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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研究进展

施利兴
’ ,

�习 政
�
��

�

广东省潮州市中心医院
,

潮州 � �  �� � �� 苏州长征
一
欣凯制药有限公司

,

苏州 �巧 �� ��

摘 要 血管 内皮功能失调与心血管系统等多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有密切关系
,

研究药物对 内皮功 能的保

护作用 受到广泛重视
。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部分中药保护血管内皮功 能
、

防止或减轻 内皮功 能失调作 用的研

究概况
。

关键词 中药 � 血管 � 内皮功能 � 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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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细胞具有机械屏障
、

物质转运
、

自分

泌
、

旁分泌等多重功能
,

在创伤修复
、

血管生 成
、

止

血
、

血栓形成
、

出血性疾病
、

动脉粥样硬化
、

糖尿病等

一系列生理和病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血管内皮

功能失调与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关系密

切
。

研究表明
,

高血压
、

高血脂
、

高血糖
、

缺氧
、

衰老
、

吸烟等许多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

都会使血管内皮

细胞受损
,

引起内皮功能障碍
。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

中药对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

防止和减轻疾病发生发

展过程中所存在 的血管内皮功能失调有显著作用
。

现简介近年有关中药保护血管内皮功能作用的研究

状况
。

� 活血化癖药

活血化疲类中药在临床上很常用
,

对许多心血

管疾病均有明显的防治效果
。

活血化痪药的作用机

制与其抗氧化
、

抗豁附
、

调节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等有

密
一

切关系
。

�
�

� 丹参 朱雄翔等
一

’

在实验 中发现
,

早期烧伤

血清调理 的中性粒细胞 ���  �可 以产生大量 的氧

自由基 ���� �造成血管内皮细胞 �� � � �损伤
。

而

丹参能抑制 �� � 的氧化活性
,

抑制 ��� 的产生而

发挥保护 � � � 的作用 此外
,

冠心病中 � � � 的损

伤大部分是由于脂质过氧化反应引起的
,

丹参对过

氧化氢
一 亚铁离子体系产生的羚 自由基和黄嘿吟氧

化酶体系产 生的 ��� 有明显 的清除作用 � 丹参酮

�� 磺酸钠可清除邻苯三酚体系在碱性条件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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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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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

从而减轻 � � � 的损伤
。

另外 � ��� 等
�

在

研究 中显示丹参中的丹参酸 �� �� �� �和水
一 乙醇萃

取液 ���� �有显著的抗炎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厂

以 ��� � 或 ��  预处理的人主动脉 � � � 可以显著抑

制由肿瘤坏 死因子诱导产生 的血管赫附分子
一 �

�� �  !
一 �� 的出现

,

从而降低白细胞的私附力
。

�
�

� 川芍 少��芍所含有效成分 四 甲基毗嗦可明显

抑制 � �� 导致的肌细胞内脂质过氧化作用
,

从 而抵

制缺氧时脂质过氧化对细胞膜及细胞器的损伤
,

发

挥保护 �� � 的作用 豹’ 王少媛等
�

在研究 中发现

川芍嗓可使急性肺心病病人的 � � ��冯维勒布兰德

因子
,

第三 因子 � 下降
,

� 一 酮 一
前列腺素 �� � �� �

�� �� 一 ���� � �明显升高
,

表明川芍嗓有保护 � � � 的

作用
,

同时增加人血管内皮细胞 �� � 的合成及分泌
_

此外
,

川芍嗓还具有抗血小板聚集
、

降低血豁度
、

改

善微循环作用
,

对闭塞性动脉硬化症 v EC 损伤患者

具有很好的治疗和保护作用
。

阮秋蓉
’〕

等观察到

川芍嗓能通过抑制血管内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
-

1(PAI
一
l) 表达来阻滞血栓的形成

1
.
3 红花 作为常用活血化癖中药之一

,

红花用

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已有数 千年的历史 其主要成

分红花 昔
、

红 花素
、

黄花素
、

总黄酮 等可通过抑制

TX A :合成酶的活性
,

使 TX A
:
的生成减少

,

使 PG 内

过氧化物较多地蓄积
,

于是通过 PGI
:
合成酶转变成

6 一
k et

。 一 P G FI 。
增多

,

改善微循环
6·

7

1

.

4 水蛙 李凤文
8
等从体内血管内皮细胞 人

手
,

观察其与血液流变的关 系
,

并探讨了水蛙
、

丹参

及其复方对活体血疲大 鼠 VE C 损伤的保护作用
-

结果表明
:
水蛙

、

丹参及其复方具有稳定血管壁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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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 c 损伤
,

而达到保护 vE c 的作用
。

其疗效程度
,

单味水蛙和丹参优于复方
,

水蛙保护 V E C 的作用起

效早于丹参
。

1

.

