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改善血液流变性的研究进展

常州中医药研究所 ( 23 10 0 3 )曹伟春
夸

摘 要 综述了影响正常或
“

血癖
”

模型动物血液流变性的一些中药单味有效成分及中药复方
,

可

为临床应用及进一步研究提供较为全面的资料
。

关键词 中药 血液流变学 动物实验

血液流变性异常是临床常见的一种并发

症
,

可由某些疾病引起
,

也可导致某些疾病的

进一步恶化
,

如心脑血管疾病
、

糖尿病
、

肿瘤
、

肝肾疾病
、

慢性肺脏疾患等
〔`〕 。

现将近年来有

关 中药影响动物血液流变性的研究作一综

述
,

并提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展望
。

1 影响血液流变性的单味中药或有效成分

从目前研究情况看
,

该类中药多 为活血

化疲药
,

部分为补气补血
、

软坚散结药等
。

实

验证实
,

对于 肾上腺素加冷刺激形成的
“

血

癖
”

模型大 鼠
,

人参根
、

茎叶及西洋参皂贰均

可明显地抑制其血栓形成
,

降低红细胞压积
,

人参根及西洋参皂贰 60 m g k/ g 给药
,

可明

显降低血浆粘度
,

改善血液流变功能
〔幻 。

1 0 %的水 蛙粉混悬液
,

予 以腹腔注射

75 %蛋黄乳液造成的
“

血癖
”

小鼠口服
,

每只

.0 s m L ,

能使其全血
、

血浆及全血还原粘度

明显降低
,

对大鼠则能明显抑制其血小板聚

集及血栓形成
。

羲术水提物 9 9 k/ g 连续给正

常大 鼠灌胃 7 d 后
,

能 明显降低其全血粘度
,

但对血浆粘度及红细胞 电泳时间无 明显影

响
,

其水提醇沉注射液能抑制血小板聚集
〔 3〕 。

泽兰及毛叶泽兰能明显降低低切变率下的全

血粘度
、

纤维蛋白原含量及红细胞聚集指数
,

对红细胞压积影响不明显
。

地龙纤溶酶制剂

l m L k/ g 给家兔静脉 注射
,

其血小板聚 集

率
、

全血及血浆粘度
、

红细胞刚性指数及纤维

蛋 白原含量均显著降低
。

大鼠口服熊胆 1 50

m g k/ g
,

能明显降低大 鼠急性血疲模型的全

血粘度及红细胞聚集指数
,

本品对家兔颈动

静脉旁路中形成的血栓亦有抑制作用
。

土鳖

虫提取液浸膏灌胃 10 d
,

可使正常大鼠的血

球压积
、

全血高低切粘度
,

红细胞聚集指数和

刚性指数明显降低
,

使血沉及血沉方程常数

K 明显升高
,

对血浆粘度
、

纤维蛋白原含量无

影响
〔4 , 。

锦鸡儿提取物 1 0 0一 2 0 0 m g / k g 静脉

注射
,

能 明显改善注射高分子葡聚糖家兔的

全血粘度
、

血浆粘度及全血还原粘度
,

降低纤

维蛋 白原含量
,

缩短血小板电泳时间
,

明显抑

制血小板粘附性
。

20 %的蛇虫提取液可显著

减少家兔血浆纤维蛋 白原含量
,

抑制血小板

粘附性
,

降低全血和血浆粘度
。

研究表明
,

真

鲜科植物 回心草注射液可使高
、

中
、

低切变率

下犬的全血粘度及血浆粘度明显下降
,

红细

胞电泳时间也显著加快
,

红细胞压积和纤维

蛋白原含量无明显改变
〔 5〕 。

沙棘总黄酮能显

著降低高切变率 ( 2 0 0 5 一 `
)下的全血粘度

。

川

芍嚓和阿魏酸两药半量合用对全血粘度下降

百分率与分别单用相 比
,

作用增强
〔` 〕 。

昆布粉

能使高脂蛋 白血症家兔 的全血比粘度
、

血浆

比粘度
、

全血还原粘度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明

显降低
。

蛆躬}酶制剂能明显改善家兔全血和

血浆粘度
,

使红细胞聚集性及红细胞刚性指

数显著降低
〔7〕 。

淫羊范总黄酮可抑制兔体外

血栓形成
〔8〕 。

氢澳酸樟柳碱能使红细胞压积

及红细胞聚集指数明显下降
。

川芍嗓注射液

能明显降低家免的红细胞压积及高切变率下

的全血粘度
仁% 。

雷公藤醋酸乙醋提取物 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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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炎 2 周和 4周大鼠的全血高
、

低切粘度
,

血

浆及全血还原粘度降低
,

血球压积及纤维蛋

白原含量明显减少
〔 , “ 〕 。

丹参
、

川芍能明显改

善红 细胞
.

