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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丹参注射液是一种常用中药制剂，具有调血脂、抗炎和抗氧化、抗细胞凋亡和促细胞增殖、保护肾功能、保肝等药

理作用，在临床上用于治疗冠心病、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胰腺炎、妊娠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小儿过敏性紫癜、肺源

性心脏病等疾病。总结了丹参注射液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为其药理作用机制和临床有效性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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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shen Injection is a commonly us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which ha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hypolipidemic effect,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oxidant effects, anti-apoptosis and promoting cell proliferation, kidney protection, and 

liver protection. It is clinically used to treat diseases such a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cute ischemic stroke, acute pancreatitis, 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viral myocarditis, pediatric allergic purpura, and pulmonary heart diseas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Danshen Injection,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its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and clinical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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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注射液是一种常用中药制剂，为棕色或棕

红色的澄明液体，具有毒性小、药源充足、效高价

廉等特点。丹参注射液中含有水溶性成分和微量的

脂溶性成分，主要活性成分包括丹参酮、丹参素、

丹参酸乙、丹参酸丙、原儿茶醛和丹酚酸 A 等[1]。

丹参注射液具有活血化瘀、通脉养心的功效，用于

冠心病胸闷、心绞痛。丹参注射液属抗心绞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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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调血脂、抗炎和抗氧化、抗细胞凋亡和促细胞

增殖、保护肾功能、保肝等药理作用，在临床上用

于治疗冠心病、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胰腺炎、

妊娠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小儿过敏性紫癜、肺

源性心脏病等疾病。本文总结了丹参注射液的药理

作用和临床应用，为其药理作用机制和临床有效性

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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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药理作用 

