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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及相关中药有效组分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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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查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 PubMed 等数据库（截至 2014 年 9 月 1 日）以及相关参考书目，对目前

治疗心血管疾病最常用中药注射液及相关中药有效组分相关文献进行汇总。心血管疾病最常用中药注射液有参附注射液、参

麦注射液、刺五加注射液、丹红注射液等 15 种注射液，3 个处方源于经典方剂，其他源于临床或科研处方；处方组成药味

均较少，单味占到 60%，最多为 3 味药；主要针对心血瘀阻证；多具有保护缺血-再灌注损伤、抗血栓形成、抗氧化、扩张

冠脉等药理作用。涉及最多的中药是丹参、红参、红花，有效组分类型主要有黄酮、皂苷、醌类等，为有效治疗心血管疾病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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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active components in commonly-use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jections 
and relate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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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ummarize the active components in commonly-use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MM) injections and related CMM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e searched CNKI, Wanfang Data, 
PubMedand, and the reference lists of identified articles (from initial to September 1, 2014), and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The 
commonly-used CMM injection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volve 15 kinds of injection, including Shenfu Injection, Shenmai Injection, 
Ciwujia Injection, Danhong Injection, etc. Three prescriptions originated from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but others were from the result of 
clinical and research. The CMMs in these prescriptions were all less in number, single flavor accounted for 60%, the maximum was three 
herbs. These injections mainly aimed at heart blood stasis syndrome, with many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protection on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damage, anti-thrombosis, anti-oxidants, and expansion of coronary artery. The most commonly-used CMMs were 
Salvia Miltiorrhiza Radix, Ginseng Radix et Rhizoma Rubra, and Carthami Flos. The kinds of active components included flavonoid, 
saponin, quinones, etc.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Key word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jectio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ctive component; flavones; 
saponins; quinones 
 

心血管疾病是由心脏及血管病变引起的一系

列疾病，包括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病毒

性心肌炎、冠心病和心绞痛等[1]。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国民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人

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心血管病危险

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导致了心血管病的发病人数持

续增加。城乡居民因心血管病死亡人数居首位；今

后 10 年心血管病患病人数仍将快速增长[2]。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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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注射液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 
1  中药注射液治疗心血管疾病概况 

中药注射液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采用

先进的制备工艺，从中药或复方中提取有效物质

制成的可供注入体内的制剂，包括肌肉、穴位、皮

内、皮下、静脉注射以及其他组织或器官注射用

的灭菌制剂以及供临床前配制溶液的无菌粉末或

浓缩液[1]。中药注射液具有药效迅速、作用可靠、

质量较高、无消化道吸收过程等特点，使之占据

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在重点医院市场，心血

管类中成药中注射剂占全部剂型的 38.09%[3]，中

药注射液用药金额占心血管类中成药销售金额的

40.12%～49.10%[4-5]。这足以说明中药注射液在治

疗心血管疾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药注射液

治疗心血管疾病主要涉及心肌梗死及合并休克、

心律失常、冠心病、心绞痛等适应症，已批准生

产的品种达 70 余种[6]。 
近年来，中药注射液的不良反应频繁出现，其

原因之一是中药化学成分复杂、不完全清楚，在提

取过程中未除尽杂质，含有多种蛋白质、淀粉、鞣

质、色素、树脂、挥发油等致敏成分，输入静脉后

刺激机体产生抗体或致敏淋巴细胞，引起过敏反

应[7]。尽管中药的化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多的相应成

果，但受技术限制，仍有很多中药所含化合物（如

极微量成分、新的碳架结构）是未曾检测或无法鉴

别的[8]。因此，全面了解目前中药注射液及相关中药

所涉及的有效组分和相关药理作用，有利于预防不

良反应的发生及提高药效。 
本文通过查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

台和 PubMed 等数据库（截至 2014 年 9 月 1 日）以

及相关参考书目，对心血管疾病的中药注射液及相

关中药所涉及的组分进行综述。 
2  心血管疾病常用的中药注射液及其处方来源和

功能主治 
根据文献报道的心血管类中药注射液用药频

率、用药总金额排序等指标[1,5,9-12]，选出目前临床

最常用的 15 种中药注射液，主要有参附注射液、参

麦注射液、刺五加注射液、丹红注射液、丹参注射

液、灯盏细辛注射液、复方丹参注射液、葛根素注

射液、冠心宁注射液、红花注射液、黄芪注射液、

苦碟子注射液、生脉注射液、舒血宁注射液、银杏

达莫注射液。对这些中药注射液的处方组成药味、

处方来源、功能主治进行归纳总结，见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常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中药

