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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蒲黄通过调整脂质代谢
、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

抗血小板聚集与抗血栓形成3个途径
,

具有

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

临床研究发现蒲黄用于治疗与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某些疾病有一定疗效
。

蒲黄别名蒲棒花粉
、

蒲草黄
,

为香蒲科植物水烛香蒲
、

东方蒲或其同属植物的花粉
,

生

于池沼
,

水边及浅沼泽 中
,

广布于全国南北各地
,

资源丰富
。

中医用作化潦止血
,

血脂是浊

质
,
而来源于精微

。

中医认为
:

高脂血症属于
“
痰湿

” 、 “
浊邪

”
范畴

。

盖大生胃主纳
,

脾

主运
,

如外嗜肥甘
、

血失畅行
,

导致气滞血痕
。

在动脉内膜形成粥样硬化 ( 简 称A S )
。

现

代医学研究证实A S主要与以下 3方面因素有关
:

a) 动脉内皮细胞损伤 ; b )脂质代谢异常 , c)

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
。

由于内皮细胞损伤
,

脂质浸润
,

沉积于动脉壁
,

形成动 脉 粥 样 硬

化斑
,

在A S斑上常有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
。

临床与实验研究证实
,

蒲黄通过整调a) b) c)

的作用而具有抗A S的作用
。

1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的作用

1
.

1保护动脉壁细胞的作甩
:
内皮细胞(简称E C )是抗A S的保护屏障

。

细菌
、

病毒
、

L D L
、

血管活性物质
、

血管紧张素等长期反复作用
,

都足 以损伤内膜或引起功能变化
,

从而使脂质

沉积血小板粘附聚集
,

形成粥样硬化
。

E C分泌的前列环素 (简称PG I :
) 有强烈的 抗血小板

聚集和扩张血管作用〔1一 3〕
。

损伤是导致A S的始动因素
。

K a di h及W at a h a d e 相 继 证 明
:

体外培养血管内皮细胞
,

融合生长成单层后
,

加入含纤维蛋白的凝胶6 h
,

即可见到明显的形

态变化
。

用体外载片培养血管内皮细胞进一步观察纤维蛋白对内皮细胞的损伤并比较蒲黄各S

单体对 E C的损伤和保护作用
。

用扫描电镜观察蒲黄各单体组
,

在所有标本中
,

E C变 形与脱

落者均占少数
,

多数细胞形态完整与正常对照组细胞相同
,

排列规则
,

无论 是倒置相差显微

镜下或扫描电镜下所见情况一致
、

实验表明蒲黄能减轻纤维蛋 白对 E C 的损伤
,

达到 防 治 A

的作用〔们
。

蒲黄有刺激培养的猪主动脉E C产生 PG I
:

的作用〔4〕
。

蒲黄对血清也显示有 保护高

脂血清作用下培养的大鼠E C合成 P G I :的功能〔5〕,

达到抗脂质沉积
,

血小板粘附聚集
,

形成

粥样硬化的作用
。

另黄氏等用1 %纤维蛋 白琼脂薄膜覆盖于融合成片培养的单层E C上
,

(传

代培养的牛
,

人主动脉和原代培养的人脐静脉 E C )
,

部分出现收缩移动和细胞间隙增宽
,

随

后大多数 E C脱落
,

少数聚集成团
,

而加喂蒲黄的兔血清预防组
,

大部分形态基本正常
,

提示

蒲黄能减轻纤维蛋白凝块对 E C的损伤作用〔
“〕

。

另将蒲黄中的2 种组分
,

观察其对培养的猪主

动脉E C产生组织型血浆素原 (tP A )
,

增强纤维活性
,

防止附壁血栓的形 成〔
峨〕

。

1
.

