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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评价
·

活 血 化 淤 药 现 代 医 学 研 究

举二军医 及学训练部 达正绪 谭建权
’

张亚 霏

“活血化淤
” 药是 中医针对

“血淤 ”
理

论
,

采取
“活血化淤

” 治疗法 则所常用的一

类药物
。

临床实践证明其对 血管性疾病
、

结

缔组织疾病
、

出血性疾病和免疫性疾病等确

有疗效
。

国内的学者通过现代医学方法对活

血化淤本质方法的研究
,

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和临床观察
。

现将主要 的资料综合
,

作一概

括性介绍
。

一
、

多学科协作
、

复制
“血淤

”
模型

,

寻找药物有效成分
,

采用新技术方法
,

阐述

药物作用机理
。

采用新技术方 法
一

匕十年代用甲皱

微循环和眼结膜微循环 的观察
。

近来已采用

电视录像如实的记录动态变化
,

这时更加客

观地反映药物改善微循环作用
,

提出可靠 的

实验依据
。

此外还采用 了血流图
、

脉图
、

脑

电图
、

脑血管造影
、

血液流变学
,

微量元素

分析
、
扫描

、

同位素示踪法
、

电子显微镜
、

放射免疫测定法等 也应用 于活血化淤研究领

域
。

例如在研究活血
‘

化淤药物对肾微循环 的

影响时
,

应用直观正常小 鼠及致瘤后小鼠皮

层微循环血流
、

血细胞 的一系列动态改变
,

用激光多普勒显微镜观察川芍对烧伤大鼠肠

系膜微循环的影响
,

在研究活血化淤药物对

血小板功能的影响时
,

采用电子显微镜观察

患者外周血液中血小板的形态和聚集
,

也用

同位素法研究血小板内 一轻色胺的释放等 ,

在研究药物对实验性心肌梗塞的影响时
,

电

子显微镜发现
,

给狗注射复方丹参的心肌组

织内的吞噬比较活跃
,

该药并能在狗实验性

心肌使塞修复过程
‘
户促 些心肌的再生能力

。

复制
“
血淤

” 模型
,

观 察 药 物 作

用 国内不少学者没想
“血淤 ” 与血液循环

障碍 尤其是微循环障碍
、

局部缺血
、

血

栓或血块形成
、

动脉粥样斑块形成等有关
、

因此 “
血淤

”
模型的建立和采用主要有以下

几种 实 验性微循环障碍 以高分子

葡聚糖弓起家兔球结膜微循环血流缓慢
,

红

细胞聚集时
,

丹参有改善作用
,

通脉灵对地

鼠颊囊微血管似有调节作用
。

实验性

心肌梗塞 结扎犬冠状动脉复制心肌梗塞
,

丹参及冠状脉 卫号有缩小梗塞范围
,

促进心

肌修复作用
。

实验性血栓形成 冠心

亚号对大鼠血液外血栓形成有抑制作用
,

当

归及其成分阿魏酸钠明显抑制大鼠颈总动脉

一颈外静脉旁路血栓的形成
。

实验性

腹腔血凝块 以家兔自身血凝块 植
·

入 其 腹

腔
,

模似宫外孕出血后腹腔 的血凝包块
,

宫

外孕 五号方有促进血凝块吸收的作用
。

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 以高脂饮食喂家兔形

成动脉粥样硬化
,

据报道郁金有减轻家兔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作用
,

冠心 亚号方的

作用不 明显
。

利用前三种模型的研究说明
, “血淤”

和血循环障碍
、

血栓形成
,

活血化淤和改善

微循环
、

防止血栓形成有密 切关系
。

这些实

验都为注射给药 的急性实验
,

能部分说明临

床应用活血化淤药注射剂的疗效
。

鉴于某些
“血淤

’夕

症属慢性疾病
,

长期口 服始取得疗

效
,

因此今后若能复制更符合 临 床 的 “血

淤 ” 模型
,

观察 口服药物的 民期 效则较理

想
。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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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药物作用的机理 活血化淤药