注射液均源于经典方剂或临床有效小复方或单味

药，其中经典方剂有 3 个，分别为《校注妇人良方•

卷九》之参附汤、《症因脉治》之参冬饮和《医学启

源》之生脉散，更多的是源自于临床或科研处方。

处方组成药味均较少，单味占到 60%（9/15），最多

为 3 味药。这可能是由注射液的剂型所决定的。 
这些处方中涉及的中药有丹参、红参、红花、

麦冬、银杏叶、附片、刺五加、川芎、灯盏细辛、

降香、野葛、黄芪、五味子、苦碟子，其中最常用

的是丹参，在 4 个注射液中涉及，分别是丹红注射

液、丹参注射液、复方丹参注射液、冠心宁注射液；

其次是红参，在 3 个注射液中涉及，分别是参附注

射液、参麦注射液、生脉注射液；红花、麦冬和银

杏叶均在 2 个注射液中涉及，分别是丹红注射液和

红花注射液、参麦注射液和生脉注射液、舒血宁注

射液和银杏达莫注射液。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心血管系统疾

病主要分为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心力衰竭和高

脂血症 4 种疾病，冠心病心绞痛的中医证型主要有

心血瘀阻证、气虚血瘀证、气滞血瘀证、痰阻心脉

证、阴寒凝滞证、气阴两虚证、心肾阴虚证、阳气

虚衰证；高血压的中医证型主要有肝阳亢盛证、阴

虚阳亢证、痰湿壅盛证、阴阳两虚证；心力衰竭的

中医证型主要有心肺气虚证、气阴两亏证、心肾阳

虚证、气虚血瘀证、阳虚水泛证、痰饮阻肺证、阴

竭阳脱证；高脂血症的中医证型主要有痰浊阻遏证、

脾肾阳虚证、肝肾阴虚证、阴虚阳亢证、气滞血瘀

证。治疗心血瘀阻证的注射液有丹红注射液、丹参

注射液、灯盏细辛注射液、复方丹参注射液、葛根

素注射液、冠心宁注射液、红花注射液、黄芪注射

液、苦碟子注射液、舒血宁注射液、银杏达莫注射

液；治疗气阴两虚型的注射液有参麦注射液和生脉

注射液，但有报道称参麦注射液药性较生脉注射液

偏温，故在应用时宜根据患者的体质及舌脉、证候

而作选择，气虚明显者选用参麦注射液，阴虚明显

者选用生脉注射液，可避免一些体质偏热者用参麦

注射液后出现牙痛、咽痛之候[13]；治疗阳气虚衰型

的注射液有参附注射液和黄芪注射液；治疗心肾阴

虚型的注射液有刺五加注射液。由此可见，目前常

用的注射液主要是针对心血瘀阻证，其他证型的制

剂较少甚至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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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组成药味、处方来源、功能主治及临床适应症 
Table 1  Ingredients, prescription source, functional indications, and clinical indications of commonly-used CMM injectio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名称 组成药味 处方来源 功能 主治 

