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萝 卜素片段则没有这种活性
。

3 结语

综上所述
,

目前对该植 物的研究 已取得

很大进展
,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

l) 应继续深人

地研究柱头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
,

以期

能有更大的进展 ; 2) 对该植物除柱头 以外的

其它部位进行研究
,

以进一步开发利用这一

药用植物
,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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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抗氧化剂丹参的研究和应用前景

浙江绍兴县卫生防疫站 ( 31 2 0 0 0)

浙江绍兴第二 医院

马 兰英
辛

陈 伟

摘 要 丹参 及其有 效单体对动物 与人 的心
、

脑
、

肝
、

肺等组织 的保护 作用 与抗氧化应激密切 相

关
,

并探讨扩大中药抗 氧化剂丹参的临床应用
。

关挂词 丹参 丹酚酸类 抗氧化作用 氧化应激

70 年代初
,

活血化痪 中药丹参 (复方丹

参和丹参注射液 ) 已用于临床治疗心
、

脑血管

疾病
。

由于疗效确切
、

价廉
、

安全
,

至今仍为临

床医生所用
,

且扩大其适应症范围
。

它的药理

和临床应用已有综述川和专著阁
。

近年来
,

随

着生物科学 的发展
,

氧 自由基产生的氧化应

激学说 已用于一些疾病的病 因学
,

尤其是心

脑血管疾病
。

笔者重点介绍丹参的抗氧化作

用
,

对应用前景有所启示
。

1 实验研究

1
.

1 体外试验
:

丹参注射液对 F e , + 一

H
Z
O

Z

系

统产生的经 自由基 (
`

O H ) 的清除率为 65 %
,

对 黄嗓吟
一

黄 嗦吟氧化酶 系统产生 O 矛的清

除率为 1 0 0 %川
。

丹参 的水溶性单 体之一丹

参素
,

清除 0 牙的作用优于 S O D[ 习
,

还可防止

F e S 0
4

/ V it C 产生
’

O H 而致大 鼠心肌线粒

体 H长 A T P 酶的水解活性下 降阁和线粒体

的氧化磷酸化功能损伤困
。

丹参提取物可显

著抑制 F e抖
一

半耽氨酸引起大 鼠心
、

脑
、

肝等

组织 中线粒 体 的脂质 过氧 化
,

也可 抑 制 由

.
A d d r e s s :

M a L a n y i n g
,

S h a o x i n g C o u n t y A n t i
一 e p id e m i e S t a t i o n ,

S h a o x i n g

马兰英 女
,

19 5 7 年 7 月 出生
,

浙江医 科大学成教部药剂专业毕业
防疫站

。

从事药剂工作 22 年
。

,

现为药剂师
。

19 7 6 年 12 月进人 医院药房
,

近年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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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艺十 一

Vi tC 和 T r i to nX
一

1 0 0 引 起 大 鼠心
、

脑
、

肝
、

肾的线粒体肿胀
,

提示其保护作用 与

抗氧化有关川
。

丹酚酸 A
、

B
,

丹参素
,

迷迭香

宁酸等对生物膜过氧化损伤均有明显的保护

作 用
,

尤 以 丹 酚 酸 A 的 抗 氧化 活性 为 最

强 〔8〕
,

在 v i t C
一

N A D P H 和 F e Z + 一

半胧氨酸诱

发 脑
、

肝
、 ’

肾微 粒体 脂 质 过 氧 化 反 应 生 成

M D A 的试验中
,

同等浓度下
,

丹酚酸 A 的抗

脂 质过氧化 均较丹 酚酸 B
、

丹 罗酚酸强
,

比

iV t E 强百倍至千倍川
。

在离体兔心灌流液

中加入 S O D 或丹参 注射液
,

可有效地清 除

心肌缺血再灌 注产生的 O 歹
,

两者效果相近 ;

若只加人过氧化氢酶
,

不能完全消除心肌再

灌注产生的 O 于
。

以上结果表明
:

丹参具有清

除氧 自由基
,

防止脂质过氧化
,

保护心肌再灌

注损伤的作用 仁’
` )」

。

1
.

