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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促血管新生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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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缺血性疾病的 发病 率越来越 高 ， 尤其是心 肌梗死 等血 管系 统疾 病 ， 已 成为 人 类死亡 的 重要原 因 之
一

。

治疗性血 管新生正逐渐成为 该领域 的研究热点 ，大量研究表明 ，
某些 中药提取物及其活性成分 和 中 药的 成方制剂 在诱导 血管

新生方 面具有很好的 疗效 。 为进
一

步研究 中药在 血管新生 中的 促进作用 ，将近几年 国内 外的 文献进行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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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新生是指 在 原有血管基础 上 通过血管 内 性血管新生药物正在成为 研究热点 。

皮细胞增殖
、
游走

、 芽 生 、
血 管 分裂 及 分 支 而 形成

，

新的毛细血管 网
， 使 其功能 与 局部 的 需要 相 适应

的生物学过 程
⋯

。 血管新生 多 见于病理 状 态 下 ， 麝香保心 丸 麝香保心丸是 由 人参 、 麝香
、
冰

如在肿瘤生长 、糖尿病视 网 膜病变 中 ，这种病理性 片等七味 中药配伍组成 具有芳香温通 、益气通心之

血管新生就需 要进行 抑 制 。 但 是 ，
如 果 由 于某些 功效 ， 临床上用 于治疗心肌缺血引起的心绞 痛 、

胸闷

原 因而使器官 、 组织 陷人缺血状态 ，
那么 在治 疗上 及心肌梗塞等 。 王 大 英等

⑴
通过建立 心肌梗死 大

就需要促进血 管新生 ，
通常 见 于组 织损伤 的 修 复 鼠模型证实麝香保心丸能促进心肌梗死大 鼠冠状动

过程 中 ， 如缺血性疾病 、炎 症 反应 、伤 口 愈合 等
⑴

。 脉侧支的血管生成 ， 建立侧支循环 增加缺血心肌血

因 此
，通过某种外 源 干预或药物 等手段促 进或抑 管密度 ，促进缺血心肌 区域新 生血管的形成 。 汪姗

制 血管新生而开展的 治疗性 血管新生 已 经成 为 缺 姗等
⑷
对培养 的人脐静脉 内皮 细胞 （ 研究

血性疾病 和 肿瘤等疾 病 的 治 疗新 策 略 。 目 前 ， 治
中发现 麝香保心丸能 明显促进 内 皮细 胞生长 因子

疗性血管新生对于缺血性疾 病方 面 的研究 备受关
（ 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 （ 的 表

注
，其研究 热点是 如 何促进 缺血部位 的新 生血 管 达

， 增加在培养上清 液中 的含量 ，
同时还能促进内 皮

形成 ，
以改善局 部 的血供 情况 。 虽然 很多 生 长 因

细胞增殖 、迁移并形成管腔结构 ，
其促血管生成作用

子 ，
如 喊性成纤维 细胞生成 因 子 、 血管 内 皮 细 胞

，
机制与使 内 皮 细 胞表达并释放促 血管生长 因子有

〒《床 ±用于 治疗缺 性 疾病 ’ 关 。 麝香保心 丸不仅能扩张冠状动脉 ，保护 内 皮 细

并没有达到 预 期 目 标 ，
因此 寻 找疗效 可靠 的 治 胞 还能促进心肌缺血区域的血管新生 ， 实现药物性

心脏
“

自 身搭桥
”

，
全面改善心脏功能 ，

从根本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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蚣 、赤芍等组成的 治疗冠心病的 复方制 剂 。 王文建 调
，且与正常组及 假手术组 比 较有显 著性 差异 （