参附注射液 红参、附片 《校注妇人良方•卷九》

之参附汤 

回阳救逆、益气固脱 阳气暴脱的厥脱证（感染性、失血性、失液

性休克等）；阳虚（气虚）所致的惊悸、

怔忡、喘咳、胃疼、泄泻、痹证等 

参麦注射液 红参、麦冬 《症因脉治》之参冬饮 益气固脱、养阴生津、

生脉 

气阴两虚型之休克、冠心病、病毒性心肌炎、

慢性肺心病、粒细胞减少症 

刺五加注射液 刺五加 黑龙江裴德医院制剂室

研制 

平补肝肾、益精壮骨 肝肾不足所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动脉

硬化、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冠心病、

心绞痛合并神经衰弱和更年期综合征等 

丹红注射液 丹参、红花 山东空军济南医院研制 活血化瘀、通脉舒络 瘀血闭阻所致的胸痹及中风，证见胸痛、胸

闷、心悸、口眼歪斜、言语蹇涩、肢体麻

木、活动不利等症；冠心病、心绞痛、心

肌梗死，缺血性脑病、脑血栓及肺心病所

见诸症 

丹参注射液 丹参 上海第九制药厂研制 活血化瘀、通脉养心 冠心病、胸闷、心绞痛 

灯盏细辛注射液 灯盏细辛 云南药物研究所研制 活血祛瘀、通络止痛 瘀血阻滞、中风偏瘫、肢体麻木、口眼歪斜、

言语骞涩及胸痹心痛，缺血性中风、冠心

病、心绞痛见上述证候者 

复方丹参注射液 丹参、降香 上海第九制药厂研制 祛瘀止痛、活血通经、

清心除烦 

胸中憋闷、心绞痛、慢性肝炎和肾功能不

全等 

葛根素注射液 野葛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制 解肌退热、生津、透

疹、升阳止泻 

冠心病，心绞痛和心肌梗死，视网膜动、静

脉阻塞，突发性耳聋 

冠心宁注射液 丹参、川芎 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丹参 II 号方 

活血化瘀、通脉养心 冠心病、心绞痛 

红花注射液 红花 山西省人民医院 活血化瘀 闭塞性脑血管疾病、冠心病、脉管炎 

黄芪注射液 黄芪 江苏新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益气养元、扶正祛邪、

养心通脉、健脾利湿

心气虚损、血脉瘀阻之病毒性心肌炎、心功

能不全及脾虚湿困之肝炎 

苦碟子注射液 苦碟子 沈阳药科大学 活血止痛、清热祛瘀 瘀血闭阻的胸痹，证见胸闷、心痛、口苦、

舌暗红或存瘀斑等，冠心病、心绞痛见上

述病状者，脑梗死 

生脉注射液 红参、麦冬、

五味子 

《医学启源》之生脉散 益气养阴、复脉固脱 气阴两亏、脉虚欲脱的心悸、气短、四肢厥

冷、汗出、脉欲绝及心肌梗死、心源性休

克、感染性休克等具有上述证候者 

舒血宁注射液 银杏叶 北京双鹤药业公司 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 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冠心病、心绞痛、脑

栓塞、脑血管痉挛等 

银杏达莫注射液 银杏叶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研制 

敛肺、平喘、活血化

瘀、止痛 

冠心病、血栓栓塞性疾病 

 
3  心血管疾病常用的中药注射液药理作用研究概况 

治疗心血管疾病常用的中药注射液具有的药理

作用很多，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保护缺血-再灌注损伤、抗血

栓形成、抗氧化是心血管疾病中药注射液主要涉及

的药理作用，15 种注射液基本涉及这 3 种药理作用

或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扩张冠脉，如

参麦注射液、刺五加注射液、丹红注射液、复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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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药理作用 
Table 2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commonly-used CMM injectio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名称 药理作用 

参附注射液 抗休克[14]、抗心力衰竭[15]、抗心律失常[16]、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17-18]、抗炎[19-20]、调节血压[21] 

参麦注射液 强心[22]、扩张冠脉[23]、抗心力衰竭[24]、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25]、抗血栓形成[26]、去除氧自由基[27]

刺五加注射液 扩张冠脉[28]、清除自由基[29]、抗心肌缺血[30]、抗血小板聚集[31]、保护心肌缺氧[32] 

丹红注射液 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33]、抑制动脉粥样硬化[34]、抗氧化[35]、调脂作用[36]、扩张血管[37]、保护血

管内皮[38]、抑制血小板聚集[39]、抗炎[40] 

丹参注射液 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41]、改善微循环障碍[42]、抗氧化[43]、抗炎[44]、保护心肌[45]、促进缺血心肌血

