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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基于主成分分析（mCA）和多指标综合指数法，评价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丹参提取物（aq）、丹参总酚酸提取

物（ac）、丹参总酮提取物（apq）、丹参总酚酸合用总酮提取物（ac＋apq）对急性血瘀大鼠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的影

响。方法= =采用 sc盐酸肾上腺素和冰水浴共同刺激复制大鼠急性血瘀模型，通过测定全血黏度（t_s）、血浆黏度（ms）、

血沉（bpo）和红细胞压积（eCq），观察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不同剂量对血瘀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通过测定凝血酶时间

（qq）、凝血酶原时间（mq）、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Amqq）、血浆纤维蛋白原（cf_）量及血小板最大聚集率（Aam），观察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血瘀大鼠凝血功能及血小板聚集的影响。采用 mCA法和多指标综合指数法综合评价丹参不同有效部位

的总活血化瘀效应。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指标均有显著性差异；与模型组比较，丹参不

同部位低、中、高 P 个剂量给药组均能较好地改善血瘀大鼠的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指标，并呈一定的量效关系。mCA 和

多指标综合指数法综合评价得出，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不同剂量组中 ac＋apq高剂量组的活血化瘀作用最好；相同剂量下，

各剂量下的 ac＋apq给药组活血化瘀效应较好。结论=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能明显改善血瘀大鼠的血液流变学及凝血功能异

常，丹参总酚酸和丹参总酮 O个有效部位配伍活血化瘀效果优于各有效部位单用的效果。=

关键词：丹参；有效部位；配伍；活血化瘀；主成分分析；多指标综合指数法；急性血瘀=

中图分类号：oOURKR= = = = = =文献标志码：A= = = = = =文章编号：MORP=J=OSTMEOMNSFNU=J=POPV=J=MV=

alfW=NMKTRMNLjKissnKMORPJOSTMKOMNSKNUKMNT=

Comparison=on=promoting=blood=effects=of=different=effective=parts=of=palvia 

miltiorrhiza=by=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and=multiJattribute=comprehensive=

index=methods=

mAkd=eanJqingI=qAkd=vuJpingI=pef=uuJqinI=wbkd=euiJtingI=ur=euiJqinI=nr=ChengI=wer=whenJhuaI= =

pr=phuJlanI=arAk=ginJao=

giangsu= Collaborative= fnnovation= Center= of= Chinese=jedicinal= oesources= fndustrializationI= giangsu= hey= iaboratory= for= eigh=

qechnology=oesearch=of=qraditional=Chinese=jedicine=cormulaeI= and=kational= and=iocal=Collaborative=bngineering=Center= of=

Chinese= jedicinal= oesources= fndustrialization= and= cormulae= fnnovative= jedicineI= kanjing= rniversity= of= Chinese= jedicineI=

kanjing=ONMMOPI=China=

AbstractW=lbjective= = qo=evaluate=the=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and=dissipating=blood=stasis=effects=of=the=compatibility=between=two=

effective=parts= EaqI=acI=apqI=and=ac= H=apqF=of=palvia miltiorrhizaK= with=different=doses=on=rats=with= acute=blood=stasisK=jethods= =

Acute=blood=stasis=rat=model=was=induced=by=sc=injection=of=adrenaline=and=ice=water=bathK=qhe=blood=stasis=mice=were= ig=administered=

with=different=effective=parts=of=pK miltiorrhizaK=qhe=whole=blood=viscosity=Et_sFI=plasma=viscosity=EmsFI=erythrocyte=sedimentation=

rate=EbpoFI=and=haematocrit=EeCqF=were=determined=to=observe=the=effects=of=two=effective=parts=of=aanshen=on=hemorheology=of=blood=

stasis=ratsK=And=the=thrombin=time=EqqFI=prothrombin=time=EmqFI=activated=partial=thromboplastin=time=EAmqqFI=and=plasma=fibrinogen=

Ecf_F=were=tested=to=observe=the=effects=of=different=effective=parts=of=pK miltiorrhiza=on=blood=coagulation=function=of=blood=stasis=ratsK=

fn=additionI=the=maximum=aggregation=induced=by=adenosine=diphosphate=EAamF=was=tested=to=observe=the=effect=of=different=active=

parts=of=pK miltiorrhiza=on=platelet=aggregation=index=of=blood=stasis=ratsK=qhen=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EmCAF=and=multiJattribu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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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index=methods=were=both=used=to=comprehensively=evaluate=the=total=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and=dissipating=

blood= stasis= effects= of= different= effective= parts= of= pK miltiorrhizaK=oesults= = qhe= hemorheological= indexes= and= coagulation=

parameters=of=model=group=had=the=significant=differences=with=normal=groupK=Compared=with=model=groupI=the=effective=parts=of=

pK miltiorrhiza=with=different=doses=could=improve=the=blood=hemorheological=indexes=and=coagulation=parameters=in=acute=blood=

stasis=rats=with=doseJeffect=relationK=_ased=on=the=mCA=and=multiJattribute=comprehensive=index=methodsI=the=group=of=highJdose=

ac=H=apq=had=the=best=effect=of=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and=dissipating=blood=stasis=effect=in=all=medication=administration=

teamsK=rnder=the=condition=of=same=dose=of=the=effective=parts=of=pK miltiorrhizaI=the=ac= H= apq=could=obviously=improve=the=

hemorheology=and=blood=coagulation=function=in=acute=blood=stasis=ratsK=Conclusion= = qhe=combination=of=ac=and=apq=has=the=

better=effects=of=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and=dissipating=blood=stasis=in=comparison=with=those=of=single=partK=ft=could=provide=

the=scientific=basis=for=more=effective=application=of=the=compatibility=between=salvianolic=acids=and=tanshinones=in=modern=clinic=

medicineK=

hey=wordsW=palvia miltiorrhiza=_geKX=effective=partsX=compatibilityX=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and=dissipating=blood=stasisX=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X=multiJattribute=comprehensive=index=methodX=acute=blood=stasis=

