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抗血小板作用及机理的研究进展

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 � �� � 张 雷 �

摘要 在对一些具有活血化痕功效的中草药及其有效成分的抗血小板作用的研究中
,

发现这些中药

对促进血小板聚集
、

释放的� � �
� 、

� � �
、

� � �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对单核细胞一血 小 板聚集体

也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可提高血小板内� � � �水平
,

从而起到抗血小板
、

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
。

血栓形成引起心
、

脑血管栓塞是中老年人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的疾病
。

血栓形成一般认为

与多种因素引起的血小板粘附
、

聚集及血液凝固有关
。

因此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将在防治心脑

血栓形成中起积极作用
。

近来
,

国内在研究中草药杭血 小板功能方面
,

以活血化疯中药的研

究最为活跃
。

其特点为
�
抗血小板功能作为探索中医

“
血痛

”
理论和活血化癖治法作用原理

之一来进行研究
。

可 以认为
,

中医的
“
血痕

” 与血 小板高聚集状态有关
,

活血化痕与抑制体

小板功能有密切关系
。

在研究中
,

国内外学者发现一些中草药或其提取物具有较显著的抗血小

板作用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
。

� 抑制血小板花生四烯酸代谢

已知血小板激活时
,

磷脂酶 �
�
激活

,

花生四烯酸 � � � � 通过环氧 化 酶
、

血 栓 烷 �
�

� � � �
�

� 合成酶代谢为� � �
� ,
� � � �

可 以引起血小板的聚集
。

王 玲等的研究表明
,

从冬

青科植物毛冬青中分离 出的毛冬青甲素
,

不论以� � 或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为底物时均能显

著减少 � � �
�
和 �一� �� � 一�� � �� 的生成

,

提示毛冬青甲素对� � 代谢的影响是对环氧 化 酶
、

� � � �
合成酶和� � �合成酶均有抑制作用

。

异搏定对� � 代谢途径 中上述儿种酶的抑 制作用

大致与毛冬青甲素相似
,

但对 � � �
�
合成酶的抑制明显大于对�� �

�
合成酶的抑制

,

这 点 可

能是异搏定优于毛冬青甲素之处〔�〕
。

谭建权等发现
,

从木防己中提取出的木防己碱 无 论 血

内
、

体外给药均能抑制� � �诱导的大鼠的血小板聚集
。

木防己碱抗炎作用与抑制环 氧 化酶

有关
,

因而推测木防己碱抗血小板聚集作用也可能与抑制环氧化酶有关
,

从而使� � 转 化为

环内过氧化物发生障碍
,

进而使 � � �
�
合成受阻〔�〕

。

钩藤碱 �简称� � � �是从茜 草 科 植物

钩藤带勾茎枝分离出的一种生物碱
,

金若敏等实验表明
,

静脉注射� � �对� � 诱导的� � �
�
合

成无明显影响
,

而对胶原诱导的� � �
�
合成有抑制作用

,

从而推测� � �不影响环氧化酶活性
,

但能抑制胶原诱导的内源性� � 释放
,

使� � �
么
合成减少

。

体内外实验均显示
,
� � �对�� �

�

的生成无明显影响
,

进一步证明了其对血管壁环氧化酶无抑制作用〔� 〕
。

吴勇杰等对 苦 豆 硷

的研究表明
,

它对血小板�� 代谢有抑制作用〔‘〕
。

顾振纶等研究表明
,

棚皮素 �简 称� �
�
�

有抑制� � 代谢途径 中�百的产生或对 �万的直接清除作用
,

这可能是� � �抑制血小板 聚 集的

机制之一〔的
。

� 抑制血小板内�� �

凝血酶等因素引起的血小板内� � �的释放
,

抑制血小板表面� � �酶
,

暴露磷酷 表面
,

通过� �
干 十 “

搭桥
”
而互相粘聚

。

陶军等实验表明
,

无论体内
、

体外给灵芝都能明显抑 制 � � �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

给灵芝后
,

� �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的第一相波消失
,

第二相 波 明 显降

低
,

说明灵芝一方面能抑制血小板变形
,

使受体暴露减少
,

另一方面又能抑制血小板内源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物活性物质 �包括� � � � 的释放
。