聚集性及 变形 能力
,

降低 血液 粘

度
〔, `〕 。

研究表明
,

以 乙酞苯脐造成溶血性血

虚动物模型
。

灌胃给予①黄蔑
,

②当归
,

③半

量黄茂加半量 当归
,

结果提示
,

血虚动物红细

胞压积降低
,

血液粘度下降
,

红细胞电泳时间

延长
,

电泳率减少
,

给药 7 d 后
,

上述指标均

得到 改善
,

其中以黄茂与当 归配伍作用 较

强 〔̀ 2〕 。

以荆芥炭提取物 6 m L k/ g 给大 鼠口服

s d
,

能显著增加大鼠的全血高
、

低切粘度和

红细胞 压积
,

血浆 比粘度和红细胞 电泳时间

无明显改变
〔, 3〕 。

2 影响血液流变性的中药复方

由于
“

血疲
”

证影响 因素比较复杂
,

其涉

及的疾病种类较多
,

因此以复方改善血液流

变学指标更能体现出中医特色和中药的优越

性
。

由人参
、

黄蔑
、

丹参
、

元胡
、

红花
、

三七粉
、

降香
、

砂 仁等组成的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复

方
“

袁氏心复康
”

胶囊
,

对于高分子右旋糖配

造成的高粘滞血液家兔模型
,

以 10 %混悬液

3 m L k/ g 灌 胃 3 d 后
,

可 明显降低其全血和

血浆粘度
,

减少红细胞压积
,

缩短红细胞电泳

时间
。

通脉降糖片可显著降低其高
、

低切时的

全血粘度
,

不影响红细胞压积
,

提示本品改善

血液粘度的效应是直接的
,

并非代谢紊乱得

到纠正的结果
〔 , 扭〕 。

复方血竭注射液 2 m L k/ g

能降低由 10 %高分子右旋糖醉 15 m l
二

k/ g 形

成
“

血痰
”

家兔及正常大鼠的全血高
、

低切粘

度和血浆粘度
,

临床冠心病患者在使用中亦

证明了这一点
〔` 5 〕 。

由丹参
、

元胡
、

桃仁
、

红花
、

川芍等中药组成 的通心胶囊
,

对老年家兔 血

液粘度
、

红细胞聚集 指数
、

压积
、

红细胞电泳

时间及血小板聚集均有 不同程度的改善作

用
。

大黄鹰虫丸能明显缩短
“

血疲
”

模型大鼠

的红细胞 电泳时间
,

使全血
、

血浆
、

血清及纤

维蛋自原比粘度
、

红细胞压积呈降低趋势
。

由

黄茂
、

陈皮
、

党参
、

侠等
、

白术
、

甘草组成的加

味四君 子汤能明显促进脾虚证模型大 鼠全血
·

3 1 2
·

粘度及压积明显降低
,

红细胞聚集指数显著

下降状态的恢复
〔` 6〕 。

太极通天液能明显降低

红细胞压积和红细胞聚集指数
,

降低不同切

变率下的血液表观粘度
,

特别是低切变率下

的血液粘度
,

同时能降低血液复粘度的粘性

分量
,

弹性分量及储存模量
,

作用与剂量成正

比 〔` 7〕 。

以附子
、

麦冬
、

当归
、

党参组成的 1 00 %

附
一

麦合剂能减少缺氧的红细胞表面负电荷

的损失
,

抑制红细胞聚集
,

改善血液的高粘滞

状态
〔18]

。

由全蝎
、

土鳖虫
、

穿 山龙
、

细辛
、

川

芍
、

葛根
、

天麻
、

黄蔑等制成的防风通脑煎液

能明显降低全血高低切粘度
、

血浆粘度和全

血还原粘度
,

明显降低血沉及抑制体外血栓

形成
,

减少纤维蛋 白原含量
〔` 9 〕 。

中药复方
“

更

年乐
”