管再生[46]、促进冠脉侧枝循环[47] 

灯盏细辛注射液 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48]、清除氧自由基[49]、抗动脉粥样硬化[50]、调节血脂、改善血液流变学[51]、

抑制血小板及红细胞聚集[52] 

复方丹参注射液 抗血栓形成[53]、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54]、扩张冠脉[55]、保护血管内皮细胞[56]、清除自由基[57]  

葛根素注射液 抗心肌缺血[58]、抗心律失常[59]、扩张冠脉[60]、清除氧自由基[61]、抑制血小板聚集[62]、降低血小板的黏

稠度[63] 
冠心宁注射液 抗血小板聚集、保护内皮血管[64]、抗氧化、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65]、增加冠脉流量[66] 

红花注射液 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67]、抗血栓形成[68]、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69]、清除氧自由基[70]、抗炎[71] 

黄芪注射液 强心[72]、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73]、改善血液流变学[74]、免疫调节[75]、抗氧化[76] 

苦碟子注射液 防治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77]、抗血小板聚集[78]、抗氧化[79]、增加冠脉血流量[80]、改善血液流变学[81]、

抗炎[82]、调血脂[83] 

生脉注射液 改善血流动力学和氧代谢[84]、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85]、抗心律失常[86]、提高免疫功能[87]、保护心

肌[88]、降压[89]、抗炎[90]、抗氧化[91] 

舒血宁注射液 保护缺血-再灌注损伤[92]、改善血管内皮损伤、抗氧化[93]、抗血栓形成[94] 

银杏达莫注射液 抑制血小板聚集[95]、抗血栓形成[96]、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97]、调血脂[98]、清除自由基[99]、改善

血液流变学指标[100]、保护血管内皮细胞[101]、保护神经元[102] 
 
参注射液、葛根素注射液、冠心宁注射液、苦碟子

注射液；抗心律失常作用，如参附注射液、葛根素

注射液、生脉注射液；调节血压，如参附注射液、

葛根素注射液、生脉注射液。 
4  心血管疾病常用的中药注射液临床应用概况 

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头痛等范畴，与心悸、

胸痹、中风等密切相关[103]。临床研究表明参附注射

液能明显稳定高血压患者全麻诱导期间的血流动力

学并减少异常心电图（ECG）的发生[104]；参麦注射

液对气阴两虚型高血压有明显疗效[105]，与其适应症

相符；刺五加注射液对高血压微循环障碍有治疗作

用[106]；丹红注射液能显著降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

血管僵硬度指数和脉压差，增加动脉扩张，临床效

果显著[107]；灯盏细辛注射液联合常规治疗对高血压

患者具有明显的降压作用，并能改善临床症状和血

液流变学指标[108]；葛根素注射液能显著改善肝阳上

亢型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症状[109]；红花注射液具有改

善血液流变性状态的作用，能有效地治疗原发性高

血压[110]；黄芪性升，与高血压病阳亢之病机不相宜，

但对于表现为气虚清阳不升的高血压患者，给予黄

芪注射液反而能够使血压下降，故黄芪对血压有双

向调节作用[13]；生脉注射液具有剂量依赖性的扩血

管作用，因此对血压有双向调节作用，即小剂量缓

慢静滴以升压，大剂量快速静注则降压，且不增加

心率[111]；舒血宁注射液对心血瘀阻型高血压具有较

好的疗效[112]。 
冠心病心绞痛属于中医胸痹、心痛、心悸的范

畴[113]。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黄芪注射液、生

脉注射液均可益气活血，可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的治

疗。参附注射液能显著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心

绞痛症状和 ECG[114]；参麦注射液能增强老年冠心

病患者的抗氧化能力[27]；黄芪注射液可有效改善冠

心病患者胸闷、胸痛等心肌缺血的临床症状，尤其

对疲乏、气短、自汗等气虚症状的改善，作用更加

明显[115]；生脉注射液对气阴两虚、气虚型冠心病患

者的心血管效应不同，对气阴两虚型冠心病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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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116]；丹红注射液、丹参注射液、灯盏细辛注射

