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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缺血性心脑血管病是指心脑血液供应障碍，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近年来促血管新生作为

缺血性心脑血管病新的治疗策略而备受重视，该文主要对近几年来促血管新生的中医药研究概况进行总结，为临床实践

提供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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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ine and Angi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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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chemic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is the blood supply to heart and brain barrier，ischemia and
hypoxia caused by a series of clinical syndrome． And In recent years，promoting angiogenesis in ischemic cardio-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s a new treatment strategy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is paper，from recent years to promote angiogenes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will be summarized，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al practice．

Key words: angiogenesis;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progress

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相当于中医学“胸痹”、“卒中” 等范畴，是临床上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现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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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多采用溶栓、抗凝、扩容等手段治疗，但都无确切疗

效。因此，从促血管新生角度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病

成为现代研究的热点之一。
血管新生是指在原有血管基础上通过血管内皮细

胞增殖、游走、芽生、血管分裂及分支而形成新的毛细

血管网，使其功能与局部的需要相适应的生物学过

程［1］。通常可以划分为生理性血管新生、病理性血管

新生和人为性血管新生即治疗性血管新生。生理条件

下除了胚胎时期，血管新生是很少见的。血管新生多

见于病理状态下，如在肿瘤生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中，这种病理性血管新生就需要进行抑制。但是，如果

由于某些原因而使器官、组织陷入缺血状态，那么在治

疗上就需要我们促进血管新生，通常见于组织损伤的

修复过程中，如创伤、缺血、炎性反应、伤口愈合等［2］。
治疗性血管新生就是人为地应用药物，给予外源性血

管生长因子或其他治疗手段诱导缺血周围组织血管新

生和侧支循环形成，以改善血液供应，缩小梗死灶为目

的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当机体不足以代偿动脉狭窄

或闭塞后所导致的血流大量减少时，治疗性血管新生

便是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1 中医理论指导的血管新生

1. 1 中医理论探讨

中医理论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血管生成的概念，

但血管概念包括在“脉、血脉、络脉”等含义中，其中

“脉”包含解剖学较大“血管”;“络脉”则特指微血管，

为“脉”细小分支与延续。早在《内经》中即有明确记

载:“夫脉者，血之府也。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

休，五十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血液之能否

在脉管中正常运行，取决于血与脉的状况。络脉是经

脉支横别出的分支部分的统称，是经脉中气血营养脏

腑组织枢纽。它从经脉别出后愈分愈多，越分越细，网

络全身，无处不在。正如张介宾所说: “凡人遍体细

脉，即皆肌膜之孙络也”因此，络脉与经脉不同，它具

有一定的可分性和较强的潜在再生性。
1. 2 中医论治与血管新生

中医“气血相生”、“脉者血之府也”等理论认为活

血化瘀、益气活血、行气通络等作用的中医药可能具有

促血管生成作用，这为中药促血管生成作用奠定了基

础。
1. 2. 1 活血化瘀法 《金匮要略》云:“干血不去则足

以留新血而灌溉不周。”因此，“凡血证总以去瘀为要”
( 《血证论》) 。罗海明等［15］研究了不同浓度的丹红注

射液在血管密度上的促血管生成作用。结果表明了丹

红注射液具有明确的促血管新生作用，而且随着红花

浓度的增加，此作用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具有量效关

系，量效关系存在也进一步证实活血化瘀法具有促血

管新生作用。
1. 2. 2 益气活血法 源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者宜决之，气虚者宜掣引

之”的论述。清·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指出:“半身

不遂，元气亏损”是其本源。提出“元气既虚，必不能

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为瘀”“气能生血，瘀血

祛则络脉通”。段惠军等［16］用芪丹液干预心肌梗死模

型，结果发现 7 天、14 天芪丹大、中剂量毛细血管密

度、血管生长因子 ( VEGF ) 及 成 纤 维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 bFGF) mRNA 表达均高于模型组，且 bFGFmRNA 条

带随时间的延长表达不变，表明了芪丹液能够持续上

调促血管新生因子 VEGF、bFGF 基因与蛋白的表达，

提高缺血心肌毛细血管密度，促进心肌侧支循环的建

立。刘克强等［17］也证明益气活血中药可明显改善心

肌梗死大鼠心功能、缩小梗死面积、促进梗死周边区血

管新生。
1. 2. 3 温阳益心法 温阳益心方由生晒参、桂枝、薤
白、清夏、赤芍、川芎等组成，具有大补心阳、活血化瘀

等功效。《东垣十书》曰: “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

……多有此疾壮年之时无有也。”《内经》有述“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因此治疗中宜“以补为通”，“扶养心