2 保护动脉平滑肌细胞的作用
:

近年来研究动脉 平 滑 肌 细 胞 (SM C ) 增 殖 是 A S 关

键〔卜 3〕
。

用蒲黄喂饲的兔血清加入到高脂血清培养的 SM C培养液中
,

结果显示蒲 黄有抑 制

高脂血清刺激 SM C增殖的作用〔
, 〕

。

2 调整脂质代谢的作用

A S的发生与脂质代谢关系密切
。

高密度脂蛋白 (H D L ) 含蛋白多
,

H D L可将 胆 固醇

送到肝脏分解
,

抑制细胞摄入 L D L 和抑制平滑肌细胞增生
,

从而抑制A S的形成
。

大量的临

床资料证实
:

中药蒲黄有较好的降低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醋等的作用〔“一 1“〕
。

中药对 脂质代

谢及抗A S作用机理研究表 明
,

其作用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

a) 促进脂质排泄
; b )抑制脂质吸

收 ; c) 抑制脂质在体内吸收 , d )促进转运和清除
。

一
.

A d d r e s ,
Y a o Z h i m i n g

,

T h e A ff ila te d H o sPi ta l o f C h e n g d u C o lle g e o f T C M
,

C h e n g d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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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验证实
:

蒲黄通过 以上 4种作用达到降低胆固醇
、

L D L
、

V L D L
,

升 高H D L
,

从而防止A S的形成
。

将蒲黄喂饲高脂血症动物
,

能防止血清胆固醇水平增高
。

主 要 是通过

促进胆固醇的排泄
。

减少胆固醇和脂肪酸在体内的生物合成
,

抑制肠道吸收胆固醇
,

同时又

能增加喂饲高脂血症动脉的粪便胆固醇
,

促进转运和清除
,

从而达到降脂效果〔1 3〕
。

据报道

蒲黄有升高H D L 一C
,

降低 L D L 一C / H D L 一C 的比值作用〔“一 1 2〕,

从而具有抗A S的作用}
。

临床

研究对脂蛋 白亚组分及载脂蛋 白在A S发病中的作用较为重视
,

认为 H D L
:

是 H D L 抗A S的

主要成分
。

蒲黄可能与影响胆固醇等脂质代谢有关
。

将蒲黄油
、

蒲黄残渣
、

蒲黄花粉分别喂饲食饵性高脂胆固醇症家兔
。

结果表明
,

蒲黄花粉

降血脂效果最为明显
。

给饲以高脂饲料的家兔各巧只分别喂用蒲黄花粉 ( 8 9但 )
,

15 只加

蒲黄油 (0
.

5 3 9 / d )
,

15 只加蒲黄残渣 (。
.

7 35 9 / d )
,

采用醋酸醉一硫酸快速测定法 测 家兔

血清胆固醇
。

于实验前
,

实验饲料后第2
、

4 、 6周各测一次
。

同时给饲以高脂饲料的大兔
。

9

周后改用普食加蒲黄花粉 16 9 /只
·

d
,

同样采用醋酸醉一硫酸快速测定法测家兔血脂胆 固醇
。

于实验前及实验饲料饲后第 9周以及停喂高脂后第 2周分别测定
,

结果表明
,

蒲黄残渣组的血

清胆固醇自实验第 4周开始低于高脂组
,

并无显著差别
。

蒲黄油组的血清胆固醇比高脂组高
。

而蒲黄花粉具有明显的降脂作用〔14 〕
。

给喂饲食饵性高胆固醇血症家兔
,

用蒲黄 治 疗
,

血清

胆固醇下降幅度大
,

速度快
,

且能减少主动脉壁胆固醇含量病变减轻
,

心肌内小动脉扩张
,

明显增加冠脉流量〔
‘“〕

。

将 90 例高脂血症患者分为3 组
,

蒲黄A 3
组

,

安妥明组及溶剂对 照组
,

采用双盲法
,

观察5 5 d
,

结果 A
3

组 Ch和 T G 下降49
.

1%和 1 5 1
.

9 %
,

下降率为 18
.

3%和40
.