物抗凝和扩 血管作用
,

经分析其作用机理
,

丹参的抗凝作用与影响血液凝固 的 第 三 阶

段
,

当归的扩张外周血管作用可能是通过胆

碱能受体和组织胺受体
,

通脉灵能抑制胶原

的合成代谢
,

给药后动物肉芽肿内胶原总量

降低
,

但对胶原聚合度无直接作用
,

‘

可能作

用于比 聚合过程更前的阶段
。

活血化淤药物的药 理研究从器官
、

细胞

水平开始进入分子水平
,

主要的工作为环核

普酸代谢和对前列腺素代谢的影响
。 。

和 普遍存在于机体细胞内
,

一

调节细胞

的生理功能
,

两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

血小板

内  是调节血小板聚集动物的一个重要

物质
,

血小板内 增高能抑制血小板聚

集
。

冠心亚 号方
、

益母草
、

复方丹参注射液

在抑制血小板浓度时能明显增加血 小 板 内

的含量
。

血小板的聚集功能与血小板

及血管壁内前列腺素的合成代谢 有 密 切 关

系
。

血小板生成的血小板凝集素
。

,

是个强烈的血小板

聚集促进剂
,

并有收缩血管作用
,

血管壁生

成的前列腺环素
 , 。

则与 的作用相反
,

具有抑制血小板聚
·

集和舒张血管作用
。

农
一

调 节 着

血小板的功能和血栓的形成过程
。

川苟 嗓对

 样物质的活性和生物合成过程均有抑

制作用
。

当归
、

阿魏酸钠在抑制大鼠血小板

聚集的效力和阿司匹林相 当时
,

对 动 脉 壁

 样物质的生成没有明显的影 响
,

而 阿

司匹林则能显著抑制 工的产生
。

子找药物 有效成分 药物有效成分

的寻找对药物质量的控制
,

新药的发现和作

用机理的进一步研究等都很重要
。

经研究丹

参酮 亚一 为丹参的有效成分之一
,

川芍 嗓

为川芍的一种活性成分
,

阿魏酸是 当归和川

芍的有效成分
。

二
、

活血化淤法治疗作用的现代观点即

改普循环障碍

目前
,

活血化淤疗法已对冠心病
、

心绞

痛
、

急性心肌梗塞
、

急性脑血栓
、

血栓闭塞

性脉管炎
、

宫外孕
、

硬皮病
、

烧伤斑痕
、

糖

尿病
、

消化性溃疡病
、

慢性胃炎
、

慢 性 肠

炎⋯⋯ 等百余种疾病 收到 犷不 同 程 度 的 疗

效
。

临床药物研究
,

见到服药后血小板聚集

性明显下降
,

聚集的血小板发生解聚
,

冠状

循环指数增加
,

甲皱微循环中缓慢的血流增

快
,

血细胞聚集减轻
。

北京空军医院对糖尿

病进行甲皱观察
,

在用  一 治疗 一 个 月

后
,

自觉症状改善
,

甲皱微循环障碍改善
。

用 “通脉灵
” 治疗 的 例全身性硬皮病

,

随

病倩好转甲皱微循环亦有相应的改善
。

全部

病例均可见 血流加速
,

以致恢复正常流速
。

我们用活血化淤方药
“
养胃活血汤

’

州台疗消

化性溃疡
、

慢性胃炎等
,

有效率 了 ,

痊

愈率
,

发现其止痛效果良好
,

经追踪

观察数年其远期效果满意
。

动物实验红花
、

没药
、

川牛膝
、

黄茂
、

当归
、

玄参等对大鼠

实验性动
、

静脉血栓形成有预防效应
,

可能

与对抗内源性肾上腺素
、

扩张外周血管
、

解

除血管痉挛
、

使患肢血液循环恢 复 正 常 有

关
。

在
“血洪 ” 模型中

,

丹参对高分子葡聚

糖引起家兔球结膜微循环的血流缓慢
、

红细

胞聚集有改善作用
。

川芍静脉注射对兔肠系

膜微循环膜模型
,

通脉 灵对二 几化硫所致的

气管炎大鼠气管表面微循环异常模型
,

蒲黄

对金黄地鼠夹囊微循环障碍模型均见血流增

速
,

微循环改善
。

大原氏通过动物 犬 及

对 例周围 管病患者给子尿激晦治疗
,

日

色素稀释法及光电容积脉搏计观察 末 梢 循

环
,

发现血管床增加
,

血流量抽 多及微循环

改善
,

肢体缺血症状好转
。

皮肤与器官移俄

失败
,

取决于组织的排异性
,

它涉及到微循

环的重建失败
。

而抗凝刊对血管瘤切除
,

人

工血管移植
,

有改善末梢循环
、

防」二血栓形

成的作用
。

三
、

微循环研究与中医气血学说研究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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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医学很重视淤血症和活血化淤