=

丹参为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丹参 palvia=

miltrorrhiza= _geK= 的干燥根及根茎，主要产于山

东、陕西、河南等地，其主要用于脑卒中、冠心

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xNz。丹参有效成分有 O

类，以丹酚酸 _为代表的丹参总酚酸类成分以及

以丹参酮 ffA为代表的丹参酮类成分xOJPz。现代研

究表明，O类成分均是丹参活血化瘀、通脉疏络、

安神宁心功效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丹参活血化

瘀效应方面 O类成分均发挥了重要作用xQz。因此，

丹参在临床上已经被开发为 RM多种制剂。然而，

由于 O 类成分化学性质的差异，大部分丹参制剂

仅仅用了其中一个有效部位，而只有很少的制剂

同时用了丹参的水溶性和脂溶性有效部位xRz。此

外，丹参酮类成分很难溶于水，但是丹参的临床

用法以水煎剂为主，造成了丹参酮类成分的利用

率低和丹参药材浪费严重等问题xSz。这 O 类主要

有效部位在丹参中是否具有协同作用，以及其协

同程度如何却不得而知。=

本实验在课题组前期研究基础上，选择丹参提

取物（aq）、丹参总酚酸提取物（ac）、丹参总酮

提取物（apq）、丹参总酚酸合用丹参总酮提取物

（ac＋apq）为研究对象，观察丹参不同部位配伍

不同剂量对急性血瘀模型大鼠的血液流变学、凝血

功能及血小板聚集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mCA）

联合多指标综合指数法对丹参不同部位配伍总的

活血化瘀效应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以期通过动物体

内实验，探讨丹参总酚酸和丹参总酮合用在活血化

瘀功效方面是否会产生协同增效作用，为更好地利

用丹参资源提供依据。对丹参有效部位的合理利用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N= =材料=

NKN= =动物=

pmc级健康 pa大鼠，体质量 OPM～ORM= g，雌

性，购于上海杰思捷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合格证号

为 pChv（沪）OMNPJMMMO。大鼠购入后检疫与驯化

N 周，使其适应环境并剔除体质差异较大的动物，

实验期间动物自由进食、饮水，昼夜节律正常。=

NKO= =药品与试剂=

复方丹参滴丸（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批号 NQNOOT）；阿司匹林肠溶片（拜耳医药保

健有限公司，批号 _gOQORT）；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NRMSMV）；一次性使

用人体静脉血样采集容器（PKOB枸橼酸钠抗凝，江

苏康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批号 OMNRNNMR）；水合

氯醛（国药集团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OMNRNMON）。

对照品丹参素（批号 NNMUTRJOMNPMV）、丹酚酸 A（批

号 NNMQPUJOMNQMS）、丹酚酸 _（批号 NNMRSOJ=

OMNQMQ），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照品

原儿茶醛（批号 NRMSOP）、迷迭香酸（批号 NQNMNO）、

紫草酸（批号 NQMSMV）、隐丹参酮（批号 NPNNMQ），

二氢丹参酮 f（批号 NRMNNQ）、丹参酮 f（批号

NQMUNO）、丹参酮 ffA（批号 NPNOOS），购自成都克

洛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上对照品质量分数均大

于 VUB。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mqq）、凝血酶

原时间（mq）、凝血酶时间（qq）、血浆纤维蛋白原

（cf_）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世帝科学仪器公司。=

NKP= =仪器=

idJoJUMJ_电脑血液黏度测试仪、idJmA_boJN

型血小板聚集凝血因子分析仪（北京世帝科学仪器

公司）；Anke=iugJff_离心机、Anke=qaiJQM_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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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_qNORa电子分析天平

（partorius，德国）。=

NKQ= =药材=

丹参（产地陕西商洛，批号 NRMSOR）药材、

apq（浸膏得率 MKMNU=gLg，批号 NRMTNU）均购自西

安连辰进出口有限公司，经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鉴

定学教研室副教授严辉鉴定，符合《中国药典》OMNR

年版项下标准。=

O= =方法=

OKN= =丹参有效部位的制备=

称取丹参药材 Q=kg，均分成 O份，每份 O=kg。

O份药材分别用 U倍量水、RMB乙醇热回流提取 NKR=

h，自然冷却后，倾出药液，再分别加入 S倍量水、

RMB乙醇进行 O 次热回流提取各 N= h，分别合并 P

次滤液，得到相应的丹参总酚酸的粗提取液和丹参

提取液。将丹参总酚酸的粗提液于 SM=℃减压浓缩

至相对密度为 NKNU～NKOO的清膏，放冷，加乙醇使

含醇量为 TMB，静置 NO=h，取上清液，减压回收乙

醇，干燥，即得丹参总酚酸提取液xTz。分别将总酚

酸提取液和丹参提取液于 SM=℃减压浓缩至稠浸

膏，将稠浸膏干燥至粉末，得到丹参总酚酸提取物

（ac）和丹参提取物（aq）的粉末状样品。其中，

aq、ac的得率（浸膏L生药）依次为 MKQO、MKOS=gLg。=

OKO= =丹参有效部位的 rmiC分析xUJVz
=

OKOKN= = 色谱条件 = = 色谱柱为 qhermo= pcientific=

eypersil=dlia（NMM=mm×P=mm，NKV=μm）；流动相

为 MKNB甲酸水（A）J乙腈（_），梯度洗脱：M～N=min，

UB=_；N～P=min，UB～NSB=_；P～Q=min，NSB～

NVB=_；Q～V=min，NVB=_；V～NM=min，NVB～OOB=

_；NM～NOKR=min，OOB～ORB=_；NOKR～NSKR=min，

ORB～TMB=_；NSKR～NU=min，TMB～UMB=_；NU～

OM=min，UMB=_；体积流量为 MKQ=miLmin；检测波

长为 OUM=nm；柱温为 PR=℃；进样量为 R=μi。=
OKOKO= =混合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各对照