9 %
。

tl “〕

3 抗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形成的作用

实验指出
:
蒲黄能促使血小板中。A M P增加

,

抑制 血小 板 聚 集
,

抑 制5 一经色胺 (5 -

H T ) 的释放
,

防止血栓形成
,

同时能抑制 T X A :
的合成和活性

,

提高PG I
:

或 P G I扩T x A

的比值
,

抗血小板聚集
,

并在体内或体外具有抑制A D P等诱导的血 小板聚集作用〔3.1 卜
“。〕

蒲黄能使家兔血小板数 目增加
、

凝血酶时间缩短和具有缩短血液凝固时间的作 用〔2 1〕
。

蒲黄

能抑制血液凝固过程〔2卜
2 ‘〕,

对31 例冠心病
,

高血脂患者血小板粘附性
,

聚集性抗凝血酶万

活力等进行 2个月的临床疗效观察
,

发现蒲黄能明显地抑制血小板粘附和聚集
,

并 能轻度增

加抗凝血酶 W活力〔2“〕
。

纤维蛋白平皿法发现
,

蒲黄水提液及其方失笑散有纤溶作 用
,

能直

接分解纤维蛋白
,

不依赖纤溶酶系的存在
。

实验性颈静脉血栓模型的家兔 口服蒲黄水酸液后
,

2 4h 血栓溶解率明显增加
,

蒲黄煎液及其提取物总黄酮有机酸多糖等对 A D P
、

花生四稀酸及

胶原诱导家兔体外血小板聚集功能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

其中黄酮类化合物为蒲黄抗血小板聚

集的主要有效成分〔26 〕
。

蒲黄异鼠李贰 I 在体内外均能抑制由A D P诱导的大鼠血小板聚集
,

明

显延长复钙时间
。

抑制纤维蛋白酶释放纤维蛋白肤的速率和纤维蛋白的聚集
。

蒲黄除可使急
、

慢性高脂血症的家兔血清总胆 固醇 ( T C ) 降低外
,

还可使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 ( H D L -

C)
,

前列环素(PG I
Z

)显著下降
,

血栓素A :

(T X A :
) / PG I :

升高
,

使两者的比值维持正常〔2 7 〕
。

4 蒲黄有效成分的研究

蒲黄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及榭皮素均对降血脂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有效〔2“〕
。

含黄酮类 的

蒲黄组分F IV (含烃
、

碳水化合物的固醇类物质 )
。

有强烈地刺激猪动脉内皮细胞产 生 PG

I么和t PA 活性的作用
,

同时抑制A D P诱导血小板聚集〔”〕
。

蒲黄中的活性成分31 烷醇一6有 降

甘油三脂的作用
。

日
一谷 街醇及其棕桐酸醋是降胆固醇的有效成分

。

日
一谷 街醇

、

葡萄糖 贰
,

异鼠李一3 一O 一 2 一L 一鼠李糖 ( 1一 2 )
一
p一D 葡萄糖贰及懈皮素

一 3 一O 一2 一鼠李糖基

《中草药 》 19 9 4年第25 卷第6 期

一日一葡 萄 糖 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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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别作用于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的多种环节
。

说明蒲黄降血脂
,

抗 A S为各种有效成分

综合作用的结果
。

5 临床

临床上较少用蒲黄单味药治疗A S
,

大多与其它药物组方
,
协同奏效

,

功力卓著
。

通过实

验证实
,

蒲黄是较好的降血脂药
,

降低甘油三脂
,

胆固醇
、

脂蛋白
。

蒲黄还可增加冠脉血流

量
,

降低外周血管阻力
,

改善循环
,

有利于冠心病和其它心血管疾病的治疗
。

同时能降低血

小板粘附率
,

延长凝血时间
,

并能改变心肌的代谢
,

纠正心功不全
。

蒲黄与五灵脂组合是活

血祛寮
,

止痛的良方
,

用于治疗妇女产后痕痛
,

心腹痛等症
。

后发展运用于一切痕血阻滞引

起的症候
。

据 《本草纲 目 》所述
“
蒲黄专入血分

,

以清香之气兼行气分
,

能导痕结而治气血

凝滞之痛
” 。

五灵脂
,

足厥阴肝经药也
,

气味俱厚
,

阴中之阴
,

故入血分
” 。

二 药药 性平

和
,

以活血化疲见长
,

祛痕而止痛
,

祛携而血止
。

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心血管病
、

胃病
、

肝

病
、

血尿等
。

5
.