等
⋯
通过鸡胚尿囊膜模型 发现通心络可 剂 量依 赖 ，

芪丹 液大 剂 量组 、 蛋 白 表达

性的促血管新生 。 杨业新等 通过 实验证实 ， 通心 在 和 均高 于模 型组 （ 。 得 出 结

络能够促进局灶性脑缺血大 鼠梗死灶边缘 表 论
：
芪丹液能够 持续 上调促血 管新生 因 子 、

达增高从而保护脑血管 内皮细胞 ，
促毛细血管生成 ，

基因 与蛋 白 的 表达
，
提高缺血 心肌的 毛 细血

最终达到保护脑功能的作用 。 通心络可明显抑制 老 管密度 ，促进心肌侧枝循环 的形成 ， 从 而保护受损

年性痴呆 （ 模 型 脑 皮 层微 血 管周 围 、 的心肌和 心脏功能 。

、 等炎性因子 的表达 ，增加脑皮层微血管 温 阳 益 心 方 冯玲等 利 用鸡 胚尿囊膜模

数 目 ， 增加 血浆一氧 化氮 （ 含量
，
减 少脑皮 层 型 （ ，

以 作 为 阳 性对照药 ，
研究温 阳益

蛋 白 表达 ， 保护脑 皮层微血 管结 构 与 功能 完 心方 （ 生晒参 ，桂枝 薤 白 清夏

整 。 高怀林等
⑺
研究发现 ， 通心络结合干细 胞移植 赤芍 等 ） 的促血 管新生 作 用 ，结 果表明 大 、小

具有协 同促进作用 ，
能促进新生血管 、改善下肢供血 剂量 的温 阳益 心 方均 能使 的 血 管数 目 显著

和加快伤 口愈合 ，
是一种安全 、

有 效的中 西医结合治 增多
，
且与对照组相 比有显 著性差异 （

疗糖尿病足的新方法 。 由此证明 其改善心肌缺血的 作用机制之
一 可能 为

天 香 丹 在通 补开 泄理论 指导下所 研制 的 促进缺 血周 围 的 血管 生 成 ， 发 展新 的 侧枝 循 环 。

天香丹方治疗胸痹 取得 了 较好疗 效 ， 其机制 可能 同 时 ，
他们又 采 用 大 鼠心肌梗 死模 型 证实 温 阳益

是通过升高
一氧化 氮合 酶 （ 催化生成 通 心方能剂量依赖性地减 少心肌梗 死 面积 ，

且能显

过 的作用舒张 血管 ，
增加血 流 ，保 护血 管 内 皮 著增加梗死边缘 区 细胞的数量 、

梗死边缘 区

功能 ，促进 内 皮细胞分泌血管活 性物 质 ， 参与 体 内 的 血管面 密 度 ， 与 模 型 组相 比有统计 学意义 （

的正常生理活 动 ，诸如维持血管 的舒 张功 能 、参与 。 因此 ， 温 阳益心方有促进心肌 缺血 区血 管

血管新生等过程 ， 并 可 能通过 上调 的表 生成的作 用 ，并通过此作用 保护缺 血心肌 ，
从而 减

达
，
升高 促使 内 皮 细胞迁 移 、 增生

，
增 加血 少心肌梗死面积 】

。

管的通透性 ， 加 速血 流 ， 防 治血栓 形成 ；
同 时在生 养心 通脉 方 养心通脉方 （ 是根据秦伯

物 因子 的 相互 作用下 ， 使 内 皮细胞 增殖 、 迁 移 、分 未先生
“

扶养心气 ， 和通血脉
”

之法制定 的治疗胸痹

化以及 毛细血管化 ，
发生血管新 生 ， 而且可 以 重 塑 心痛的 有效名 方 ， 由 人参 、

丹参 、枳实 、
泽泻

、桂枝等

受损 的血 管 ， 使其 扩展 、 延 长
， 恢 复血 供

⋯
。 安冬 组成 对缺血性心脏病 、高脂血症 、

动脉粥样硬化

青等
⋯
通过观 察 例冠心病 稳定 型 心绞 痛 患 者 等均具有显 著 的临 床疗效

’

。 养 心通脉有效部

治疗 前 、后血清 、
、 含 量 的变 化发现 ， 位方 （ 是从 原方综合提取出 的人参皂苷

治疗后天香丹组血清 、 和 含量较治 等 个成分 通过前期系 列实验所确定 的
“

最佳有

疗前均有显著升高 （ 这表 明天香丹 可 以 效成分部位方
”