品适量，加 VMB甲醇制成含丹参素 QMKNU= μgLmi、
原儿茶醛 OPKNS=μgLmi、迷迭香酸 QSKRQ=μgLmi、紫

草酸 PPKOU=μgLmi、丹酚酸 _=POQKUO=μgLmi、丹酚酸

A=ROKOU=μgLmi、二氢丹参酮 f=OMKSS=μgLmi、隐丹参

酮 OQKON=μgLmi、丹参酮 f=PUKRP=μgLmi、丹参酮 ffA=

QUKTR=μgLmi的混合对照品溶液。=

OKOKP=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分别取 aq、ac、apq

的细粉约 N= g，精密称定，置 NMM= mi=量瓶中，用

VMB甲醇稀释至刻度，超声 R= min后，充分摇匀，

即得。经 MKOO=μm=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备用。=

OKOKQ= =样品分析= = aq、ac、apq的 rmiC图谱见

图 N。由图 N可知，aq同时含有丹酚酸和丹参酮类

成分；ac 仅含有丹酚酸类成分；apq 仅含有丹参

酮类成分。aq 中丹参素、原儿茶醛、迷迭香酸、

紫草酸、丹酚酸 _、丹酚酸 A、二氢丹参酮 f、隐

丹参酮、丹参酮 f 和丹参酮 ffA的质量分数依次为

NKMO、MKMOP、OKOP、PKQU、RSKMU、NKQV、MKPV、NKOO、

MKOS、NKSV=mgLg；ac中丹参素、原儿茶醛、迷迭香

酸、紫草酸、丹酚酸 _和丹酚酸 A的质量分数依次

为 MKVS、MKMNO、OKRT、PKMO、QPKUS、NKOU=mgLg；apq

中二氢丹参酮 f、隐丹参酮、丹参酮 f和丹参酮 ffA

的质量分数依次为 MKQS、NKSO、MKNV、NKPT=mgLg。=

OKP= =丹参有效部位活血化瘀作用研究=

OKPKN= =动物分组及给药= =大鼠适应性喂养 N周后，=
= =

=

=

=

=

=

NJ丹参素= = OJ原儿茶醛= = PJ迷迭香酸= = QJ紫草酸= = RJ丹酚酸_= = SJ丹

酚酸A= = TJ二氢丹参酮 f= = UJ隐丹参酮= = VJ丹参酮 f= = NMJ丹参酮 ffA=

NJdanshensu= = OJprotocatechualdehyde= = PJrosmarinic= acid= = QJlithospermic=

acid= = RJsalvianolic= acid= _= = SJsalvianolic= acid= A= = TJNIOJdihydroJ=

tanshinquinone= = UJcryptotanshinone= = VJtanshinones=f= = NMJtanshinones=ffA=

图 N= =混合对照品= EAF、aq= EBF､ac= ECF=和 apq= EaF=的=

rmiC色谱图=

cigK=N= = rmiC=of=reference=substances= EAFI=aq= EBFI=ac= ECFI= =

and=apq=EaF=

M= = = = = = = = = = = = = = R= = = = = = = = = = = = NM= = = = = = = = = = = = = NR= = = = = = = = = = OM=
t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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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体质量将 NOU只大鼠随机分为 NS组，每组 U只，