液、复方丹参注射液、冠心宁注射液、红花注射液、

苦碟子注射液均可活血化瘀，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的

治疗[117-126]。如丹红注射液能有效改善冠心病心绞

痛患者心肌 ST 段缺血和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使

患者 ECG 复查有效率显著提高，并最终显著降低心

绞痛的发作次数，且安全性更高[117]；丹参注射液可

明显改善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症状和血液流变学多

项指标，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安全有效的药物[118]；

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 Meta 分析表

明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在临床症状改

善、ECG 改善等方面疗效确切[119]；复方丹参注射

液能改善冠心病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56]。 
心力衰竭属于中医心悸、喘证、水肿、积聚的

范畴[127]。临床研究表明参附注射液能改善辨证为心

肺气虚证、心肾阳虚证、阳虚水泛证、痰饮阻肺证

的舒张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喘促、胸闷、心悸、浮肿

等临床症状[128]，对于以右心衰竭为主及表现为全心

衰竭者，患者往往表现出气虚阳虚兼有血瘀水停之

象，应配合以丹参注射液、川芎嗪注射液等活血[13]；

参麦注射液能有效地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左心

室舒张功能[129]，并且适用于心力衰竭时血压下降甚

至合并休克，辨证为阳气虚衰的患者[130]。刺五加注

射液能有效改善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预后，其

作用机制主要是抗凝血、抗心肌损伤、改善微循环

和活血祛瘀通络[131]；丹红注射液能有效改善气虚血

瘀型老年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症状[132]；丹参注

射液可明显改善患者心率、血压、心功能及超声心

动图指标等，且无不良反应及明显的毒副作用，安

全有效[133]；灯盏细辛注射液能改善射血分数正常的

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症状，并能降低患者血浆中脑

钠肽水平[134]；复方丹参注射液能够显著改善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心功能、心率变异及预后[135]；葛根素注

射液可通过减少内皮细胞内皮素 1（ET-1）的产生而

改善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功能[136]；冠心宁注射

液、红花注射液、黄芪注射液、苦碟子注射液、生

脉注射液、舒血宁注射液、银杏达莫注射液也均可

明显改善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症状[137-143]。 
5  心血管疾病常用的中药注射液组成中药基本信息 

为进一步了解这些中药注射液治疗心血管疾病

的有效组分或部位，对每味中药的植物来源、功能

主治、有效组分或部位、药理活性进行归纳总结。

结果见表 3、4。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常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

中药中豆科和菊科植物最多，均有 3 种，豆科是降

香、野葛、黄芪，菊科是红花、灯盏细辛、苦碟子，

其次是五加科，有 2 种分别为红参和刺五加，此外

还有唇形科、百合科、银杏科、毛莨科、伞形科、

木兰科。根据功效，丹参、红花、川芎属于活血化

瘀药，红参、麦冬、刺五加、黄芪属于补气药，降

香属于化瘀止血药，银杏叶属于止咳平喘药，附子

属于温里药，灯盏细辛、野葛属于解表药，五味子

属于敛肺涩肠药，苦碟子属于清热解毒药。 
治疗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所涉及中药组

分中，丹参酮对心血管疾病保护作用最多，包括抗

心肌肥大、抗氧化、抗缺血-再灌注损伤、抗血小板

聚集、抑制心肌纤维化、抗炎、扩张血管和降压；

其次是红花黄色素，具有抗血栓、抗氧化、抗缺血

再灌注损伤、降血压、抗动脉粥样硬化、缩血管和

抗炎 7 种作用；川芎嗪具有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保护心肌、抑制血管收缩、抗血小板聚集、抗氧化、