。 通过观察药物作 用 后
，
鸡胚

促进缺血 心肌 组织 分 泌 与 释 放血 管新 生 相关 因 绒毛尿囊膜 模型 （ 的血管形态学和新生血管

子 ， 保护血管 内皮 细胞 功能 ， 舒张 血管 ， 增加 冠脉 计数的 变化 ，
以 探讨 促进 血管新生 、治疗心肌

血流 ， 可能参与 和 调节血管新生 ，

一起 形成冠脉侧 缺血 的作用机 制 。 实验结果表明 ， 组 和

枝循环 ，
以满 足机体对氧 的 需求 ，

改 善心肌缺氧状 组与 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 均 ，
表明

态
，
这一作用可 能是其 治 疗稳 定性心 绞痛 的 机理 与 和

—样有促血 管新生作用 ，
且

之一 。 作用与 作用相 当 ， 优于 。 因此 ，

】

复 方 芪 丹 注射 液 复方芪丹 注 射液 主要 由 和 都具有 明显 的促血管生成作用 ，提示益气活

黄芪 、丹参等六味 益气活 血 中药组成 ， 用于治疗心 血法有促血管新生作用 。

肌梗死所引起 的心肌缺血 。 殷惠军等
°

利用大 鼠 芎 芍胶囊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芎芍胶

冠状动脉结扎 造急性 心 肌梗 死 （ 模 型 ，
通过 囊具有扩张冠状动脉 、促血管新生 、改善心肌缺血缺

评价缺血心肌微血 管密度 （ 、促血 管新生相 氧 、抑制血小板 聚集及平滑肌细胞增殖 、防治血管闭

关因 子的表达等指 标来探 讨芪丹液保护心肌和 心 塞或狭 窄 、 降血脂 、抗脂质过氧化及保护血管 内皮细

脏功能 的机制 。 实验结果显 示 ，模 型组 较对 胞功能等作用 。 张洪为 等 通过 以人脐静脉内 皮

照组显著增加 （
， 芪丹液大 剂 量组无论 细胞为研究对象 ， 以 、诱导 型一氧化氮合酶 （

、 ， 其 均 高于模型 组 （
尸

、
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 为靶点探讨芎芍

和 后 ， 模 型组 、 蛋 白 表 达 均上 胶囊促血管新生 的 机制 。 实验 结果表 明 ， 芎芍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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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组可显著提高细胞培养上清液 中 的 含量 药理活性成分 ，
至今 已经有 多种成分被鉴定 ， 包

，
提示该 药物通 过 途径在促 血管新 括人参皂苷 、

、 、
、 、 、 、

、

生 中发挥着作用 。
、 、

等
， 其 中 是 含量最 大且 活性最强

的成分 。 早期研究表 明 ，
人参皂苷 是稳 定 的

中药提取物和活性成分的促血管新生研 究
肚山

促血管生成的活性 成分 ，可 促进人脐静脉 内 皮 细胞

红景天 红景天是景 天科红景天属 的多年生 增殖 、迁 移 及管 腔形 成
⋯

。 另 有实 验证 明 ， 用

草本植物或亚灌木野生植物 ，其有效成分 为多元酚 作 用 后的 的 蛋 白 表达量 与对照

和黄酮类化合物 ，具有抗氧化作用 ，对心脑血管系统 组相 比 有 显 著 升 高 （ ， 通 过 检 测 在

的保护 具有 良 好 的 效果 。 张 玉 英等 通过 建 立 抑 制 剂 、 抑 制 剂

已 经证实红景 天水煎物具有促进血管新生 的 作 用后 的 的 和

作用 。 研究表明
，
红景天 促血管新生 的作 用 与 的 表 达 量 ， 来 进

一 步 研 究 和

和 的表达有 关 。 丨 和 分别 为 在 诱导 表达中的作用 ， 与对照

和血管 生成素 的 受 体 ，
冠状 血管生 成是 组相 比 处 理组作 用 后 表 达量下 调

和 共表达的协同过程 ，在 存在的 ，完 全阻碍 了 的活 化与 的磷酸化 ；

条件下
， 作为激动 剂诱导新血管 生成 。 李 与人参皂苷 丨 处理组相比 ，

人参皂苷 处

剑等 对心肌梗死大 鼠心肌梗死区边缘 的 和 理组 显著磷酸化 （ 而 处理

的表达情况进行免疫组化检测 ，结果表明 红景 组 却没有变化 ， 因此 ， 人参皂苷 通过

天组较其余组 的 和 的 表达 面积 有所增 活化 信号通路和抑制 信号通路

力口 ，具有显著性差异 （ 。 的受体调控 来诱导心血管生成 。 黄春亚等
”

