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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中药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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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对活血化瘀中药的药理作用及其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改善血流动力学、改善血液流变学、改善微循环障碍、

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肌缺血、抑制组织异常增生、抑制炎症、抑制肿瘤等方面。已经有很多成药应用于临床，涉及

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硬化等数十种疾病，临床疗效显著，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综述活血化瘀中药及天然药物提取

物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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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in pharmacological study 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ith function of activating blood and resolving stasis 

GAO Chong, LIU Lu, HU Ai-ju, FENG Yu-ting, ZHU Li-xi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Central Hospital of Handan City, Handan 056001, China 

Abstract: Recently, the researches on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with the function of activating 
blood and resolving stasis and the mechanism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hemodynamics, hemorheology, and 
microcirculation, antithrombosis, anti-atherosclerosis, anti-myocardial ischemia, inhibition of abnormal tissue hyperplasia, anti- 
inflammation, antitumor,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widely applied in the clinical use for treating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diabetes, cirrhosis, and other diseases, with a good prosp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pharmacological study on CMM and extract from natural products with the function of activating blood and 
resolving 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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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治疗原

则，《内经》记载的“疏其血气、令其调达”，已成

为后世活血化瘀治则的基础。随着对活血化瘀中药

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具有改善血流动力学异常、改

善血液流变学异常、改善微循环障碍、抗血栓形成、

抗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肌缺血、抑制组织异常增生等

药理作用，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涉及心脑血管

疾病、糖尿病、肝硬化等数十种疾病，临床疗效显

著，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1  改善血流动力学 

血瘀患者大多出现血流动力学异常，表现为某

个器官或部位的循环障碍、血管狭窄或闭塞、血流

量降低，如冠脉循环障碍所致的冠心病，脑循环障

碍引起的缺血性卒中。活血化瘀中药多有推行血液

运行，促进循环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改善微循环、

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改善心功能是改善血流动

力学异常的有效途径。 
许多活血化瘀药对不同部位的血管，如心、脑、

肢体、肠系膜、肾等血管均有扩张作用，对不同的

血管（如动脉、静脉、毛细血管）也有作用。各种

活血化瘀药扩张血管的主要部位有所不同，赵艳明[1]

研究了桃仁的水提醇沉制剂（pH 值中性），剂量 20 
mg/kg 直接注入犬股动脉，给药 10 min 后显示股动

脉血流量增加，证实其有明显扩张血管的作用。俞

云等[2]报道 ig 给予麻醉犬心灵安（主要成分是党参

提取物浸膏）15 mg/kg，利用呼吸机测量心输出量

（CO）和冠脉流量（CBF）。结果显示其可显著增加

实验动物 CO 和 CBF，改善血流动力学状态。 
于震等[3]报道人参提取物和红花提取物配伍应

用可明显增加模型犬的 CBF 和 CO，增加左心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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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大上升速率，降低左心室舒张末压、冠脉阻力

和总外周阻力。 
目前治疗冠心病多从扩张冠脉、降低心肌耗氧

量这两方面入手，而多数活血化瘀药均有增加冠脉

流量及心肌营养血流量的作用，因此此类药物对治

疗冠心病、心绞痛具有良好的疗效。 
2  改善血液流变学 

中医理论认为“瘀”为“积血”，“瘀症”为“积

血之病”。血瘀与血液的停积和不能流通有关，因此

从血液流变学和血液循环角度来考虑，血瘀证是一

组血液循环障碍或血液流变学行为异常的疾病[4]。

血瘀证的临床表现各异，涉及病种很多，但一般均

有血液“浓、黏、凝、聚”的倾向：浓指血液的浓

度增高；黏指血液黏稠；凝指血液的凝固性增加；

聚指血细胞聚集力增加[5]。活血化瘀中药一般均能改

善血瘀患者血液的浓、黏、凝、聚状态。 
陈晓鹏等[6] ig 给予血瘀模型大鼠诃子醇提物

（相当于生药 1 g/kg）10 mL/kg，每日 1 次，连续 7 d
后取血，检测其血液流变学相关指标。结果显示其

可明显降低模型大鼠的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

胞压积，增强红细胞变形、取向能力，提高红细胞

的抗低渗能力，对红细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裴瑾等[7] ig 给予寒凝血瘀模型大鼠桃仁油 1.0、