5 姜黄 姜黄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姜黄素(cu rc
u-

m in )对内皮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

其机制可能通过

抑制细胞间赫附分子
一 l ( IC A M 一 1 )

,

v c A M
一 l

,

P

一 选择素(P
一 S

el ec ti n) 的表达而降低 TNF
一 。 和凝

血酶诱导的内皮细胞与淋巴细胞的豁附力
。

除 自由基及降血脂作用 ;党参
、

芍药
、

鹿茸
、

补骨脂
、

麦冬等能扩张冠状血管或外周血管
,

使血流量增加;

灵芝
、

麦冬
、

冬虫夏草等具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

其作

用机制与改善 V EC 功能有某种程度上的关系
。

2 补益药

补益药是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之不足
、

增强机能
、

提高抗病能力
、

消除虚弱证候的药物
,

其主要作用为

增强心肌收缩力
、

扩张血管
、

改善微循环
、

降压
、

抗心

律失常
、

抗心肌缺血
、

抗动脉粥样硬化等
。

现代药理

学研究表明
,

补益药对内皮功能也有多方面的作用
。

2

.

1 当归 王保华等
·

9 ‘
通过实验证实

,

高脂血清

明显损伤内皮细胞的超微结构
,

细胞膜表面有孔隙
,

微绒毛僵直断裂
,

分布不规则
。

高脂血清使细胞表

面 IC A M 一 1 的表达明显增高
,

细胞培养液中 N O 的

分泌量明显降低
。

而当归可以逆转高脂血清的这种

作用
,

使细胞表面 IC A M
一 l 的表达降低

,

而细胞培

养液中一氧化氮(N O )的含量明显增高
。

因而证明

当归具有对抗由高脂血清所致的内皮细胞损伤的作

用
。

另外
,

当归具有抗氧化和 自由基清除作用
,

对血

管壁而言
,

具有保护其内膜不受损伤的功效
。

当归

所含的维生素 C
、

维生素 E 等亦具有抗氧化
、

保护

VEC 的作用
。

2

.

2 黄茂 黄茂是常用补气药之一
,

其所含成分黄

茂多糖可增强 V E C 与白细胞 的勃附
,

并对 IL 一 1
、

T N F
一 a 促进内皮细胞与白细胞私附有协同增强作

用
,

提示黄蔑多糖通过增强淋巴细胞与血管内皮细

胞私附
,

促进淋巴细胞穿越内皮细胞进行细胞再循

环
,

黄茂多糖又可增强淋巴细胞和 PM N 与 v Ec 豁

附
,

促使白细胞渗出
,

促进局部炎症反应
。

故黄茂多

糖促进 VE C 与白细胞豁附
,

是其增强机能机制的另

一方面作用 101
。

2

.

3 淫洋蓉 近年来
,

对淫洋蕾中有效成分总黄酮

(T FE )对心血管作用的研究报道较多
。

内皮素是一

种对血管平滑肌有强烈收缩作用的多肤类物质
,

其

缩血管作用较血管紧张素 n 强 10 倍
,

并且内皮素缩

血管作用不被各种神经递质及激素受体拮抗剂所抑

制仁” 〕
。

有实验说明 TFE 大剂量组对 ET 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

从而保护了 v E c
’2 〕

。

另有研究表明人参皂昔 Rb 十 R O 可通 过降低
M DA 含量

,

提高 so D 活性来保护 v E Cs
” 飞
作用 ;女

贞子
、

肉从蓉
、

何首乌等有显著的抗氧化作用
,

能消

3 其它

3
.
1 茶叶 从绿茶 叶中提取的的多元酚类物质及

其衍生物(茶多酚
、

儿茶素等)具有抗氧化
、

清除自

由基
、

抑制脂质过氧化物等作用
,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

损害
二

王云开
’4 〕等利用体外培养的猪主动脉 v Ec

的实验模型研究茶色素 (TP )
、

左旋精氨酶 (L
-

Arg )
、

N O 合酶抑制剂 L 一 N A M E 对 V E C 增殖 及分

泌 N O
、

内皮素(ET )的干预作用
。

制备 3
一
6 代猪主

动脉 V EC 的单细胞悬液
,

茶色素分低
、

中
、

高剂量三

组
,

培养 1
、

3

、

s d 后分别进行细胞计数
,

培养 48h 后

测培养液中的 NO 及 ET 含量
。

结果
,

茶色素低
、

中
、

高剂量三个组分别与对照组相 比
,

N O 升高
,

E T 降

低
,

并与剂量相关
。

3

.