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
。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

中强调 了
“
气血流通为贵

” 的观点
。

明 《普

济方》也指出
“
人之一身

,

不离乎气血
,

凡病经多卜
,

治疗不愈
,

须 当为之调血
” 。

清唐容川在 《血证论》 中也强调
“
凡活血

者
,

必先以祛淤为要
” ,

一 切不治之症
,

总

有不善祛淤之故
,

指出了对难治病 和 慢 性

病
,

活血化淤有时是起很大作用 的
。

清王清

任在血证方面更有发挥
,

非常强调以气血为

主
,

认为
“治病之要诀在于明气血

,

气有虚

实
,

血有亏淤
” ,

并指出
“
半身不遂不是风

火湿痰引起
” 。

认为有的医生治病
“
始而滋

阳
,

继而补阳
,

补之不效
,

则曰虚不受补
” ,

不知
“
皆是淤血之证

” 。

创用活血为主的方

剂 首
,

、

主治各类淤血病症 余 种
,

包 括

内
、

外
、

妇
、

儿各科
,

甚至用于 “
瘟毒吐泻

转筋
” 的解毒活血汤

、

急救回阳汤也重视活

血药的应用
,

大大地启发了我们对感染性休

克及 等危重急症应用活血化淤治法
。

在

过去那种没有检验方法的情 况下
,

对血淤症

有此详细的论述和丰富的经验
,

不仅认为慢

性病有淤血
,

且认识到急性传染病也有淤血

阶段
,

实在是难能可贵
,

微循环观察的开展
,

对研究祖国医学的淤血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

据和可靠的直观指标
,

指导活 血化淤药的应

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为中西医结合开辟了新

的途径
,

为临床某些疑难杂证提供 了新 的治

疗线索
。

许多单位通过甲皱微循环 检 验 发

现
,

微循环障碍的疾病
,

如胶原性疾病
、

类

风湿性关节炎
、

重症肝炎
、

中心性 视 网 膜

炎
、

美尼尔氏征
、

脱发等
,

采用活血化淤药

或
一 治疗

,

收到一定的效 果
。

对 卜硬
’