3.0、4.5 g/kg，连续 7 d，然后采用全自动流变仪测

定血液流变学指标，利用血凝仪测定其纤维蛋白原。

结果显示其能明显降低模型动物全血黏度、血浆黏

度、降低红细胞压积及纤维蛋白原。 
张涵等[8] ig 给予血瘀模型大鼠姬松茸水提物

（相当于生药 1 g/mL），剂量为 2.5、5 g/kg，每天 1
次，连续 7 d。结果显示其可显著降低模型大鼠的全

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压积及血沉。 
血液流变学方法在活血化瘀研究中已得到广泛

的应用，对血瘀证临床表现的诊断、血瘀程度判断、

活血化瘀疗效评价等提供了客观指标，对血瘀动物

模型的复制、活血化瘀机制研究、活血化瘀药物研

究等亦有重要意义。随着血液流变学研究方法的不

断完善，新的仪器研制成功，血液流变学方法在活

血化瘀研究中的重要性将日益显示出来。 
3  改善微循环障碍 

血瘀患者常表现有微循环障碍，如冠心病、脉

管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等。近年来，随着微循环

研究的深入开展，对微循环的本质也有了进一步认

识。微循环是微动脉和微静脉之间的微血管中的血

液循环，包括微动脉、毛细血管前括约肌、毛细血

管、毛细血管后微静脉、微静脉及动静脉短路等[9]。 
裴瑾等[7] ig 给予模型小鼠桃仁油 1.0、3.0、4.5 

g/kg，连续 8 d，分别于末次给药后 10、20、30 min
在显微镜下观察其耳廓毛细血管开放量，并用测微

尺测量耳廓微动脉、微静脉的口径。结果显示其能

明显增大耳廓微动脉、微静脉的口径，增加毛细血

管开放量。 
郑楚等[10]报道 ig 给予大鼠活血散瘀颗粒（由钩

藤、竹节参、金银花等多味药组方，相当于生药 6.22 
g/g）16 g/kg，每日 1 次，连续 9 d。于末次给药后

1 h，按 Chambers 法制备微循环标本，用 Aver 
Ezeapture 图像分析系统观察微循环变化。结果显示

其可显著抑制肾上腺素引起的大鼠肠系膜微循环动

脉管径缩小、流速减慢、毛细血管开放数量减少，

终改善微循环。 
杨宇杰等[11]ig 给予小鼠山楂叶总黄酮（质量分

数 72.3%）52 mg/kg，利用显微镜观察给药后 1 h
其耳廓毛细血管开放量及微动脉、微静脉口径。结

果显示山楂叶总黄酮可明显增加模型组小鼠耳廓毛

细血管开放数量、微动脉及微静脉口径，显著改善

耳廓微循环状态。 
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蓬勃开展，国内许多医

学工作者在应用现代医学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中医血

瘀本质和活血化瘀原理时，已发现血瘀是一个与微

循环障碍密切有关的病理过程。因此，各种研究微

循环的方法已成为进行活血化瘀药药理作用研究的

有效手段。 
4  抗血栓形成 

血瘀证常表现为血栓闭塞性疾病，如心肌梗死、

脑血栓形成、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视网膜血管阻塞

等。血瘀患者血液呈浓、黏状态，血流缓慢，血小

板易于在血管内膜损伤处黏着，引起血栓形成[12]。 
王琳琳等[13] ig 给予血瘀模型大鼠赤芍总苷 20 

mg/kg，连续 6 d，观测血液流变学的各项指标。结果

显示其可明显降低模型大鼠的血小板聚集和红细胞

聚集，延长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

间（APTT），降低全血黏度（低切），减少血栓的生成。 
龚婕宁等[14] ig 给予模型大鼠六味地黄汤水煎

醇沉溶液 20 g/kg，连续 40 d，测定其血小板聚集率；

利用放免法测定血清前列环素、血栓素（TXB2）、
内皮素（ET）；采用试剂盒测定血浆纤溶酶原激活

物（t-PA）和纤溶酶原激活抑制物（PAI）。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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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六味地黄汤能抑制大鼠血小板聚集率的升高，降