1.1  调血脂 

血脂是血浆中所含脂类的统称，主要成分为三

酰甘油和胆固醇，反映体内脂类代谢情况，当血脂

水平升高时，会引起高脂血症。王语晴[2]经实验研

究发现，5.0、2.5 mL/kg 丹参注射液 ip 给药 21 d 对

于高脂乳剂造模的高脂血症小鼠的血脂水平有所

改善，其机制可能与糖脂代谢、炎症反应等信号通

路有关。 

1.2  抗炎和抗氧化 

罗晓梅等[3]研究发现，1、2、4 mL/kg 丹参注射

液 12 h/次持续 6 d 的 ip 给药对脓毒症大鼠心肌损

伤的保护作用发现丹参注射液能够降低心肌细胞

凋亡、增加平均动脉压、提高抗氧化酶超氧化歧化

酶（SOD）的水平、降低氧化产物丙二醛（MDA）

的含量同时可以下调炎症通路蛋白 Tol 样受体 4

（TLR4）和 p-P65，进而达到抑制脓毒症大鼠心肌损

伤的效果。在研究糖尿病肾病上，有学者发现丹参

注射液通过 6 周 ip 给药 0.5、1.0 mL/kg 可以降低糖

尿病肾病组织中肿瘤坏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

素-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L-6）的水平，有抑

制炎症的效果[4]。用 0.85 mL 丹参注射液椎旁右侧

注射 2 周也能表现出对大鼠腰椎神经根炎的治疗作

用，这与调控 β-内啡肽、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表达

有关，可促进生理功能的恢复[5]。 

1.3  抗细胞凋亡和促细胞增殖 

细胞凋亡与多种活性氧相关，当机体产生过多

的活性氧化物时，会加速细胞损伤，导致细胞凋亡，

引起细胞功能障碍[6]。细胞增殖是指细胞以分裂的

方式使细胞数量增加的过程，是细胞生命活动的重

要特征。研究中发现，丹参注射液具有潜在的保护

细胞凋亡的作用，丹参注射液（1～1.5 g/mL）用

DMEM 培养基稀释成不同质量浓度，经过 24 h 作

用能够显著改善 H2O2 诱导的雪旺细胞的形态变化

和活性，使凋亡细胞数量明显减少，提示丹参注射

液可用于修复周围神经损伤[7]。此外，25、50、100、

200、400 μg/L 丹参注射液经过 72 h 作用后还能够

保护软骨细胞，抑制兔软骨细胞的凋亡，其机制可

能与下调软骨细胞促凋亡因子 Bax 基因、上调软骨

细胞促凋亡因子 Bcl-2 基因的表达有关[8]。学者建

立阿霉素诱导的 BALB/c 小鼠和脂多糖诱导的小鼠

足细胞的肾病综合征模型，通过体内外研究发现丹

参注射液通过 PI3K/Akt/mTOR 信号激活足细胞自

噬，并减少细胞凋亡，从而缓解肾病综合征[9]。夏

庆泉等[10]在研究丹参注射液对小鼠前成骨细胞的

影响中发现，其能够促进小鼠成骨细胞的增殖、分

化和矿化，作用机制或与激活 MAPK 通路中的

ERK1/2 细胞信号有关，这为后续治疗骨质疏松症

等疾病提供研究支持。用 37.50、18.75、9.38、4.69、

2.34、1.17、0.59、0.29、0.15 μg/mL 丹参注射液处

理体外培养的胎鼠大脑皮质神经干细胞 48 h，检测

结果表明丹参注射液在提高神经干细胞增殖能力

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其向神经元方向的分化[11]。 

1.4  保护肾功能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五脏六腑之根，肾

脏具有排泄、调节以及内分泌的生理功能，负责排

出人体大多的物质代谢产物，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

功能。给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 ip 0.78 

mL/kg 丹参注射液 8 周，观察发现丹参注射液改善

了大鼠的 24 h 尿蛋白排泄量、血清肌酐、血尿素氮

等生理功能障碍，缓解肾小球肥大、纤维化的超微

结构异常[12]。陈奇等[13]采用 5/6 肾切除方法诱导慢

性肾脏病大鼠模型研究 1.6、4.8 mL/kg 丹参注射液

ip 给药 4 周对其肾功能的影响，发现丹参注射液能

够显著降低大鼠的 24 h 蛋白含量、血清尿素、肌酐、

IL-1β 以及 IL-2 的水平，起到保护肾功能的作用。 

1.5  保肝 

瞿慧等[14]研究尾 iv 200、150、100 mg/kg 丹参

注射液 7 d 对 CCl4诱导的急性肝损伤小鼠的保肝作

用，发现小鼠血清中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的含量均有所降低，肝脏损伤程度

明显减轻，达到保护肝脏的效果。符路娣等[15]将丹

参注射液（0.5 g/kg）与甘草酸二铵（70 mg/kg）联

合尾 iv 3 d 用于急性肝损伤小鼠，结果表明二者联

用时能不同程度减轻肝脏组织病变，对肝的保护有

协同增效作用。 

1.6  其他作用 

微循环是指微小动脉与微小静脉之间的血液

循环，是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有学者在研究中发

现丹参注射液对高龄髋关节置换患者足甲襞微循

环有所改善，能改善血液黏度，促进微循环[16]。用

SD 大鼠建立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性损伤的实验模型

并注射丹参注射液，实验结果表明丹参注射液能够

抑制大鼠 P2X3 受体的表达，缓解外周神经疼痛[17]。

另外通过 7 d ip 10、5、1 mg/mL 丹参注射液可以有

效降低脑损伤对大鼠神经元的影响，发挥脑保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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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降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MDA、

SOD 水平，提升 Bcl-2 蛋白、Persephin 水平[18]。在

保护心肌方面，15.00、7.50、3.75 g/kg 丹参注射液

通过尾 iv 给药 3 h 后，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大鼠的心

肌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可能通过提高心肌细胞 Na+，

K+-ATP 酶活性，降低心肌组织中 TNF-α、IL-1β 的

表达，进而起到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19]。 

丹参注射液的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见表 1。 

 

表 1  丹参注射液的主要药理作用 

Table 1  Mai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Danshen Injection 