2 体内实验
:

大 鼠预先给丹参素再进行缺

血 /再灌注
,

心肌 S O D 和谷胧甘肤过氧化物

酶 ( G S H
一

P x) 的活性 明显升高
,

且其抗氧化

作 用 的 强 度胜 过 已 知 的抗 氧 化剂 亚 硒 酸

钠 ll[ 〕 。

采用 E s R 自旋标记法及测定脂质过

氧化物 的含量
,

发现丹参 素对外 源性 ( )犷有

清除作用
,

减轻 自由基对线粒体膜流动 的影

响
,

起到保护线粒体的功能仁’ 2口
。

在缺血 /再灌 注过程 中加人 丹酚 酸 A
,

细胞 内漏 出乳酸脱氢酶和 M D A 的量减 少
,

心律失 常发生率降低
,

细胞结构损伤也明显

减轻阳〕
。

电生理实验证明丹酚酸 A 促进 K +

通道开放
,

可导致细胞膜超极化
,

降低心肌细

胞的兴奋性
,

减少心律失常的发生
,

提示丹酚

酸 A 的抗缺血 /再灌注引起心律失常与清除

氧自由基的作用有关川〕
。

丹酚酸 A 还可改善脑缺血 /再灌注引起

的小 鼠学习 记忆 功能 障碍
,

小鼠脑组织 内脂

质过氧化反应和轻 自由基 的生成 明显减少
,

其作用强度较甘露醇强 1 0 0 0倍
。

提示丹酚酸

A 改善脑功能与清除 自由基密切相关 ls[ 〕 。

大

鼠半乳糖性 白内障模型证明
,

局部应用丹酚

酸 A 对 白内障形成有一定抑制作用
,

可延缓

发生
,

H
2
0

2

和 M D A 含量减少
,

蛋石硫 基和
·

3 9 2
.

总琉基量增加
,

对醛糖还原酶也有一定抑制
,

表 明丹酚酸 A 通过抗氧化而起到抑制 白内

障的形成仁’ “ 〕。

丹参通过保护 S O D 活性和清除氧 自由

基使 内皮细胞不受脂质过氧化损伤
,

推测抗

氧化作用可能是丹参防止 A S 发生的主要机

制仁’ 7〕 。

丹参也可抑制大鼠颈动脉去除内皮后

内膜增厚 和 抑制培养 的动脉平 滑肌 细胞增

殖
,

提示丹参有望成为预防血管再狭窄的有

效药物 [ ’ ” 〕 。

实验证明丹参可抑制 。 x 一

L D I
J

的形成及

减少氧化脂蛋白中的 M D A 和 o x 一

L D I
J

对细

胞的损伤〕 “ 〕
。

在牛主动脉平滑肌细胞模型上
`

证实丹参素同样具有抑制氧化修饰 L D I
J

并

减少 L D I
J

中 M D A 含量
,

与 V it E 的作用相

近
,

进一步提供丹参防治 A S 的实验依据吻〕 。

2 临床研究

近年应 用丹参治疗 冠心病 患者血 清 中

L P O 明显降低及 S O D 明显增高
,

可能是治

疗冠心病的机制之一图〕
。

冠心病患者机体存

在氧化与抗氧化平衡失 调
,

脂质过氧化反应

增强
,

抗氧化酶系功能不足
,

经丹参治疗后这

一状况明显改变
,

进一步支持丹参的预防和

治疗冠心病与抗氧化作用有密切关系山〕
。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复方丹参能提高胰腺