低纤维蛋白原（Fg），减少内皮细胞分泌血栓素 B2
（TXB2）、组织 PAI、ET，增加 6-酮-前列腺素 F1α

（6-K-PGF1α）和 t-PA 的水平，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活性，降低丙二醛（MDA）和脂褐质的量，

抑制血栓形成。 
祝晓雯等[15]将水蛭超细粉配成 0.09 g/mL 溶

液，以 10 mL/kg ig 给药，每日 1 次，连续 5 d，利

用剪断尾尖的方法测定小鼠出血时间；利用血栓测

定仪测量血栓长度，称湿质量、干质量。结果显示

其可显著延长小鼠出血时间，抑制模型大鼠静脉血

栓形成，减轻静脉血栓质量。 
孟倩超等[16]将豨莶草乙醇提取物的抗血栓组

分（60、180 mg/kg）ig 给予模型大鼠，连续 8 d，
利用血小板聚集仪测定血小板 大聚集率；利用放

免法测定 cAMP、cGMP 量；利用试剂盒测定 TXB2
量。结果显示该组分可降低血瘀动物血小板的 大

聚集率，升高血小板的 cAMP/cGMP 比值，降低血

中 TXB2，从而起到抗血栓作用。 
目前，冠心病、糖尿病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

率明显增加，往往都伴有纤溶及凝血功能异常。因

此，发掘活血化瘀药的抗血栓作用对预防心脑血管

病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 
5  抗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肌缺血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活血化瘀中药具有良好

的抗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肌缺血的作用。 
余追等[17]发现当归注射液能显著降低实验性

高脂血症家兔血清三酰甘油水平，减少主动脉斑块

面积，有明显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黄世领等[18]报道川芎煎剂和醇提液（常规煎煮

2 次，浓缩成 100%和 50%煎液）按剂量 20、10 g/kg 
ig 和 sc 给药，均能明显提高大鼠、小鼠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的量，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提

示川芎不仅减少胆固醇在肠道的吸收，加速胆固醇

在体内的转化，可能还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对血中胆

固醇的转运和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对低密度脂蛋白的

摄取，从而降低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的危险。 
魏领地等[19]发现 ig 给予模型动物抗栓胶囊（当

归、丹参、僵蚕、壁虎等中药组成的复方制剂）1.44、
0.72、0.36 g/kg，每日 1 次，连续 14 d，对激光致

血栓小鼠的抗血栓作用显著，并可使小鼠耳廓动静

脉扩张，其对因脑垂体后叶引起的大鼠急性心肌缺

血也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孟广森等[20]研究表明毛冬青根浸膏（相当于生

药 13.88 g/g）按 3.2 g/kg 剂量 ig 给予小鼠，连续 7 d，
可显著延长心电图消失时间，提示其能延长小鼠常

压耐缺氧时间；毛冬青地上部分浸膏（相当于生药

15.62 g/g）ig 给予大鼠 3.37 g/kg，连续 7 d，可显著

增加离体心脏冠脉流量，减慢心率，增大心搏幅度；

ig 给予模型大鼠 12.5 g/kg，连续 7 d，能显著对抗

大鼠急性心肌缺血心电图 ST 段上移和 T 波增高。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基础

之一，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常导致血栓形成，

供血障碍等。心肌缺血更严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

它的诱因多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因此，发掘活血

化瘀药的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等作用尤为重要。 
6  其他作用 
6.1  抑制组织异常增生 