2 银杏叶 银杏叶提取物 (Egb) 对轻度修饰低

密度脂蛋 白(M M
一 L D

L) 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 U V E C )与人类单核细胞 系 U937 豁附功能有抑

制作用
,

刘春华
‘’〕等以计数法观察 H uv Ec 与 u937

细胞的豁附力
,

并检测 M M 一
L D L 作用后 H U V E C 血

管细胞乳附分子
一 l

、

细胞间勃附分子
一 1 及 P 选择

素的表达
二

结果证实 M M 一
L D L ( 7 5 卜群m 1

)
)作用

H U V E C 4 h 后
,

其对 U937 细胞私附减弱
,

从而保护

了 H U V E C
,

减少 M M
一 L D L 对其活化

,

有利于延缓

动脉粥样硬化(A S) 早期进展
。

3

.

3 葛根 肖礼祖等
’6

采用不同压力条件体外培

养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
,

观察葛根中有效成分葛

根素(pue ra ri n) 对内皮细胞产生 N O 和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ACE )活性 的影响
。

与大气压对照组相 比
,

中压力对照组的 N O 和 AC E 均增加
,

而高压力对照

组中 NO 含量显著减少
,

A C E 活性则明显增加 ;加葛

根素干预后
,

中压力组中葛根素 n 与对照组 比较
,

N O 明显增加
,

A C E 活性明显下降
,

差异均有显著性

意义(尸 < 0
.
05 ) ;高压力组 中葛根素 I 和 H 与对照

组 比较
,

N O 明显增加
,

A C E 则显 著下降
。

结论表

明
,

中压力促使 VE C 产生 N O 和 A C E 增加
,

高压力

使 v Ec 产生 N O 减少
,

A C E 活性增加 ;葛根素能对

抗高压引起 V EC 的不 良作用
。

3

.

4 大黄 大黄是常用的消导药之一
,

除有很强的

峻下作用外
,

亦能显著降低血 中 LD L
一 C

、

T G

,

同时

升高 H DI
二 一

C
,

调节血脂代谢
,

减轻 V EC 的损伤;同

时
,

大黄也可通过抑制血浆纤维结合蛋白
、

纤溶酶原

活性抑制因子的产生及减 少抗凝血酶 m 的消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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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凝血 与纤溶间的 平衡
,

达到保护 V EC 的功

能
’7

3

.

5 纹股兰 黄红林等
’8 〕研究发现

,

内毒素可促

进牛主动脉内皮细胞
C 一

sis 基因表达
,

明显降低内

皮细胞培养液 中 N O 含量
,

刺激平滑肌细胞增 殖

绞股兰总皂昔对 内毒素 LPs 诱导的内皮细胞
C 一

sis

基因表达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

并能对抗 O FR 诱导的

V EC 损伤
,

保护内皮细胞释放 N O 的能力
,

抑制 LPS

和 OF R 通过 VE C 介导的平滑肌细胞增殖
。

3

.

6 厚朴 C hen 等
、

‘9

在早期研究中显示厚朴酚

是从一种中药中分离的一种强抗氧化剂
。

以预处理

的人主动脉 V EC 可以显著抑制 由 TNF 导产生的

IC A M 一 1 的出现
,

从而降低白细胞 的勃附
。

这些结

果显示厚朴酚有抗炎作用并且在预防动脉硬化和血

管内炎性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

3

.

7 山检 山植 中的有效成分 山碴总黄酮 (棚皮

素
、

卢丁
、

芹菜昔等)通过其抗氧化作用
,

减弱氧化

型低密度脂蛋 白(ox
一 L D L ) 对 内皮细胞 的毒性;通

过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
,

调节内皮功能
,

增强内皮细

胞对有害因素的抵抗力和耐受性
,

有效地保护内皮

细胞免受 ox
一
L D L 的损伤

,

从而降低动脉粥样硬化

发生的危险性
,

起到预防 A s 发生发展的作用
20)。

3

.

8 穿心 莲 甲基莲心碱(N ef )为睡莲科植物穿

心莲的有效成分
,

近年研究证明 N ef 在体内外明显

抑制多种诱聚剂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

其机理与抑制

TXA :生成
,

促使血管内皮细胞合成和分泌 PGI
:
及

增加血小板
cA M P 含量有关〔川

。

3

.

9 三七 汪坚敏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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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显示血塞通能通过改善血管内皮功功能
、

扩

张血管从而有效缓解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痛临床症

状
。

除了上述常用单味中药受到医学界关注外
,

一

些复方中药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

如
:
血府逐疲汤

、

首乌延寿丹
、

心脉神 口服液
、

复圣散
、

肤泰宝
、

通脉化

栓胶囊
、

降脂通脉方等中药复方已经过实验研究
,

并

证实其作用机制与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也有密切关

系
。

由于中药对血管内皮功能影响的研究起步 比较

迟
,

有些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不是很成熟
,

作为新的医

学研究领域之一
,

中药防治血管内皮功能失调 的研

究将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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