分别为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复方丹参滴丸

（apat）组，阳性对照阿司匹林（Apmi）组和丹

参不同有效部位不同剂量给药组（分别为 aq、ac、

apq、ac＋apq组，各设低、中、高 P个剂量）。

阳性药组大鼠分别 ig 给予复方丹参滴丸和阿司匹

林，每次剂量为 MKNM=gLkg；对照组、模型组大鼠 ig

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低、中、

高剂量分别按照丹参临床用量（丹参的人临床常用

量为 NR=g）N、O、R倍量设定，即分别为生药量 NKPR、

OKTM、SKTR=gLkg。丹参不同有效部位提取物皆用 MKRB

羧甲基纤维素钠混悬，其中，ac和 apq的配伍比

例为两者的得膏率之比，ac和 apq提取物的得膏

率的比值为 NQKMN。丹参不同有效部位的低、中、

高剂量分别为 MKRT、NKNQ、NKTN=gLkg（提取物剂量）。

所有给药组大鼠统一 ig 给药每次 NM= miLkg，每日

早晚各 N次，共 T次，于第 R次给药后除对照组外，

其余各组大鼠均按照相应的造模方法复制急性血

瘀模型，于第 T次给药后 PM=min腹主动脉取血，测

定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相关指标。=

OKPKO= =急性血瘀大鼠模型的制备  除对照组外，其

余各组大鼠 sc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MKU=mgLkg，共 O

次，间隔时间为 Q=h。第 N次 sc给予盐酸肾上腺素

后 O=h，将大鼠置于 M～O=℃=的冰水中游泳 Q=min，

造成大鼠急性血瘀模型。第 O次 sc盐酸肾上腺素后

大鼠禁食不禁水饲养，NO=h后腹主动脉采血测血液

流变学和凝血功能相关指标xNMz。=

OKPKP= =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指标检测= =各组大

鼠均于末次给药 PM=min后，在 NMB水合氯醛麻醉

下，腹主动脉插管取血，吸取 N= mi 全血置于压

积管中静置 N=h读数记录血沉（bpo），然后 P=MMM=

rLmin离心 PM=min，读数记录红细胞压积（eCq）。

使用 idJoJUM=_电脑血液黏度测定仪测定全血黏

度（t_s），测好 t_s 的全血，UMM= rLmin 离心

NM= min 吸 取 富 血 小板 血 浆 （ mom）， 采用

idJmA_boJN 型血小板聚集凝血因子分析仪测定

血小板聚集率（Aam）。然后 P=MMM= rLmin离心 NM=

min 吸取贫血小板血浆（mmm），使用 idJoJUM= _

电脑血液黏度测定仪测定血浆黏度（ ms），

idJmA_boJN 型血小板聚集凝血因子分析仪测定

凝血功能相关指标（Amqq、mq、qq、cf_），血

浆 qq、mq、Amqq和 cf_的测定按照相应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

OKQ= =数据统计分析=

实 验 数 据 采 用 pmpp= NSKM 软 件 中 的=

aescriptives=进行统计，实验结果采用 ±x s表示；

与模型组比较采用 AklsA 中的 aunnett 法进行组

间两两比较。=

OKR= =效应整合=

依据多指标综合指数法，对t_s、ms、bpo、

cf_、eCq、qq、mq、Amqq、Aam 多个指标进行

单一化处理，计算各给药组的总活血效应值。首先

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化，当模型组的相应指标数值

（value，s）与对照组相比升高时，s 标化＝Es 模型－

s 给药FLs 模型；当模型组的相应指标 s与对照组相比

降低时，s 标化＝Es 给药－s 模型FLs 模型。标化指标的权

重首先依据这些指标在临床中的重要性，查阅 R年

来急性血瘀相关文献 NRM余篇，其中 NOS篇检测了

t_s，NOP篇检测了 ms，NNU篇检测了 eCq，NMU

篇检测了 cf_，SN篇检测了 Amqq，RV篇检测了 mq，

QU篇检测了 Aam，QQ篇检测了 qq。结合同行专家

对各指标在活血化瘀效应整体评价中的相对程度

打分，最后再结合直观的变量重要性投影值

（variable=importance=in=the=projection，sfm）处理结

果综合给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总活血效应值即为

各指标标化值乘以权重的加和值xNNJNPz。各个指标

sfm 值的计算是将各组大鼠的所有指标导入

jassiynx=vQKN（taters公司）软件的 bw=info中，

采用 mCA 中的 mareto 进行规格化处理得到各组活

血化瘀效应的得分图。然后采用软件中的偏最小二

乘（mip）法分析得到各个指标的 sfm值，依据 sfm

值的大小判断各个指标对分类的重要程度，一般

sfm＞N 的指标认为其对分类的贡献比较大xNQz。最

终本研究取权重系数分别为 t_s、ms 和 eCq 取

权重系数为 P，cf_取权重系数为 O，Amqq、mq、

qq、Aam、bpo 取权重系数为 N。综合 mCA 法的

得分图和多指标综合指数法中的总活血化瘀效应

值综合评价丹参不同有效部位的活血化瘀功效。=

P= =结果=

PKN=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急性血瘀大鼠血液黏度

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 t_s 和 ms 均

显著升高，差异显著（m＜MKMN）。与模型组比较，

各给药组的 t_s 和 ms 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对

于 t_s，丹参不同有效部位的低剂量组中，除了

aq、apq组在切变率为 R=s
−N和 PM=s

−N时的t_s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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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性差异，以及 apq、ac＋apq 组在切变率

为 N=s
−N黏度时没有显著性差异外，其他各低剂量组

均有性显著差异（m＜MKMN）；丹参不同有效部位的

中、高剂量组中，除了 apq中剂量组在切变率为 R=

s
−N时的t_s没有显著性差异外，其他部位的中、

高剂量组的t_s差异均显著（m＜MKMN）。对于 ms，

除了 aq、apq 低剂量组外，其他给药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差异（m＜MKMN）。结果见表 N。=

PKO=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急性血瘀大鼠 bpo 和

eCq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bpo、eCq 均显著

升高，差异显著（m＜MKMN）。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

组大鼠的 bpo 和 eCq 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对于

bpo，除了aq、ac、ac＋apq的低剂量组外，其他

各给药组的 bpo均明显降低（m＜MKMR、MKMN）。对于

eCq，apq低剂量组的 eCq明显降低（m＜MKMN）；

apq、ac＋apq 中剂量组的 eCq 明显降低（m＜

MKMN）；各给药高剂量组的eCq均明显降低（m＜MKMR、

MKMN）。结果见表 O。=

PKP=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急性血瘀大鼠凝血功能

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的凝血 Q项（qq、mq、

Amqq、cf_）和血小板聚集率（Aam）均有显著

性差异（m＜MKMN），其中 qq、mq、Amqq 均明显

降低，cf_ 和 Aam 量显著升高。与模型组比较，

各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低剂量组qq较模型组均无明

显变化；apq、ac＋apq低剂量组的 mq和 Amqq

较模型组均显著升高（m＜MKMN）；cf_ 的量仅在

ac＋apq低剂量组明显降低（m＜MKMN）；ac、ac＋

apq 低剂量组的 Aam 较模型组明显降低（m＜

MKMR、MKMN）。在各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中剂量组中，

mq和 Amqq均显著升高，cf_的量明显降低（m＜

MKMN）；另外，ac、ac＋apq中剂量组的 qq与模

型组差异显著（m＜MKMR）；除了 aq中剂量组外，

其他各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中剂量组的 Aam较模型

组均显著下降（m＜MKMN）。丹参不同有效部位高剂

量组的凝血 Q项和Aam均有显著性差异（m＜MKMR、

MKMN）。结果见表 O。=

表 N=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急性血瘀大鼠tBs和 ms的影响= E x±sI=n===UF=

qable=N= =bffect= of= different= effective= parts= of=p. miltiorrhiza= on= whole=blood=viscosity=and=plasma=viscosity= of= acute= blood=