对一些良性的异常组织增生，如硬皮病、瘢痕

组织、肠粘连、盆腔炎、食道狭窄等，活血化瘀药

可抑制胶原合成，促进其分解，并使增生变性的结

缔组织转化、吸收，从而抑制组织异常增生。 
赵志宏等[21]报道复方丹参注射液（含生药 1.5 

g/mL）按 7.0、14.0 g/kg 剂量给术后大鼠腹腔灌注 3 
mL，连续 10 d，按照 Nair 五级分类法标准评分。

结果其可有效预防大鼠术后腹腔内粘连。 
李蜀平等[22]报道压敏胶贴剂舒筋贴（含川芎、

羌活等多种中药，生药 4.83 g/贴）按生药 0.86、0.43、
0.22 g/kg 贴敷于大鼠背部去毛区，每天 1 次，贴敷

6 h 后去除，连续 14 d，测得其肉芽肿净质量，其肉

芽肿质量明显低于模型组，研究结果表明其能明显

抑制大鼠肉芽肿的增生。 
梁莹等[23]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煎成 1.2 g/mL

药液）和理血消银汤（桃仁 12 g、红花 9 g、当归 9 g、
生地 9 g、川芎 12 g、赤芍 10 g、土茯苓 30 g、丹参 20 
g、白鲜皮 15 g、甘草 6 g，煎成 1.7 g/mL 药液）按 10 
mL/kg ig 给药，每天 1 次，连续 6 d，光镜下计数每

100 个基底细胞中的有丝分裂数、每 100 个鳞片中有

颗粒层的鳞片数和利用放免法检测 ET-1 量。结果其

均对小鼠阴道上皮细胞有丝分裂、鼠尾鳞片表皮分

化、ET-1 水平有明显的调节作用，从而表明其可能

通过阻断多个发病环节起到治疗银屑病的作用。 
6.2  抑制炎症 

炎症有红、热、肿、痛等症状，中医认为是“血

瘀”的表现。活血化瘀药能扩张血管、加速血流、

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善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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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炎性渗出和促进渗出的吸收。此外，还能通过

影响免疫系统等达到抗感染及抗炎目的。 
李淑慧等[24]以角叉菜胶诱导大鼠气囊滑膜炎

为模型，观察三七总皂苷对气囊滑膜炎渗出液中蛋

白量、白细胞数量及脂质过氧化物 MDA 量的影响；

采用细胞色素 C 还原法及放射免疫分析法，进一步

观察了三七总皂苷对渗出液中中性粒细胞释放超氧

阴离子及其胞内 cAMP 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三七总

皂苷 60、120、240 mg/kg 均能剂量相关地抑制角叉

菜胶诱导的白细胞游出和蛋白渗出，显著降低MDA
水平、抑制中性粒细胞释放超氧阴离子；但能升高

中性粒细胞内 cAMP 水平。提示三七总皂苷对大鼠

气囊滑膜炎具有明显抗炎作用，其抗炎机制与升高

中性粒细胞内 cAMP 从而抑制氧自由基生成、减轻

脂质过氧化损伤有密切关系。 
王平等[25]将活血化瘀膏（含乳香、没药、透骨

草、细辛、伸筋草、红花等，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院内制剂）以 1 g/kg 剂量给患者贴敷，每

天换药 1 次，给药 6 d，观察其伤处肿胀和瘀斑等证

候表现。结果表明活血化瘀膏具有改变急性软组织

损伤作用，对于急性软组织损伤具有抗炎作用。 
6.3  抑制肿瘤 

中医理论认为气血失调和气滞血瘀可发展为癓

瘕积聚，形成肿瘤，宜用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等法

治之，活血化瘀药对肿瘤也有抑制作用。 
于明薇等[26]发现化瘀丸（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主要成分水蛭、西红花、王