1 用于心血管疾病
: 胸痹为气滞血疲

,

不通则痛之症
。

5
.

2 用于胃院痛
:

治疗十二指肠塞滞症 (密滞胃痛 )
。

5
.

3 用于肝炎
:

病毒性肝炎多因湿热及痕血郁滞所致
,

与茵陈篙汤合用以活血 化安
,

清利

湿热
。

5
.

4 用于血尿
: 四物汤合失笑散

。

5
.

5 用于计划生育
:
在妊娠引产中

,

服用失笑散
,

能促使胎膜残物自行排出
。

5
.

6 用于不孕症
:

治疗子宫内膜增生过度
。

5
.

7 用于宫外孕
: 以失笑散合胶艾四物汤去甘草配合抗菌素〔s0 〕

。

6 其它

6
.

1 失笑散具有明显增强小鼠对减压缺氧的耐力
,

因而可缓解心肌氧供求矛盾 的 发生
,

对

心纹痛有治疗作用
。

6
.

2 对垂体后叶素引起的大鼠急性心肌缺血有对抗作用
,

因而对缓 解 心绞痛患者症状和改

善心电图的缺血反应
,

均有 良好效果
。

6
.

3 具有明显 的镇静作用
,

使机体处于安静状态
,

从而减少心绞痛发作机会
。

6
.

4 不太强的降低血压的作用
,

对心纹痛的预防和缓解有良好作用c3 1〕
。

失笑散对实验性动

脉粥样硬化应激心肌电镜观察
,

结果发现
:
动脉粥样硬化小鼠心肌血管收缩变形

,

血小板聚

集成堆及线粒体破坏等现象
,

喂饲失笑散后
,

以上病理现象明显减轻
,

从而具有抗A S 的作

用 〔3 2〕。 实验证实失笑散有益于脂肪的运转
,

增加肠蠕动及抑制胆固醇吸收
,

阻止 胆 固醇在

用 内沉积
,

动脉弓段胆固醇含量减少
,

抑制胰脂酶活性
,

从而减少机体对脂肪的吸收
,

促进

胆固醇的排泄
,

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而具有降脂作用〔3 3〕
。

以上研究显示蒲黄具有调整脂质代谢
、

保护血管内皮细胞
、

抗血小 板 聚 集 与抗血栓形

成
,

从而具有抗A S的作用
。

目前
,

临床研究主要侧重于蒲黄治疗高脂血症
、

抗 血 小板聚集

和抗血栓形成
,

但几乎未见治疗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疾病
,

如冠心病
、

脑血管意外等的研

究
,

抗A S的作用也侧重于基础研究
,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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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自由基唯一的酶
,

是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
,

如能提高体邮o D 活性
,

降低过 氧化 脂 质含

量
,

则有可能延缓衰老
。

王忠等Q 幻研究了几种大黑蚂蚁制剂抗脂质过氧化及 抗衰老 的药理

作用
,

结果表明
:
我国野生双齿多刺蚁具有明显的提高红细胞s o D 活性

、

降低 血清 过 氧化

脂质及心肌自由基水平的作用 , 在蚂蚁 提 取 液 中加入滋阴
、

壮阳补肾中药的复方 2 号 较只

加壮阳药的复方 I 号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明显
,

清除血清M D A 作用亦胜于 单味与单纯中药组
,

说明配方 中蚂蚁与中药有叠加作用 , 比较用药时间
、

剂量与作用的关系表明
,

用药 12 周效果明

显强于用药4周
,

说明其药效作用强度与持续给药时间成正比
,

剂量则以低
、

中剂量较为适宜
。

综上所述
,

黑蚂蚁可通过多种途径起着抗衰老作用
,

在老年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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