增加冠脉循环和降压 7 种作用；还有葛根黄酮、银

杏内酯、人参皂苷、麦冬皂苷、附子生物碱、灯盏

花素均具有 5 种以上的药理作用。这 9 类有效组分

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

中红花黄色素、葛根黄酮和灯盏花素 3 种组分属于

黄酮类；人参皂苷和麦冬皂苷属于皂苷类；丹参酮

属于菲醌类；银杏内酯属于萜类；川芎嗪、附子生

物碱属于生物碱类。 
目前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主要是针对冠心病、

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心肌缺血-再灌注损

伤[262]。冠心病又称为缺血性心脏病，属中医的“胸

痹”“真心痛”“厥心痛”范畴。14 味药均具有抗心

肌缺血的作用。例如，丹参中丹酚酸类成分可通过

调节能量代谢、儿茶酚胺代谢和氧化应激，起到抗

心肌缺血的作用[173]；降香挥发油能够显著对抗垂体

后叶素所致大鼠急性心肌缺血作用[236]。高血压是以

体循环动脉压增高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属中

医的“眩晕”“头痛”范畴。红花、银杏叶、灯盏细

辛、野葛、黄芪具有显著的降压作用。例如，红花

中黄酮类成分红花黄素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降压

作用与肾素-血管紧张素的关系[185]；野葛中异黄酮

类成分葛根素可通过减少肾脏局部血管紧张素 II
（Ang II）量而达到降压作用[243]。心律失常是指心

脏起搏部位、起搏频率或节律、冲动传导等任一项

异常或多项异常，属中医的“心悸”范畴。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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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的组成中药基本信息 
Table 3  Basic information of ingradients in commonly-used CMM injectio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中药名称 涉及的注射液 科属 功能主治 组分或部位名称 参考文献