stasis=rats=E x±sI=n===UF=

组别= 剂量LEg·kg−NF=
t_sLEmma⋅sF= msEOMM=s−NFL=

Emma·sF=OMM=s−N= PM=s−N= R=s−N= N=s−N=

对照= —= PKVT±MKPR RKMN±MKOV TKNU±MKQV NPKQO±MKUS NKPO±MKNN 

模型= —= RKPR±MKPQGG SKRT±MKPOGG NMKOT±MKQQGG ONKVV±NKMVGG OKQS±MKONGG 

apat= MKNM= QKNQ±MKOT@@ RKMQ±MKOT@@ TKTQ±MKQM@@ NRKUS±MKTT@@ NKRT±MKMR@@ 

Apmi= MKNM= QKOR±MKNN@@ RKOR±MKNM@@ UKNO±MKOM@@ NSKMS±MKRS@@ NKQS±MKNP@@ 

aq 低= MKRT= QKUN±MKOS@@ SKRS±MKPV VKVV±MKRS OMKRO±NKPO@@ OKPP±MKOQ 

aq 中= NKNQ= QKQV±MKOM@@ RKSM±MKOQ@@ UKVP±MKSM@@ NVKQM±NKQS@@ NKST±MKNN@@ 

aq 高= NKTN= QKRN±MKPM@@ RKQP±MKPU@@ TKVT±MKRM@@ NRKNO±MKVP@@ NKRP±MKPP@@ 

ac 低= MKRT= QKSN±MKNM@@@ SKNP±MKPP@@ VKSO±MKPQ@@ OMKPS±MKSO@@ NKVN±MKOP@@ 

ac 中= NKNQ= QKPV±MKOP@@ RKSR±MKQP@@ UKRS±MKTP@@ NUKOP±MKVS@@ NKSQ±MKNM@@ 

ac 高= NKTN= QKOP±MKNO@@ RKNR±MKNU@@ TKSU±MKQN@@ NQKRU±NKNN@@ NKQV±MKOR@@ 

apq 低= MKRT= QKUS±MKOQ@@ SKRQ±MKPS NMKMV±MKPQ ONKUU±MKSV OKPO±MKNR 

apq 中= NKNQ= QKPN±MKNV@@ RKUP±MKON@@ VKVP±MKOP NTKVT±MKSM@@ NKTO±MKNO@@ 

apq 高= NKTN= QKNT±MKNU@@ RKOM±MKNQ@@ TKSV±MKOU@@ NQKVQ±MKRM@@ NKRR±MKNV@@ 

ac＋apq 低= MKRT= QKTO±MKON@@ SKMP±MKOM@@ VKTU±MKOU@@ ONKRO±MKTS NKVO±MKNT@@ 

ac＋apq 中= NKNQ= QKQS±MKRN@@ RKPR±MKPO@@ UKUQ±MKSM@@ NTKTN±MKVS@@ NKSM±MKNQ@@ 

ac＋apq 高= NKTN= QKMN±MKNU@@ QKVM±MKON@@ TKQT±MKPS@@ NQKQN±MKUN@@ NKRO±MKNQ@@ 

与对照组比较：GG
m＜MKMN；与模型组比较：@

m＜MKMR= = @@m＜MKMN，下同=
GG
m=Y=MKMN=vs=control=groupX=

@
m=Y=MKMR= =

@@
m=Y=MKMN=vs=model=groupI=same=as=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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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O=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急性血瘀大鼠 bpo、eCq和凝血功能相关指标的影响= E x±sI=n===UF=

qable= O= =bffect= of= different= effective= parts= of= p. miltiorrhiza= on= bpoI=eCqI= coagulationI=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index=