不留行、桃仁等）按剂量 4 g/kg ig 给予 Lewis 肺癌

荷瘤小鼠，每日 1 次，12 d 后观察到瘤体质量明显

下降。研究结果表明化瘀丸对 Lewis 肺癌小鼠具有

一定的抗肿瘤生长作用，并能降低荷瘤小鼠异常升

高的血栓形成相关因子水平。 
薄芯等[27]报道莪术水煎液（2 g 生药/mL）30 

g/kg ig 给予预先使用环磷酰胺的小鼠，连续 7 d。
第 7 天取血，制骨髓细胞悬浮液，检测小鼠红细胞、

血红蛋白、白细胞数量及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率。

结果表明莪术水煎液可显著升高小鼠的红细胞、血

红蛋白、白细胞数量，并对环磷酰胺引起的骨髓嗜

多染红细胞微核率上升有极强的抑制作用，能减轻

肿瘤化疗药环磷酰胺对小鼠所产生毒副反应，提示

其有肿瘤辅助治疗作用。 
6.4  镇痛 

中医认为疼痛是血瘀的一个重要症状，“不通则

痛”，血脉不畅可致各种内脏及肢体疼痛。而活血化

瘀药可改善血循环而达到“通则不痛”的治疗目的。 
刘凯等[28] ig 给予小鼠乌藤镇痛胶囊（制川乌、

制草乌、青风藤、木瓜、独活、当归、红花、党参

组方，陕西神珠医药科技制品有限公司产品，相当

于生药 5.8 g/g）0.16、0.4、1 g/kg，每日 1 次，连

续 3 d，观察其对小鼠尾尖压痛的影响。结果显示其

能显著提高物理刺激引起的小鼠的痛阈，有明显的

镇痛作用。李蓉等[29]研究表明荆黄汤熏洗液（泸州

市人民医院提供，药液加热到 40 ℃后涂抹给药）

可提高小鼠对热板性疼痛的痛阈值，减少扭体反应

的平均次数，有显著的镇痛作用。 
6.5  兴奋子宫平滑肌 

许多具有活血调经功能的活血化瘀药能增加子

宫收缩力和节律，并有雌激素样作用。 
陈芳等[30]报道川芎、白芍及川芎–白芍药对水

煎液（药材饮片加水浸泡、煎煮、浓缩制成含生药

1 g/mL 水煎液）0.5 mg/mL 作用于大鼠离体子宫，

可提高子宫的收缩幅度和收缩频率。谢晓芳等[31]研

究发现 ig 给予大鼠加味圣愈汤（成都康奥药物研究

所中试生产，相当于生药 5.691 g/g），1.06 g/kg 剂

量组大鼠的子宫湿质量和子宫系数明显高于去卵巢

肾虚大鼠，结果显示其对大鼠子宫平滑肌的收缩有

促进作用。 
6.6  调节免疫功能 

活血化瘀药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有一定调

节作用，既能“祛邪”，又有调节体内“正气”的作

用，对免疫功能呈双重影响，既有免疫抑制作用，

也有免疫增强作用。一些活血化瘀药可抑制抗体形

成细胞及抗体的产生，减弱特异性免疫，具有类似

免疫抑制剂的作用，可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 
朱晓晨等 [32]报道补阳还五汤（含生药 35 

mg/mL）按 20 g/kg 等效剂量，给气虚血瘀模型小鼠

ig 0.5 mL，每日 1 次，连续 12 d，利用 Elisa 法检测

治疗组小鼠循环免疫复合物的量明显低于气虚血瘀

模型组，巨噬细胞吞噬率明显高于气虚血瘀模型组。

研究结果表明补阳还五汤可以提高气虚血瘀小鼠红

细胞受体活性，减少循环免疫复合物含量，增强巨

噬细胞的吞噬功能。 
高华荣[33]报道银杏叶乙醇提取物及水提取物

均可明显增强小鼠淋巴细胞线粒体脱氢酶的活性和

中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的释放，提高小鼠机体免疫

细胞功能。胡杰等[34] ig 给予小鼠金刚化瘀丸（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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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g），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率明显高于“离经之

血”模型组小鼠，提示其能显著增强小鼠巨噬细胞

的吞噬功能，具有良好的增强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的药理作用。 
7  结语 

近年来，对活血化瘀中药的药理作用进行了大

量研究，涉及临床各科的多种疾病，促使了该类药

物的全面开发与应用，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是

由于活血化瘀药的范围很广，包括复方、单味中药、

提取物及单体化合物，其有效成分复杂，单体成分

的分离及有关作用机制研究还比较少，是研究中的

难点和重点，有待以后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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