丹参 丹红注射液、丹参注射液、

复方丹参注射液、冠心宁

注射液 

唇形科 
鼠尾草属 

祛瘀止痛、活血通经、清心除烦；用于月

经不调、经闭痛经、症瘕积聚、胸腹刺

痛、热痹疼痛、疮疡肿痛、心烦不眠、

肝脾肿大、心绞痛 

丹参酮、丹酚酸、黄酮、多

糖、挥发油 
144-145

红参 参附注射液、参麦注射液、

生脉注射液 
五加科 
人参属 

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用于体

虚欲脱、肢冷脉微、气不摄血、崩漏下

血、心力衰竭、心原性休克 

人参皂苷、人参多糖、挥发

油、黄酮 
146 

红花 丹红注射液、红花注射液 菊科 
红花属 

活血通经、散瘀止痛；用于经闭、痛经、恶

露不行、症瘕痞块、跌扑损伤、疮疡肿痛

黄酮、酚酸、挥发油、多糖 147 

麦冬 参麦注射液、生脉注射液 百合科 
沿阶草属 

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用于肺燥干咳、虚

痨咳嗽、津伤口渴、心烦失眠、内热消

渴、肠燥便秘、咽白喉 

甾体皂苷、高异黄酮、麦冬

多糖、挥发油 
148 

银杏叶 舒血宁注射液、银杏达莫注

射液 
银杏科 
银杏属 

敛肺、平喘、活血化瘀、止痛；用于肺虚

咳喘、冠心病、心绞痛、高血脂 
黄酮醇苷、萜内酯、酚酸、聚

异戊烯醇、多糖、挥发油 
149 

附片 参附注射液 毛莨科 
乌头属 

回阳救逆、补火助阳、逐风寒湿邪；用于

亡阳虚脱、肢冷脉微、阳萎、宫冷、心

腹冷痛、虚寒吐泻、阴寒水肿、阳虚外

感、寒湿痹痛 

生物碱、黄酮、皂苷、多糖 150-151

刺五加 刺五加注射液 五加科 
五加属 

益气健脾、补肾安神；用于脾肾阳虚、体虚

乏力、食欲不振、腰膝酸痛、失眠多梦 
黄酮、酚苷、皂苷、多糖 152 

川芎 冠心宁注射液 伞形科 
藁本属 

活血祛瘀、行气开郁、祛风止痛；用于月

经不调、经闭痛经、产后瘀滞腥痛、症

瘕肿块、胸胁疼痛、头痛眩晕、风寒湿

痹、跌打损伤、痈疽疮疡 

挥发油、黄酮、生物碱、酚

性物质、苯酞内酯、多糖

153-154

灯盏细辛  灯盏细辛注射液 菊科 
飞蓬属 

散寒解表、活血舒筋、止痛、消积；用于

感冒头痛鼻塞、风湿痹痛、瘫痪、急性

胃炎、小儿疳积、跌打损伤 

黄酮、咖啡酰、芳香酸、香

豆素、挥发油 
155 

降香 复方丹参注射液 豆科 
黄檀属 

行气活血、止痛、止血；用于脘腹疼痛、

肝郁胁痛、胸痹刺痛、跌扑损伤、外伤

出血 

黄酮、挥发油 156-157

野葛 葛根素注射素 豆科 
葛属 

解肌退热、生津、透疹、升阳止泻；用于

外感发热头痛、项背强痛、消渴、麻疹

不透、热痢、泄泻、高血压颈项强痛 

异黄酮、三萜皂苷、甾体、

香豆素、多糖、挥发油 
158-159

黄芪 黄芪注射液 豆科 
黄芪属 

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

用于气虚乏力、食少便溏、中气下陷、

久泻脱肛、便血崩漏、表虚自汗、气虚

水肿、痈疽难溃、久溃不敛、血虚痿黄、

内热消渴、慢性肾炎蛋白尿、糖尿病 

黄酮、黄芪皂苷、黄芪多糖 160 

五味子 生脉注射液 木兰科 
五味子属 

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用于久

嗽虚喘、梦遗滑精、遗尿尿频、久泻不

止、自汗、盗汗、津伤口渴、短气脉虚、

内热消渴、心悸失眠 

木脂素、挥发油、多糖、黄

酮、皂苷 
161-162

苦碟子 苦碟子注射液 菊科 
野苦荬属 

清热解毒、排脓、止痛；用于阑尾炎、肠炎、

痢疾、各种化脓性炎症、吐血、衄血、头痛、

牙痛、胸腹痛、黄水疮、痔疮 

黄酮、腺苷、萜类、皂苷、

甾醇、香豆素、木脂素、

生物碱、挥发油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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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组成中药及其组分药理作用 
Table 4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CMMs and their components in commonly-used CMM injection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中药名 组分/成分 药理作用 

丹参酮 抗心肌肥大[165]、抗氧化[166]、抗缺血-再灌注损伤[167]、抗血小板聚集[168]、抑制心肌纤维化[169]、

抗炎[170]、扩张血管[171]、降压[172] 

丹参 

丹酚酸 抗心肌缺血[173]、抗心律失常[174]、抗动脉粥样硬化、抗炎[175] 

红参 人参多糖 抗氧化[176] 

 人参皂苷 抗心肌缺血[177]、抗缺血-再灌注损伤[178]、抗血栓[179]、抗心律失常[180]、抑制心肌肥大[181] 

红花 红花黄色素 抗血栓形成[182]、抗氧化[183]、抗缺血再灌注损伤[184]、降血压[185]、抗动脉粥样硬化[186]、缩血管[187]、

抗炎[188] 

麦冬皂苷 保护心肌损伤[189]、抗心肌缺血[190]、抗血栓形成[191]、抗心律失常[192]、抗缺血-再灌注损伤[193] 

麦冬多糖 保护脑缺血损伤[194]、提高免疫力[195] 

麦冬 

高异黄酮 清除氧自由基[196]、保护心肌[197] 

银杏内酯 抗血小板聚集[198]、抗缺血再灌注损伤[199]、抗血栓形成[200]、清除自由基[201]、抗动脉粥样硬化[202]、

抗心律失常[203] 

银杏黄酮 保护缺血-再灌注损伤[204]、抗心律失常[205]、降压[206] 

银杏叶 

银杏多糖 抗炎[207]、调节免疫力[208] 

生物碱 抗心肌缺血[209]、强心[210]、抗心力衰竭[211]、抗氧化[212]、抗炎[213] 附片 

附子多糖 增强免疫力[214]、保护心肌细胞[215] 

皂苷 抗血小板聚集[216]、抗心肌缺血[217]、抗心律失常[218] 

多糖 免疫调节[219] 