changes=of=acute=blood=stasis=rats=E x±sI=n===UF=

组别=
剂量L=

Eg·kg−NF=
bpoLEmm·h−NF= eCqLB= qqLs= mqLs= AmqqLs= cf_LEg·i−NF= AamLB=

对照= —= MKON±MKNQ RTKOU±OKPT PNKTT±NKMT NQKRP±NKOQ PTKUU±OKMO PKNP±MKNT NQKSO±NKUS 

模型= —= MKUP±MKOSGG SMKPP±OKQSGG ORKVU±NKNOGG NNKTP±MKQOGG OVKMQ±NKNVGG QKNN±MKNSGG OSKNN±NKSOGG 

apat= MKNM= MKPQ±MKNQ@@ RTKPO±MKSR@@ OUKRP±NKRN@@ NPKVM±MKUR@@ PSKQP±NKTM@@ PKRU±MKNV@@ NUKQU±OKMN@@ 

Apmi= MKNM= MKOV±MKMT@@ RSKUU±MKVT@@ OVKQQ±MKTM@@ NRKMR±MKNT@@ PSKNU±OKNP@@ PKSS±MKUM@@ NSKQM±OKQR@@ 

aq 低= MKRT= MKTS±MKMV SMKNS±NKRT OSKMO±MKQP NNKVT±MKQU PMKQT±NKVT PKVQ±MKNN OUKPU±OKVN 

aq 中= NKNQ= MKRP±MKNS@@ RVKOU±NKPT OSKRT±MKPV NPKQN±MKTM@@ PPKNM±NKOR@@ PKQN±MKQP@@ OSKMS±NKQS 

aq 高= NKTN= MKPT±MKNV@@ RUKSR±NKSV@ OTKSQ±MKUQ@ NQKSU±MKUN@@ POKVU±OKTV@@ PKPP±MKNO@@ OMKOR±NKTQ@@ 

ac 低= MKRT= MKTR±MKNN RVKUO±NKNQ OSKSP±MKSS NOKNR±MKSS PMKOP±NKON QKMQ±MKNP ORKUP±NKNV@ 

ac 中= NKNQ= MKRM±MKNT@@ RVKUQ±MKUP OTKNU±MKTO@ NSKTS±MKSN@@ PQKVP±QKUV@@ PKSQ±MKNP@@ ONKRR±MKRR@@ 

ac 高= NKTN= MKQO±MKNU@@ RUKMN±MKVT@@ OVKQN±NKSU@@ NSKRP±NKNV@@ PTKMT±NKQN@@ PKQO±MKOM@@ NUKSM±NKVO@@ 

apq 低= MKRT= MKSS±MKNU@ RUKOP±MKUR@@ OSKQS±MKTV NPKQP±MKVU@@ PPKNO±PKNT@@ PKUV±MKTS ORKNO±NKOU 

apq 中= NKNQ= MKQO±MKMU@@ RUKOR±NKPR@@ OSKVN±MKUR NQKMR±MKPR@@ PRKOR±NKRS@@ PKOV±MKQU@@ OQKOQ±NKOR@@ 

apq 高= NKTN= MKPM±MKMT@@ RUKOR±NKMQ@@ OUKPS±NKOS@@ NTKOR±NKNT@@ PTKMN±NKSU@@ PKMT±MKOP@@ NQKVP±NKQQ@@ 

acHapq 低= MKRT= MKTO±MKNR RVKSV±NKVQ OSKSQ±MKSV NPKUO±NKST@@ POKSU±OKTP@@ PKUN±MKQM@@ OQKVS±NKUR@@ 

ac＋apq中= NKNQ= MKRN±MKNU@@ RUKPR±NKQO@@ OTKPR±NKMN@ NSKNQ±NKRP@@ PRKMO±OKRR@@ PKOS±MKNP@@ OPKUV±MKUR@@ 

ac＋apq高= NKTN= MKQP±MKON@@ RSKRQ±NKQN@@ OVKPM±NKNO@@ NTKPS±MKVN@@ PSKUS±NKPP@@ PKMN±MKON@@ NRKRS±OKSM@@ 
=

PKQ= =基于 mCA 法的丹参不同有效部位配比的活血

化瘀效应评价=

将所有指标的源数据导入 jassiynx= vQKN

（taters公司）软件的 bw=info中进行 mCA，通过降

维建立包含第 N 个主成分（txNz）与第 O 个主成分

（txOz）二维空间的 mCA 分类模型（图 O）。第 N 个

主成分轴是原始数据矩阵方差最大方向，第 O个主

成分轴式方差次大方向，降维时最大限度保留有用

信息，寻找能够使不同种类样品得到最大分离的方

向。从图 O中可以看出，对照组中心大约是（QKR，

−OKR），模型组中心大约是（−RKR，−NKM），apat
组中心大约是（NKR，−NKR），Apmi组中心大约是（OKM，

−NKU），aq、ac、apq、ac＋apq低剂量组中心依

次大约是（−QKR，−MKOR）、（−PKR，−MKTR）、（−PKS，
−MKR）、（−OKR，MKR）；aq、ac、apq、ac＋apq中

剂量中心依次大约是（−NKM，MKOR）、（MKR，MKO）、
（−MKOR，NKM）、（NKM，OKM）；aq、ac、apq、ac＋
apq高剂量组中心依次大约是（NKO，MKO）、（OKR，

MKP）、（PKP，NKR）、（QKM，MKU）。丹参不同有效部位

高剂量组的中心离对照组最近，说明高剂量组的活

血化瘀效应较好，其中，aq 高剂量组的中心离对

照组最近，表示该组对急性血瘀大鼠的改善作用最

好；丹参不同有效部位的中剂量组介于对照组和模

型组的中心，表明它们对急性血瘀大鼠的改善作用

弱于高剂量组；丹参不同有效部位低剂量组的中心

离模型组最近，表示它们对急性血瘀大鼠的改善作

用较弱。整体而言，在实验的剂量范围内，丹参不

同有效部位随着剂量的增加，其活血化瘀疗效也相

应的增强，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

PKR= =基于多指标综合指数法的丹参不同部位配伍

的活血化瘀效应整合=

首先将各组大鼠所有指标的源数据导入

jassiynx=vQKN（taters公司）软件的 bw=info中，

采用 mip 法分析得到各个指标的 sfm 值（图 P），

sfm 值越大，说明在本实验中该指标对分类的贡献

越大xNNz。如图 P显示，mq、t_s（N=s−N）、eCq、

Aam、cf_、qq、t_s（OMM= s−N）、t_s（R= s−N）

和 ms的 sfm值均大于 N，Amqq、bpo和t_s（PM=

s
−N）的 sfm值较小。采用本课题组前期的多指标综

合指数法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组的总

活血化瘀效应值（表 P），进而得到丹参不同有效部

位的总活血效应值，大小顺序依次为 ac＋apq 高＞

apq 高＞ac 高＞aq 高＞ac＋apq 中＞ac 中＞apq 中＞

aq 中＞ac＋apq 低＞ac 低＞apq 低＞aq 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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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血瘀指标的 mCA图=

cig.=2= =mCA=score=plot=of=blood-stasis=indexes=after=administration=of=compatibility=of=effective=parts=of=Salvia miltiorrh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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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 =血瘀指标的 sfm图=

cig.=P= =sfm=plot=of=blood-stasis=indexes=  

ac＋apT 高给药组的总活血效应值最好。这些研究

表明，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在相同剂量下，ac＋apT

给药组的总活血效应皆优于其他组，而 aT给药组

的总活血效应最差；相同的丹参提取物在实验剂量

范围内，随着剂量的增加，各组的活血作用均有所

加强，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这体现了丹参总酚酸

与丹参总酮配伍后有协同增强活血效应的功效，并

呈相应的量效关系。=

P.6= =结合 mCA 法和多指标综合指数法综合评价丹

参不同有效部位活血效应=

综合 mCA 法和多指标综合指数法中的总活

血化瘀效应结果可知，ac＋apT高剂量组的总活

血化瘀效应最好，O种分析方法所得结果相一致。

这可能与两者合用，共同增加丹参总酚酸的抗氧

化和丹参总酮的抗血小板聚集而产生协同增效作

用有关。 

N对照=

O模型=

P=apat=

Q=Apmi=

R=aT 低=

S=ac 低=

T=apT 低=

8=acHapT 低=

V=aT 中=

NM=ac 中=

NN=apT 中=

NO=acHapT 中=

NP=aT 高=

NQ=ac 高=

NR=apT 高=

NS=acHapT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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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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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M=

−N=

−O=

−P=

−8= = −T= = −S==−R= = −Q= = −P= = −O= = −N= = M= = = N= = = O= = = P= = = Q= = = R= = = S= = = T=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N]=

s
fm
=

NKR=

NKQ=

NKP=

NKO=

NKN=

NKM=

MKV=

MK8=

M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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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 = tBsEN=s−NF= =eCT= = = = Aam= = = = cfB= = = = = = TT= = tBsEOMM=s−NF=tBsER=s−NF= = ms= = = = AmTT= = = = bpo= = tBsEPM=s−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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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P= =丹参不同有效部位对血瘀大鼠的总活血化瘀效应值=

qable=P= =qotal=effect=of=diffenent=effective=parts=of=p. miltiorchiza on=activating=blood=circulation=and=dissipating=stasis=