药理作用 实验模型 给药剂量 
给药方式 

和时间 
作用机制 

参考 

文献 

调血脂 高脂乳剂诱导小鼠高脂血症

模型 

5.0、2.5 mL·kg−1 ip 21 d 降低血脂、氧化应激水平，改善肝

细胞损伤 

 2 

抗炎和 

抗氧化 

盲肠结扎穿孔法复制大鼠脓

毒症 

1、2、4 mL·kg−1 ip，12 h·次−1， 

6 d 

上调抗氧化通路，下调炎症通路，

保护心肌损伤 

 3 

 链脲佐菌素诱导大鼠糖尿病 0.5、1.0 mL·kg−1 ip 6周 抑制氧化应激、炎症反应  4 

 采用自体髓核移植法建立腰

椎间盘神经根炎模型 

0.85 mL·d−1 椎旁右侧注射 

2 周 

促进模型大鼠患肢步态、触觉、神

经电生理功能恢复 

 5 

抗细胞 

凋亡和 

促细胞 

增殖 

H2O2 诱导雪旺细胞凋亡 66.250～9.375、12.50～ 

18.75、25.0～37.5 

mg·mL−1 

作用细胞 24 h 改善细胞形态变化和活力  7 

膝关节软骨组织建立兔膝软

骨细胞体外培养体系 

0、25、50、100、 

200、400 μg·L−1 

作用细胞 72 h 下调软骨细胞 Bax 基因表达，上调

软骨细胞 Bcl-2 基因表达 

 8 

 阿霉素诱导 BALB/c 小鼠肾病

综合征 

5、25、75 μL·d−1 ig 2 周 改善肾小球足细胞的自噬和抑制

其凋亡 

 9 

 体外培养小鼠前体成骨细胞 300 mg·L−1 作用细胞 24、

48、72 h，6 d 

促进成骨细胞增殖、分化和矿化 10 

 体外培养胎鼠大脑皮质神经

干细胞 

37.50、18.75、9.38、 

4.69、2.34、1.17、0.59、 

0.29、0.15 μg·mL−1 

作用细胞 48 h 提高细胞增殖能力，促进其向神经

元方向分化 

11 

保护肾 

功能 

链脲佐菌素诱导大鼠糖尿病 0.78 mL·kg−1 ip 8 周 减轻肾小球超微结构异常，保护肾

小管；抗氧化 

12 

 5/6 肾切除诱导大鼠慢性肾脏

病 

1.6、4.8 mL·kg−1 ip 4 周 降低血清肌酐、尿素氮水平，减轻

尿蛋白症状，抗炎 

13 

保肝 CCl4 诱导小鼠急性肝损伤 100、150、200 mg·kg−1 尾 iv 7 d 减轻炎性浸润，缓解肝细胞变性和

坏死 

14 

 CCl4 橄榄油溶液诱导小鼠急

性肝损伤 

0.5 g·kg−1 尾 iv 3 d 护肝降酶，改善肝组织病理损伤 15 

镇痛 大鼠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性损

伤 

  清除、减少自由基产生，抑制过氧

化反应、抗炎症介质，调节氨基

酸类神经递质 

17 

脑保护 10% O2＋90% N2持续 2 h 完成

脑损伤造模 

1、5、10 mg·mL−1 ip 7 d 抗脂质过氧化、清除自由基，改善

大鼠神经元指标 

18 

保护 

心肌 

逆行胆胰管注射牛磺胆酸钠

诱导重症急性胰腺炎 

3.75、7.50、15.00 g·kg−1 尾 iv 3 h 减少心肌炎症损伤，保护心肌细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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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应用 

2.1  治疗冠心病 

冠心病一般是由于冠状血管粥样硬化，使管腔

壁增厚、血管狭窄，导致血流不通畅，甚至血管闭

塞、心脏供血不足而引发的心脏病[20]。其诱发因素

包括过度肥胖、血液黏稠度增高、高血压、糖尿病、

年龄因素、遗传因素等。中药对冠心病的预防和治

疗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中西药结合进行治疗，在

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赵辉等[21]在临床研

究中发现丹参注射液能够明显改善冠心病患者的

凝血功能，降低血小板的活化程度。此外，丹参注

射液还可以有效延长凝血时间，改善患者的高凝状

态，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活化[22]。 

2.2  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多数为血栓导致，少数为栓

塞导致，是严重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疾病[23]。许秀

峰[24]将丹参注射液（iv 20 mL/次，1 次/d）联合阿托

伐他汀钙片用于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疗程为 4 周，

结束后发现联用治疗效果优于单用阿托伐他汀钙

片，能够缩小患者颈动脉斑块面积，改善血液流变

学指标，效果较优。丹参注射液联合脑苷肌肽治疗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能够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和脑

电图背景活动，降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再发风

险，大大提高患者的生活水平[25]。有学者将三虫半

夏白术天麻汤联合丹参注射液治疗风痰瘀阻型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后患者的临床效果较优，血