通过胞外基质植

是红景天作用 的重要靶点 ，起 到促血管新生 、
保护心 人大鼠体内实验证实人参皂苷 具 有促血管新生

功能的作用 。 和组织再 生 的 作用 。 人 参皂苷 还 可 显 著提 高

三 七 三七 为活 血化瘀药的代表 在心脑血管 的 活性从而扩张血管 、降低心 电 图 中 波 的波

系统
、血液系统 、神经系统方面都有显著的疗效 。 三 动频率

“

。

七总皂苷 （ 为 其主要的 药理活性成分 ， 含量 可 柴 胡 皂苷 柴胡 在药典 和传统 中药理论 中用

达 。 洪佳思等 研究证实 可剂量依 赖性 于治疗发热 、头痛 以及炎症 引起 的感 冒 ，
其提取物主

的增强 增殖 、迁移及管腔形 成 ； 作用于 要用于肝癌 、 闭 经 等症 。 柴胡 皂苷

体外斑马 鱼胚胎使 其节 间血管数显著增多 ，通过激 是从柴胡根中提取出 来 的 活性成分 ， 在创伤愈合

活 和 两条 通路 达到 促 和 局部缺血疾病方面具有 良好的治疗效果 。 其促血

血管新生作用 。 张金生等 实验研 究表 明 ， 可 管新生可能与诱导 内皮细胞增 殖 、迁 移以 及体 外管

显著提高心肌梗死 大 鼠心肌细 胞 、 蛋 白 腔形 成有 关 。 细 胞 迁 移 的 机制 可 能 是通 过 诱 导

表达
，
促进缺血心肌的血管新生 ，

从而达到保护心肌 酶 的活性和基 因 的表达
， 而激 活 信号

缺血性损伤 的作用 。 通路可诱导 蛋 白 表达从而促进 血管

丹参 丹参是传统的活血散瘀类 中草药 ， 临 床 生成 。

上广泛用于 治疗心肌梗死 、痛 风等疾病 。

研究证 实丹参可提高急性心肌梗死大 鼠非缺血部位

的 的表达量 ， 促进非缺血部位心 肌血 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与西药不同 ，
其能够 同 时

管生成 ，从而来调节 由 于心 肌梗死造成的 受损 的 心 作用于疾病发生 的 不同 环节 ，通过 多途径
、
多环节 、

肌功能 。 丹参通过提高 心肌梗死大鼠心肌抗氧化酶 多靶点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疾病的进程 。 中药在促血

和抑制脂基过 氧化来有效减 少多 种抗 氧化 自 由 基 管新生的研究方面已 开始起步 ，其 中对心血管 系统

团 ，从而达到保护心脏的 作 用 。 丹参酮 为 丹参 疾病的研究较多 。 伴随血管新生分子生物机制研究

的脂溶 性单体 成分 ，现有研究 证实其 （ 的深人 ， 为缺血性疾病治疗带来 了新 的希望 。

可有效促进鸡胚尿囊膜的血管新生 。 中药复方本身有着无可替代 的优势 ， 组方配伍

人参皂苷 人参 已被广 泛使用上千余年 ， 是著 的理论是 中医学的精髓 ， 如何整合 中药复方优势 ， 通

名 的传统中药 ，其在心脑血管 、
内分泌及免疫 系统疾 过简单 、操作性强 、

易 于重复 、
普遍公认的方法

，
在 已

病 的治疗 中具有显著效果 ， 现 已被收录于 多个 国外 知疗效确凿的有效方剂 间 筛选并优化组合 ，研究 出

药典
， 例如欧洲 、 美 国 。 人参皂苷是 人参主要 的 整体疗效突 出 、血管新 生效 果明 显 的 中 药 复方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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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 这也将成为临床 用药在治疗性血管新生领域 尹卫 东 杨保堂 张善春 等 诱 发糖 塚病树料 致 新西 兰兔 动

脉粥样硬化作用 中 国动脉硬化杂志

射
： 山 田

一

进处 口
施新 猷 现代 医学 实验 动物学 北 京 ： 人 民 军 医 出 社 ’

血管新生 已 向 人们展不 出无 限的 应用潜能 ，
虽

然有许多 问题 尚 待解决 ，但与传统 的治疗方法相 比 ， 李 医明 蒋 山好 朱 大元 等 玄参 属 植物化学 成分与药 理活

该手段有着无法 比拟的 优越性 。 今后 ， 采用更 为优 性研究进展 〗 中 草药

化的 基因转染 、基因修饰 、蛋 白质重组 以及细胞因子 马宏 秀 ，张治样 黄芪的药理 研究进 展 陕 西中 医学 院学

的联合运用等治疗 手段 将会 为血管新生带来 更加
张洪 为 ，李代渝 ， 占 天明 ，等 一氧化 瓿的 生理学 及 对输 血的

麵 巾 血紘讓则眞

综上所述 ， 中药在促进血管新生方 面 的研究 已 张玉英 李 剑 范维琥 等 红景 天 与绛 香对 心肌梗 死大 鼠

略见成效
，
对 于 中药 与 治疗性血管新生 旳研究也 日 血管抑素和 内皮抑素表 达的影响 中 西 医结合心 脑血管

趋细致深人 。 单味药物 虽可起到
一

定作用 ，但复方 杂志

中药通常效果更佳 ，其机制研究 尚待深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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