组别=
s 标化Jt_s

a=
s 标化Jms

b= s 标化JeCq
c= s 标化Jcf_

c= s 标化J=bpo
c= s标化Jqq

c= s 标化J=mq
c= s 标化JAmqq

c= s 标化JAam
c=
总活血

效应值=OMM=s−N= PM=s−N= R=s−N= N=s−N=

对照= MKOS= MKOQ= MKPM= MKPV= MKQS= MKMR= MKOQ= MKTR= MKOO= MKOQ= MKPM= MKQQ= TKRQ=

apat= MKOP= MKOP= MKOR= MKOU= MKPS= MKMR= MKNP= MKRV= MKNM= MKNU= MKOR= MKOV= RKUT=

Apmi= MKON= MKOM= MKON= MKOT= MKQN= MKMS= MKNN= MKSR= MKNP= MKOU= MKOR= MKPT= RKVO=

aq 低= MKNM= MKMM= MKMP= MKMT= MKMR= MKMM= MKMQ= MKMU= MKMM= MKMO= MKMR= JMKMV= NKMQ=

ac 低= MKNQ= MKMT= MKMS= MKMT= MKOO= MKMN= MKMO= MKNM= MKMP= MKMQ= MKMQ= MKMN= NKVQ=

apq 低= MKMV= MKMM= MKMO= MKMN= MKMS= MKMP= MKMR= MKOM= MKMO= MKNQ= MKNQ= MKMQ= NKPM=

ac＋apq 低= MKNO= MKMU= MKMR= MKMO= MKOO= MKMN= MKMT= MKNP= MKMP= MKNU= MKNP= MKMQ= OKNR=

aq 中= MKNS= MKNR= MKNP= MKNO= MKPM= MKMP= MKNT= MKPS= MKMO= MKNQ= MKNQ= MKMM= PKSU=

ac 中= MKNU= MKNQ= MKNT= MKNT= MKPP= MKMN= MKNN= MKQM= MKMR= MKQP= MKOM= MKNT= QKQR=

apq 中= MKNT= MKNN= MKMP= MKNU= MKPO= MKMO= MKOM= MKQV= MKMQ= MKOM= MKON= MKMT= PKVP=

ac＋apq 中= MKNV= MKNT= MKNQ= MKNV= MKPR= MKMP= MKON= MKPV= MKMR= MKPU= MKON= MKMV= QKTS=

aq 高= MKNS= MKNT= MKOO= MKPN= MKPU= MKMP= MKNV= MKRR= MKMS= MKOR= MKNQ= MKOO= RKQM=

ac 高= MKON= MKOO= MKOR= MKPQ= MKPV= MKMQ= MKNT= MKQV= MKNP= MKQN= MKOU= MKOV= SKON=

apq 高= MKOO= MKON= MKOR= MKPO= MKPT= MKMP= MKOR= MKSQ= MKMV= MKQT= MKOT= MKPR= SKRU=

ac＋apq 高= MKOR= MKOR= MKOT= MKPQ= MKPU= MKMS= MKOT= MKQU= MKNP= MKQU= MKOT= MKPP= SKVP=

aJ权重系数为 P= = bJ权重系数为 O= = cJ权重系数为 N，总活血效应值＝P=s 标化
a＋O=s 标化

b＋s 标化
c
=

aJweight=coefficient=is=P= = bJweight=coefficient=is=O= = cJweight=coefficient=is=NI=total=effect=of=promoting=bloodZ=P=s 标化
a
=H=O=s 标化

b
=H=s 标化

c

Q= =讨论=

根据中医的论述，血瘀证主要由七情中的“忧

怒”和六淫中的“寒邪”为病因导致血液的流动性

和黏度变化而引发的，故血瘀模型与“忧怒”和“寒

邪”等病因紧密相连。通过给大鼠 sc大量的肾上腺

素模拟暴怒时机体状态，以冰水浸泡模拟寒邪侵

入，两者综合以建立寒凝气滞血瘀模型，并以复方

丹参滴丸和阿司匹林作为活血药物的阳性对照，对

模型进行了有效性验证。为了综合反映丹参不同有

效部位的活血化瘀药效，本实验选择了血液流变学

（t_s和 ms）、凝血功能（qq、mq、Amqq和 cf_）、

eCq、bpo、与 Aam多个效应指标来综合评价其药

效。然而由于药物对各指标的反应灵敏度往往不一

致，需要将各指标统一计量单位，进行标化，形成

整合效应以对药物的终末药效有一个整体的、直观

的认识。=

多指标综合指数法是将多个不同类别、不同性

质、不同计量单位的指标标准化，最后转化成一个

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能反映事物相对水平和整体

变动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xNRz。mCA是把多指标转化

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即主成分），其中每个主成

分都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且所含信息

互不重复。这种方法在引进多方面变量的同时将复

杂因素归结为几个主成分，使问题简单化，同时得

到的结果更加科学有效的数据信息，有助于保证客

观地反映样本间的现实关系xNOINSz。对于权重系数的

选择，本实验将专家评分法结合相关效应指标在文

献中出现的频次来综合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专家评分法的不足，使权重系数的确定趋于科学、

合理。此外，由于 mip可以有效解决中药物质效应

具有高维变量和变量之间关系复杂的问题，本实验

采用了 mipJaA中的sfm对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

指标进行了评分，从而全面地验证上述权重系数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xNTJNUz。=

通过结合多指标综合指数法和 mCA对急性血瘀

大鼠的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指标进行整合。结果

显示，复方丹参滴丸与对照组的 mCA聚类图最为接

近，预示三七与丹参配伍更有利于模型趋向正常。

有研究表明，丹参抗凝血成分的物质基础主要是丹

参酚酸类成分，而三七皂苷类成分是三七抗血小板

聚集作用的物质基础xNVz。丹参与三七配伍给药后，

三七皂苷类成分能够使丹酚酸类成分保持更高的血

药浓度；同时丹参中的丹参酮类成分也可提高三七

皂苷的膜渗透性和脂溶性，增强口服吸收率xOMz。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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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丹参滴丸具有较好的活血化瘀药效可能与两者配