刺五加 

黄酮 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220]、抗氧化[221] 

川芎嗪 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222]、保护心肌[223]、抑制血管收缩[224]、抗血小板聚集[225]、抗氧化[226]、增

加冠脉循环[227]、降压[228] 

川芎 

川芎内酯 抗心肌缺血[229] 

灯盏细辛 灯盏花素 抗缺血-再灌注损失[230]、抗心律失常[231]、降压[232]、抗血栓[233]、抗氧化[234] 

挥发油 抗血栓形成、抗血小板聚集[235]、抗心肌缺血[236] 降香 

黄酮 舒张血管[237]、抗氧化[238]、抗炎[239] 

野葛 葛根黄酮 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240]、抗心律失常[241]、抗心力衰竭[242]、降压[243]、抑制血小板聚集[244]、

抗氧化[245] 

总黄酮 抗心律失常[246]、抑制或清除氧自由基[247] 

黄芪多糖 抗缺血-再灌注损伤[248]、免疫调节[249]、抗氧化[250] 

黄芪 

黄芪皂苷 抗缺血-再灌注损伤[251]、抗心力衰竭[252]、抗血栓形成[253]、舒张血管[254] 

木脂素 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255]、抑制血管收缩[256]、抗血小板聚集[257] 五味子 

多糖 免疫调节[235] 

黄酮 抗心肌缺血[258]、抗缺血-再灌注损伤[259]、抗氧化[260] 苦碟子 

腺苷 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改善心肌循环、抗血小板聚集[261] 
 
麦冬、银杏叶、刺五加、灯盏细辛、野葛、黄芪均

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例如，野葛中异黄酮类成

分葛根素能明显对抗乌头碱和氯化钡引起的大鼠心

律失常[241]；麦冬能迅速使氯化钡所致大鼠的双向性

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转为正常窦性心律[192]。心力衰

竭又称充血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导致心功

能不全的一种综合征，属中医的“心悸”“喘咳”“水

肿”等范畴。红参、附片、野葛、黄芪具有抗心力

衰竭的作用。例如，红参中间体对普罗帕酮所致的

大鼠急性心力衰竭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63]；附子水溶

性生物碱能调节心衰细胞内酶的活力与离子浓度使

之趋于正常，对戊巴比妥钠致心衰细胞模型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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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治疗作用[211]。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是缺血心

肌恢复再灌注后，病情反而恶化，引起心肌超微结

构不可逆坏死，以及心肌功能、代谢、电生理方面

发生进一步的损伤。丹参、红花、麦冬、银杏叶、

川芎、灯盏细辛、野葛、黄芪、五味子、苦碟子具

有抗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例如，五味子提取液

对犬心肌缺血再灌注时脂质过氧化损伤有良好的预

防作用[264]；川芎中川芎嗪可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性，抑

制炎症反应，从而发挥心肌保护作用[222]。 
6  结语 

目前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最常用中药注射液的

处方主要源于经典方剂或临床有效小复方或单味

药，这主要是由于注射液的剂型所决定的。涉及中

药最多的是丹参，其次是红参。目前常用的注射液

主要是针对中医心血瘀阻证，包括丹红注射液、丹

参注射液、灯盏细辛注射液、复方丹参注射液、葛

根素注射液、冠心宁注射液、红花注射液、苦碟子

注射液、舒血宁注射液、银杏达莫注射液；而针对

气阴两虚型、阳气虚衰型和心肾阴虚型证候的注射

液相对较少。 
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所涉及的中药大部

分为活血化瘀类和补气类中药，此外还有化瘀止血、

止咳平喘、温里、解表、敛肺涩肠和清热解毒类中

药。这些中药所含的组分类型主要有黄酮类、皂苷

类、多糖、挥发油、生物碱类、菲醌类、苯丙素类

等，这些成分均具有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活性。 
通过系统归纳、分析心血管疾病常用中药注射液

及相关中药有效组分的文献，为全面了解中药注射液

中起效组分提供了信息，为进一步提高注射液的疗效

和预防不良反应提供依据，从而为更有效地提高中药

注射液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水平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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