组织对缺氧的耐受性
,

减少氧 自由基的产生
,

对实验性糖尿病胰岛 俘细胞有保护作用
。

应

用复方丹参 注射液治疗 I 型糖尿病患 者 20

例
,

结果患者 的 (S ) D 明显 升高
,

M D A 明显

下降
。

提示丹参能有效地对抗脂质过氧化损

伤
,

因而对糖尿病并发症 的防治有重要的意

义 巨2 3 〕。

慢性肺 心病患者 血浆 L P O 和 S O D 明

显高于对照组
,

G S H
一

P x 、

H
Z
O

:

酶明显低于健

康人对照组
。

经丹参治疗后 G S H
一

P x 和 H
2
0

2

酶增加
,

L P O 降低
。

说 明丹参清除氧 自由基
,

使失衡的抗氧化物酶恢复到正常 24[ 〕 。

也有报

道 2s[ 〕丹参应用于体外循环
,

对肺 内 0 孑的产

生与其抑制白细胞肺内聚集有关
。

因此丹参

应用于体外循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



急
、

慢性肝炎
,

重症肝炎及肝硬化患者中

的肝组织和血 清 L P O 均高于 正 常人
,

应用

丹参注射液后
,

慢性肝 炎
、

肝 硬化患 者血 清

L P O 明显 下 降
,

症状和 细胞损 伤减轻
,

总 有

效率达 8 9
.

5%
,

提示丹参可有效地控制脂质

过氧化
,

减轻肝细胞损伤吻一川
。

3 讨论

3
.

1 体内氧化应激和 抗氧化机制的平衡失

调可致急
、

慢性疾病
,

这一氧化应激病 因学说

已逐 渐被学者们所接受
。

如动脉粥样硬化的

发生
,

由血 中 L D L 被氧化修饰成氧化 L D I
矛 ,

移至血管内皮下被巨 噬细胞大量摄取而转变

为泡沫细胞
,

积聚在 内膜下形成脂肪条纹
。

泡

沫细 胞释放细胞 刺激 因子而增殖 平滑肌 细

胞
,

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吻〕
。

心
、

脑血管疾

病
,

巴金森 氏疾病
,

老年性痴呆症
,

糖尿病性

微血管疾病等与氧化应激密切相关
,

因此
,

扩

大丹参应用于氧化应激所致的疾病
,

如对糖

尿病并发症视 网膜病 变等症 有潜在 治疗价

值
,

今后开发抗 氧化 剂亦是 中药研究 的发展

方向
。

3
,

2 从丹参的粗制剂进 行药理 研究 至临床

应用
,

疗效肯定
,

作用机制也初步肯定
。

再从

有效水溶性部位分离出有效单体进行作用机

制研究
,

两者的作用机制是相吻合的
,

可 以认

为是 中药研究的成功典例之一
。

3
.

3 今后对丹参 的研究应提高药效
,

提取过

程以丹酚酸为监测指标
,

浓集酚性酸化合物
,

将会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
。

制药厂与植物化

学工作者密切配合
,

改变现有工艺
,

可 以取得

新的高效制剂为临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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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9 年度
“

中国药学发展奖
”

将在人民大会堂颁奖

由中国科学 技术发展基金会药学发展 基金委员会和 中国药学会联合 主办的
“

中国药学发展奖
”
设中药

、

生

物技术药
、

药物化 学
、

药 理学
、

药 剂学
、

药物分析
、

医 院药学管理
、

药 学企 业管理等 8 个 奖项
,

每个 奖项评 出一

人
,

请国家有关领导 和院士
、

专家等 向获 奖者颁发证书
、

奖牌和 奖金 1 万元
。

本奖在全 国范围 内提名推荐候选

人
,

并填写推荐 书和提 供获奖证 书复印件
,

推荐截止 日期 1 9 9 9 年 7 月 31 日
。

推荐书寄北京 丰台西路 17 号
,

中

国科 学技 术 发 展 基 金 会 药 学 发 展 基 金 委 员 会
,

吕 国 持
、

马 剑 文 收
,

邮编
:

10 0 0 7 1
,

电 话
: 。 10 一 6 3 8 4 1 2 0 1

,

6 3 8 4 5 4 1 9
。

( 马剑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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