

作用机制主要通过 防止氧自由基的生成和清除

氧自由基
,

促使 VECs 释放 NO 和 PGI
Z。

4

.

2 木质素类 五味子素是传统中药五味子 的有

效成分
,

包括 8 种联苯环辛烯类木质素
,

药理实验表

明五味子素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

不但可高效清除

经基 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
,

还可有效保护内

皮细胞膜免受自由基损伤
。

历史悠久
、

光辉灿烂的中国医药学发展到 20 世

纪末
,

在继承传统
、

推陈出新的原则下已经形成 了一

套现代化的诊疗和研究体系
。

这些从中草药中分离

出的对内皮功能有显著保护作用的有效成分
,

必将

成为治疗内皮功能障碍的重要工具
。

探索中药有效

成分对内皮功能的干预作用也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

课题
,

将为中医药的发展开拓出新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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