液流变学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均有改善[26]。 

2.3  治疗急性胰腺炎 

丹参注射液联合泮托拉唑钠能够治疗急性胰

腺炎，改变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

改善各指标的水平，有效控制血清炎性因子水平，

减轻患者的不适[27]。当丹参注射液联合日夜连续性

血液净化时，则能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降低血清

淀粉酶水平，减轻炎症反应，达到较优的疗效[28]。

与奥曲肽合用还能有效提高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

的疗效，改善其凝血功能[29]。将生长抑素与丹参注

射液合用时，可以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抑制炎症

反应，疗效显著[30]。 

2.4  治疗妊娠高血压 

对于妊娠高血压的患者，丹参注射液与硝苯地

平、阿司匹林联用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凝血四项，

降低妊娠不良反应事件发生率，减轻患者不适感，

疗效有所提高[31]。丹参注射液（20 mL，在葡萄糖

注射液中静脉滴注，1 次/d，）也能与尼莫地平片（温

水口服 35 mg/次，2 次/d）联用，持续用药 28 d，提

高了患者的自然分娩率，有效控制血压，改善脐动

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和血清因子水平，疗效较好[32]。

丹参注射液联用硫酸镁、甲基多巴治疗妊娠高血

压，可以调节血清前列腺素 E2、内皮素 1、饥饿素

水平，临床效果显著，血压控制好，安全性高[33]。 

2.5  治疗病毒性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属于感染性疾病，由病毒感染心

脏所导致的以心肌炎性病变为主要表现的疾病[34]。

丹参注射液与左卡尼汀合用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

患儿，在治疗结束后发现患儿的心肌酶指标水平均

有所降低，其疗效显著，有效改善患儿心电图，并

减轻心肌损伤[35]。当丹参注射液辅助治疗病毒性心

肌炎患者时，可以积极发挥其抗炎、抗自由基作用，

治疗效果显著[36]。 

2.6  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 

患儿接受丹参注射液辅助化学药治疗儿童过

敏性紫癜，结果发现患儿的皮肤紫癜、消化道症状、

关节疼痛时间明显缩短，其治疗效果显著，且安全

性高、不易复发[37]。丹参注射液与双嘧达莫联用也

可用于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治疗后能够明显改善

患儿的临床症状，缩短患儿恢复时间，减少不良反

应的发生[38]。 

2.7  治疗肺源性心脏病 

肺源性心脏病是由于支气管-肺组织或肺动脉

血管结构或功能异常，导致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动

脉高压引起的心脏病。丹参注射液联合环磷腺苷葡

胺治疗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可观察到患者肺功能和

血液流变学指标有所改善，疗效较优[39]。丹参注射

液联合环磷腺苷葡胺治疗肺源性心脏病可有效改

善血氧供给，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具有一定的临

床参考价值[40]。 

2.8  其他 

视网膜静脉阻塞患者在基础治疗的情况下加

用丹参注射液离子导入治疗，结果发现患者的视

力、眼底病变有显著改善，血流异常情况改变，疗

效显著[41]。丹参注射液在膝骨性关节炎治疗中表现

出显著效果，能够改善患者的血清炎症细胞因子水

平[42]。肾病综合征患者采用丹参注射液与甲泼尼龙

进行联合治疗，发现患者的肾功能增强，有效改善

患者的高凝血状态，临床治疗效果好[43]。子宫肌瘤

患者使用米非司酮和丹参注射液进行联合治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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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患者子宫肌瘤体积明显降低，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的月经情况[44]。另外，丹参注射液联合等速肌力训

练可以显著改善康复期脊髓损伤患者的肢体功能，

降低炎性因子，疗效显著[45]。丹参注射液联合尤瑞

克林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能够改善患者的氧化应

激、血液流变学指标、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这可能

与患者血清 miR-146a、miR-128b 表达有关[46]。 

3  结语 

丹参注射液是由丹参制成的中药制剂，广泛应

用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临床治疗效果

显著，安全性较高。其主要成分为丹参素、丹参酮、

丹酚酸等，具有抗炎、抗氧化、降血脂、保肝、保

肾、改善微循环、抗凝血、抗细胞凋亡、神经保护

等药理作用。在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冠心病、急性胰

腺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小儿过敏性紫癜、肺心

病、病毒性心肌炎等疾病。 

丹参注射液的广泛应用表明其在临床上占用

重要的地位，但因其所含的化学成分较复杂，对机

制的深入研究尚缺乏，临床证据不足。因此需要进

一步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以保证丹参注射液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基于丹参注射液的现有基础研

究和临床研究，还需对其物质基础、药动学、药理

作用和作用机制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开

展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为丹参注射液的有效

性、不良反应和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理论依据和高质

量的循证医学支持。通过更多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实

践，进一步完善丹参注射液的临床应用价值，为心

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希望。同时，

还可以探索丹参注射液在其他疾病领域的应用潜

力，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更多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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