伍后在抗血小板聚集、抗心肌缺血和血管内皮细胞

的保护作用等方面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有关xONJOOz。=

此外，丹参不同有效部位皆能改善血瘀大鼠的

血液流变学和凝血功能异常，其中，ac＋apq高剂

量组对血瘀大鼠的总活血化瘀效应最好。剂量相同

的情况下，ac＋apq的活血化瘀作用优于 aq、ac、

apq或有优于两者单用的趋势，这可能与两者配伍

使用，同时发挥了丹参总酚酸抗氧化能力强与丹参

总酮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显著的药效相关，其有效

部位配伍使用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给药相

同的情况下，在实验的剂量范围内，随着实验剂量

的增加，各给药组的活血化瘀疗效明显增强，呈现

一定的量效关系。本研究采用多指标综合指数法和

mCA 用于丹参有效部位配伍后活血化瘀效应相互

作用研究，为丹参有效部位在临床上的合理运用提

供了理论支撑，为丹参相关新药的开发利用提供了

基础，也为中药有效部位配伍相互作用研究提供思

路与方法。=

参考文献=

xNz pu=C=vI=jing=n=iI=oahman=hI=et=alK=palvia=miltiorrhizaW=

qraditional=medicinal=usesI=chemistryI=and=pharmacology=

xgzK=Chin=g=Nat=jedI=OMNRI=NPEPFW=NSPJNUOK=

xOz 陈= =磊I=陆= =茵I=郑仕中I=等K=丹参药理活性成分的整

合效应= xgzK=中草药I=OMMVI=QMEPFW=QTSJQTVK=

xPz 朱海林I=张大伟I=孙隆儒I=等K=白花丹参总酚酸提取物

对大鼠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影响= xgzK=中草药I= OMNOI=

QPEUFW=NRSRJNRSVK=

xQz 王冰瑶I=吴晓燕I=樊官伟K=丹参素保护心血管系统的药

理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 xgzK= 中草药 I= OMNQI= QRENTFW=

ORTNJORTR=

xRz 陈= = 峰I= 李泽友I= 刘明生K= 丹参制剂的研究进展= xgzK=

中国药房I=OMMSI=NTEONFW=NSTRJNSTTK=

xSz mang=e=nI=tu=iI=qang=v=mI=et=alK=Chemical=analysis=of=

the= herbal= medicine= palviae= miltiorrhizae= oadix= et=

ohizoma= EaanshenF= xgzK= joleculesI= OMNSI= doiW=

NMKPPVMLmoleculesONMNMMRNK=

xTz 中国药典= xpzK=一部K=OMNRK=

xUz 赵洪芝 I= 王 = = 静 I= 姜 = = 民 I= 等 K= 丹参总酚酸提取物

rmiC 指纹图谱及成分定性研究= xgzK=药物分析杂志I=

OMNOI=POEQFW=SOMJSOOK=

xVz 李= =耿I=孟繁蕴I=杨洪军I=等K= rmiC 法同时测定丹参

中 NN 种成分的含量 = xgzK= 中国药房 I= OMNQI= ORENVFW=

NTSSJNTSUK=

xNMz 李伟霞I=黄美艳I=唐于平I=等K=大鼠急性血瘀模型造模

方法的研究与评价= xgzK=中国药理学通报I=OMNNI=OTENOFW=

NTSNJNTSRK=

xNNz 李伟霞I=唐于平I=郭建民I=等K=比较评价当归川芎配伍

对急性血瘀大鼠血液流变学及凝血功能的影响= xgzK=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I=OMNOI=POESFW=UMSJUNNK=

xNOz 李淑娇I=李伟霞I=唐于平I=等K=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多指

标综合指数法的当归J红花不同配比活血化瘀作用比

较= xgzK=药学学报I=OMNQI=QVEVFW=NPMQJNPMVK=

xNPz 李伟霞I=唐于平I=尚尔鑫I=等K=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当

归J川芎药对整体功效与化学物质关联性分析= xgzK=中

国中药杂志I=OMNOI=PPENVFW=OVPRJOVQOK=

xNQz 李伟霞I=黄美艳I=唐于平I=等K=基于代谢组学研究佛手

散对血虚小鼠的养血补血作用机制 = xgzK= 药学学报 I=

OMNPI=QUEUFW=NPMNJNPMSK=

xNRz 马瑞娟 I= 苗明三 K= 一种中药药效的多指标评价新方

法—综合权重法 = xgzK=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I= OMNNI=

OOERFW=RSVJRTOK=

xNSz 杜= =焰I=冯= =怡I=徐德生I=等K=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药粉

体流动性表征研究= xgzK=中成药I=OMNOI=PQETFW=NORUJNOSPK=

xNTz 徐培平I=张奉学I=符林春I=等K=基于均匀设计J偏最小

二乘回归建模的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研究方法= xgzK=中

草药I=OMNNI=QOEQFW=UNVJUOQK=

xNUz 蒋海强I=聂= =磊I=周洪雷I=等K=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分

析的钩藤总碱和莱菔子总碱组分配伍优化研究= xgzK=

中草药I=OMNPI=QQENUFW=OPRNJORPSK=

xNVz 郑= = 琴I= 彭常春I= 沈美兰I=等K= 丹参和三七的配伍研

究概况 = xgzK=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I= OMMVI= NREOFW=

UPJUSK=

xOMz 牧= =磊I=陈= =钢I=张= =晓K=丹参三七有效组分及其复方

的药代动力学研究进展 = xgzK= 中成药 I= OMNNI= PPETFW=

NOMVJNONPK=

xONz 商洪才I=张伯礼I=高秀梅I=等K=丹参三七药对不同配比

药效学比较研究 = xgzK= 辽宁中医杂志 I= OMMOI= OVERFW=

OVTJOVVK=

xOOz 龚= =婉I=肖= =扬I=张= =萌I=等K=丹参总酚酸及三七总皂

苷配伍对缺氧复氧损伤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研究= xgzK=

中国中药杂志I=OMNPI=PUETFW=NMQSJNMRNK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