对改善更年期综合征血液流变学状况

有明显作用
〔川

。

由山植
、

决明子
、

丹参等组成

的降脂合剂对食饵性高脂血症大鼠的各项流

变学指标与对照组相比
,

均有明显改善
〔“ , 〕 。

以党参
、

丹参
、

大黄等组成的扶肾液 珊号方可

有效地延缓慢性肾衰病程进展
〔
22}

。

黄茂
、

归

尾
、

香附
、

川芍
、

赤芍全方及拆方对正常和 肾

上腺素加冰片刺激的
“

血疲
”

模型大 鼠均能降

低全血粘度
,

红细胞电泳时间
,

电泳率呈现一

定的改善趋势
,

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医
“

气血相

关
”

理论提供 了实验依据
〔
23j

。

由黄茂
、

川苟
、

地龙组成的脑脉通浸膏能显著降低家兔全血

比粘度
、

还原 比粘度
、

红细胞沉降率和血沉方

程常数 K 值
〔 24J

。

对
“

外伤血疲
”
大 鼠模型

,

予

以 口服 由七叶一枝花
、

葫芦茶
、

毛冬青三药组

成的去伤片
,

3 d 后全 血
、

血浆粘度
、

全 血还

原粘度
、

红细胞刚性指数及血小板粘附率明

显降低
,

纤维蛋白原含量
、

红细胞压积
、 _

血沉

及血沉方程 K 值减少
〔
蜕

。

当归
、

川芍
、

羌活
、

赤芍等中药组成的
“

中风膏
”

能明显降低大鼠
,

的全血粘度及血浆粘度
,

缩短红细胞 电泳时

间
,

抑制血小板聚集
,

促进血小板解聚
「
绷

。

由

黄蔑
、

地龙组成的 70 %黄茂地龙汤在活血化

癖的同时
,

能对细胞和管壁起到保护作用
,

因

此
,

作为血痛证的预防用药尤为适宜
〔 2 7〕 。

当

归
、

党参
、

川乌等中药组成的
“

神痛宁
”
胶囊

,



对血液流变性的改善有利于该药的镇痛抗炎

作用
〔
8) 2

。

由红花
、

丹参
、

川芍等十多味中药制

成的癌痛宁口服液能显著降低肾上腺素加冰

水刺激大 鼠的全血高
,

低切粘度
、

血浆粘度
、

血小板粘附率及纤维蛋 白原含量
,

缩短红细

胞电泳时间
,

减轻体外血栓重量
〔
29j

。

古汉养

生精对红细胞变形 能力产生 明显 的增 强作

用
,

在体外对自然老化的或被 X 线
、

烟雾
、

废

气等损伤的红细胞均具有保护
、

修复作用
,

是

治疗疾病乃至抗衰防老的新途径
〔
30)

。

3 存在问题及前景展望

中药防治血液流变性异常的实验虽已取

得了很大的进展
,

但就总体而言
,

研究层次较

浅
,

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诸多实验往往满足

于血液流变学相关指标的改善
,

缺乏细胞
、

分

子水平的机理探讨以及与血管
、

体液相互影

响的探索
;
实验一般针对某种中药或复方的

主治功能复制相应的动物模型
,

然后根据血

液流变性的变化判断防治疾病的效果
,

但缺

乏血液流变的改善水平与疾患好转相关程度

的研究
;
实验大多从血液

“

浓
、

粘
、

凝
、

滞
”
出

发
,

研究中药的抗凝降粘作用
,

而忽略了低血

粘滞综合征及其相关方药的研究
;
在模型制

作方面
,

已有人注意到将动物
“

血癖
”

与中医

证型相结合
,

如外伤性
,

寒凝气滞型等
,

但缺

乏全面深入的探索
,

这也是中药药理再
_

_

卜台

阶的普遍问题之一
,

此外
,

中药抗衰老与改善

血液流变学的关系也值得研究
。

“

活血化痪
”
法历来是中医的重要治则之

一
,

可以预见
,

随着中药影响血液流变性研究

的深入开展
,

它将为阐明中医中药的某些理

论以及防治人类的多种疾病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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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校科技函授部中医专业招生

经省教委批准继续面向全 国招生
,

本着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
,

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中医人才
,

选用 1 2 门

全国统编中西医函授教材
,

与当前全国高等教育 自考相配合
,

聘有专家教授进行教学
,

全面辅导和答疑
。

愿本

部能成为你医学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

凡具中学程度者均可报名
,

详情见简章
。

附邮 5 元至合肥市望江西路 6

0 0 8 信箱中函处
,

邮编 2 3 0 0 2 2
,

简章备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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