其有效成分 尚待迸 一步研究〔“〕
。

� 抑制血小板激活因子作用

血小板激活因子 ��� � �是迄今发现的活性最强的血小板聚集诱导剂
。

�� � 引起的 血小

板聚集不依赖于� � �和 � � �
�

途径
。

人的血小板膜存在有 �� �特异受体
。

�� �活性与���

有关
,

血小板受刺激后立刻摄取细胞外� ��
� ,

使� ��
十

依赖性蛋白激酶�活化
。

活化的蛋白激

酶�催化蛋 白质磷酸化作用是血小板聚集
、

释 放一系列调节机制的先决条件
。

� � �使 细 胞

内� �
十 十

浓度升高
,

不仅因为�� �本身有 � ��
十

载 体 作用
,

它还刺激血小板膜磷脂酸肌醇 ��

特异的磷脂酶 � �� � �
。

韩桂夏等从海风藤
、

山药
、

石南藤 �种 中草药中都分得� �� ��
� � � � � � ,

同 时 分 得 双环

� �
, � , � �辛烷木脂素类

, � , � 产新木脂素类及 �
, 。, � � 新木脂素类化合物

,

并 证 明 它们

有拮抗�� �的活性
,

同时说明
,
�� �拮抗剂结构中是否存在吠喃环部分与�� �拈抗活性无

明显关系�� 〕
。

�� � � � �� 记 �� 是由银杏树叶提取分离的一类裕化合物
,

其中活性最强的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抑制
�

� 一� � �与其特异受体结合 的 ��
。。

为
� �

�

� 欠

� � � ,

� �� �
,

抑制人
、

兔血小板聚集的��
� 。

分别为 �
�

� � �� 一 “和�
�

� 又 � � 一 日� �� � � 〔�〕海风 藤酮

� � � � � �
� � � � � � � 和银杏内醋 � � � �� � � � ��� � � �是天然强活性�� �受体拮 抗 剂 的�个代

表化合物
。

骆苏芳等发现虎杖结晶�号 ��� � 有较强的抗血小板作用
。

� � 由虎杖中提取出

来
,

为 � ,
� 尹

, �一三经基芭一�一日一单一� 一葡萄糖贰
。

实验显示
� �� �

�

� � � � �� � �对血小板聚

集抑制率为��  
,

对� � �
�

释放并无影响
,
�� �

�

�� � � �� � �能抑制 � �  �
释放

,

此时 抑制

血小板聚集作用达到高峰
。

这说明�� 抑制血小板聚集除影响� � 途径外
,

还可能 抑 制血小

板释放� � � 〔。〕
。

� 提高血小板内� ���水平
,

降低血小板内� �
十 十

浓度

血小板变形反应和释放反应都与细胞内钙离子调控的细胞骨架蛋白的改组密切相关
。

钙

离子作为活化信息的传递者通过活化磷脂酶�或磷脂酶�
�
作用于磷脂产生 � � �

�或 �� �等

� � � �主要通过兴奋钙泵来降低细胞内钙离子浓度
,

亦能抑制磷脂酶�及磷脂酶�
�
的作用

。

� � � �� �从甘草中提取的一种�一芳基香豆素衍生物� �
一 �能抑制血小板内钙的增加

,

抑制血小

板磷酸二醋酶活性并增加血小板内� � � �浓度〔�。〕
。

马丽娟等的实验表明
,

金丝 马尾莲 的有

效成分海兰地嗓可能通过增加� � � �水平促进细胞浆内颗粒对游离� ��
�

的摄取
,

或直接 阻断

钙通道防止细胞外钙内流而降低细胞浆内游离� � 
 
浓度〔n 〕

。

朱亮等实验证明苏合香 能提高

血小板内。A M P 含量
,

并明显延长血浆复钙时间〔12 〕
。

刘凤鸣等通过对蒲黄提取物 总黄酮
、

多糖煎液
、

有机酸的作用进行比较
,

证明黄酮类化合物可能是蒲黄抗血小板聚集的主要有效

成分
。

大多数黄酮类化合物对
cA M P一磷酸二醋酶P D E 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

可使细 胞 内。
A -

M p 含量上升
,

C
a

+ +

浓度下降〔13〕
,

5 抗单核细胞一血小板聚集

白细胞在血栓形成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
。

有人用 电镜观察到血 栓 性 疾 病患者血液中

存在白细胞一血小板聚集体
。

李安国等的实验表明
,

传统活血化铸
、
中药川芍的重要有效成分

川芍嗓对凝血酶诱导 的单核细胞一血小板聚集体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川芍嗦是否通过 阻滞

C a 十 十向细胞内流而起作用需进 一步研究证实〔1‘〕
。

6 其它

刘郁等实验表明
,

无论体内或 体外给予大蒜制剂均能抑 制血小板的粘附活性〔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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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报道
,

常叶大黄
、

唐古特大黄
、

药用大黄等 8种大黄的根茎热水提取物均呈现血小板凝

集抑制作用〔16 〕
。

李玉玲等实验表明
,

活血化痕方 ( 主要成分为丹参
、

川芍
、

当 归 ) 对体内外

不同浓度A D P诱导的大鼠血小板聚集有显著抑制作用。7〕
。

以上实验研究为某些具有活血化潦功效的传统中药找到 了现代医学理论依据
,

即不同机

制的抗血小板作用
,

显示了中草药在抗血小板作用这一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

玫谢
:
本文承南方 医院心 内科朱智明

、

刘伊 丽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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