化
、

银屑病
、

慢性肾炎都利用外周微循环观

测
,

来施用活血化淤药物治疗
。

溶 血

症的防治
、

针麻及中麻原理的研究
,

磁场对

急性扭伤的治疗等
,

都在微循环观察的指导

「取得一 定的成呆
。

据折近研究
,

癌症 的凝

洲 机
」
猫之

‘

。丁
、

什随癌泊 的商凝状 志 以 慢 性

的形成出现
,

而且纤溶
、

血小板系统等

止血平衡也有失调
。

近十余年来
,

国外应用

抗血栓疗法 抗凝血疗法
、

纤溶疗法
、

抗血

小板疗法
、

去纤维蛋 白疗法 抑制癌转移
。

认为由于微循环系统的紊乱
,

引起细静脉壁

的血管内皮损害
,

使内源性凝固因子活化
,

同

时由于癌细胞所具有的凝血激酶样活性物质

直接或活化外源性凝固因子伴发血小板粘着

凝集而形成血栓
,

促进了癌细胞 的 转 移 着

床
。

等报告用阿司匹林给
。

纤 维

肉瘤 及 纤维肉瘤静脉注射
,

获得 了 对

癌转移的抑制作用
。

并
、

认为在癌症进行化疗

时合用尿激酶可以提高疗效
。

报 告
一

和新双香豆素合用治疗胰腺癌获得 了

延长生命的效果
。  

报告对乳腺 庙
、

卵巢癌
、

淋巴肉瘤的复发癌 例
,

在 化

疗的同时用肝素和链激酶
,

年生存率比单

用化疗显著增 多
。 。、、

等报告对减 骨 肉

瘤患者从手术
一

切除前一周 到术后 个月
,

进

行新双香豆素 治疗
,

年生存率是对照
‘

组的

倍
。

单味活血化淤中药获术用于癌病临床

有一定的疗效
。

报告在 例各种

循环系统疾病患者中
, 用新双香豆素抗血栓

疗法 个月
,

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

癌发

率显著降低
。

抗癌药物能减少癌转移灶是因

为能增强血流速度
,

使癌细胞易被吞噬
。

活血化淤药具有改善循环
、

改善心血管

功能
、

降血脂
、

抗炎
、

促进增生病变的转化

和吸收
、

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

调整 代 谢 失

调
、

镇痛
、

改变机体免疫状态等作用
。

病理

学研究表明
,

微循环障碍是许 多疾病发病的

中间环节
,

齐斥血化淤药通过改善微循环达到

异病同治的作用
。

国外也报道对伴高血脂 的

高血压患者投入活血化淤剂后
,

自觉症状改

善
,

随即缓缓地改善血压和血液粘度的异常

值
,

而这两项指标在正常的人却不受影响
,

因而认为其降压作用与血液粘度有关
。

这种

发现对阐明孔匀血化淤治则的原理
,

扩大治疗

范围起到很大作川
。

微循环学说与血淤孔活



总 凌
、

避鱼哑鱼鲤些垒立查里迪
血化淤的结合系微观与宏观的统一

,

将对机 高危重病和疑难症的治疗效果方而可能开辟

体内调节控制的研究作出新贡献
。

微循环观 一条新途径
,

在创立祖国新医学药学即论方

测作为血淤症 的一项诊断方法并对活血化淤 面将具有光辉的前景
。

法则 包括西药抗凝
、

溶栓疗法 所起的指 参考文 。、枪篇略

导和效果判定已是无可置疑的
,

特别是为提

复方花粉多维片治疗前列腺病和慢性胃炎 例效果观察和研究

解放军第 医院 张 俊 杨世英 郭祥林

我院研制的复方花粉多维片治疗前列腺

病和慢性胃炎
、

动脉硬化和神经衰弱等多种

疾病
,

并有抗衰强身等多种功能作用
。

现就

我院 年 月   年 月资料完 整 的

前列腺病 例和慢性胃炎 例 其中萎缩

性胃炎 例 效果观察报告如下
。

病例选择 均为我院门诊患者
,

经多种

检查结合病史症状和体征确诊为 前 列 腺 病

例和慢性萎缩性胃炎 例
,

慢性浅 表 性

胃炎 例
。

前列腺病组 年龄  !∀ 岁
,

平

均为 岁均为男性
。

胃炎组 萎缩性胃炎

年龄  岁
,

平均为 岁
,

男 例女

例
。

浅表性胃炎年龄  岁
,

平均为

岁
,

男 例女 例
。

药物成份 每片
,

内含精制长 白 山

花粉
、

维生素
、

维生素
、

维生素
‘ 、

甜菊试
、

红 豆 粉
、

糊

精
、

硬脂 酸和淀粉均为适量
。

治 疗方法 每 日二次
,

早晚侮次一片 内

月民
。

前列腺组 个月为一疗程
、

胃炎组

个月为一疗程
。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结果

一 前列腺病组 前列腺病根据症状

体征各种化验检查
,

结合下列几项
,

即可诊

断本病
。

观察方法 服用本方二周后开始记载
。

疗程结束后
,

判定疗效结果
,

见表
、

及

表
。

表 前列腺 炎治疗组 例 与对照组 例 疗效对比观察

腰部酸痛 下腹部隐痛 会阴部不适 以 频 尿 急 有效
一

率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组 对照红 治疗组 对照组 治 丫组 对照组

定 一 一一—
一

—
一

—
一

一一 一
‘

一一 一 一 一
 !   

消 失  ! ∀   

好 转   

无 效 二
有效率

。 一
 !

。

 ‘  ! 。 。丁 龙 了 。 。

主 复方花粉多维片有效率高十男康片 盯
,

治疗满意
。

、铆 对照组服用男康片 此产品系山西平阳制药厂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