气，和通血脉”。冯玲等［18］使用温阳益心方显著减少

大鼠心肌梗死面积，梗死边缘区血管面密度显著增加，

其作用随药物剂量增加而有加强趋势。因此，温阳益

心方具有促进心肌缺血区血管生成的作用，并通过此

作用保护缺血心肌，从而减少心肌梗死面积。
1. 2. 4 通络生络法 络病理论认为“中风病”病变部

位在脑之络脉。由于络体较细、分支众多、分布广泛，

决定了络脉中气血运行缓慢、面状弥散。各种内外病

因导致络脉易滞易瘀、易入难出、易积成形，出现络气

郁滞( 或虚滞) 、络脉瘀阻等病机变化。杨业新等［20］研

究显示通心络能够通过促进 VEGF 大量表达而保护脑

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防止毛细血管消失，促毛细血管新

生，从而具有脑保护功能。
2 促血管新生的中药研究

2. 1 葛根素

葛根素是豆科植物野葛或干葛藤根中提取的一种

黄酮苷。张三印［3］等通过体外培养大鼠动脉环血管生

成模型和大鼠心肌梗死动物模型，观察葛根素对心肌

微血管密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浓度为 12. 5 ～ 100μg /
mL 葛根素均能明显促进体外培养的血管环新生血管

生成，并且有一定的剂量依赖性。同时动物实验也表

明，葛根素能促进缺血区域心肌血管生成，具有保护缺

血心肌，减少梗死范围的作用。
2. 2 红景天

《神农本草经》记载:“味苦酸、平、无毒，主大热火

疮，身烦热邪恶气……景天有轻身、明目之功效”。明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其为“本草上品”，据报

道［4］红景天可使脑缺血大鼠损伤程度减轻，缺氧缺血

后脑组织 HIF － a 在蛋白和 mRNA 水平表达明显增

加。红景天能够促进血管舒张的基因表达，影响促红

细胞生成素、转铁蛋白及其受体基因的表达，影响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内皮素 － 1 等基因的表达。蒋霞等［5］

在心肌梗死模型中发现红景天能够明显增加梗死边缘

区心肌内血管密度增加，同时可降低血管抑素和内皮

抑素的表达。
2. 3 人参皂苷

人参是重要的补气中药，《本草经疏》记载:“人参

能回阳气于垂绝，却虚邪于俄顷。其主治也，则补五

脏，……益真气( 此即元气) ，则五脏皆补矣。”《本草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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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则称人参为“助精养神之药”。金岩等［6］通过建立

大鼠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发现人参皂苷 Rg1 能够增加

血管生长因子( VEGF) 表达，并可刺激心肌梗死区的

血管生成，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另外，人参对脑血流量

和脑能量代谢亦有明显的影响，对脑缺血 /再灌注损伤

均有保护作用。刘咏芳等发现人参皂苷 Rb1 有促进

缺血心肌血管生成、保护缺血心肌、缩小梗死面积、改
善心功能的作用［7］。
2. 4 当归多糖

当归是补血活血要药，有显著改善血液循环及抗

血栓形成作用，在大鼠短暂脑缺血损伤后，当归多糖能

显著促进血管生成素 － 2 ( Ang － 2 ) 的表达，拮抗 Ang
－ 1 的生物活性，增加血管可塑性，促进新血管生成。

在鸡胚绒毛尿囊膜( CAM) 模型中，当归补血汤能明显

促进血管新生。当归与黄芪含药血清或注射液按 1∶
5 配伍具有较好的促进鸡胚尿囊膜新生血管生成作

用［8］。
2. 5 丹参

丹参具有活血化瘀、清热凉血等功效，具有扩张小

血管、改善微循环及改善心肌缺血等作用。陈岩等［9］

成功复制了心肌梗死模型，并在术后给予丹参静脉注

入发现，丹参可以促进梗死区及其周围区新生毛细血

管的生成，改善微循环，增加梗死区及其周围区的血液

供应，从而减少心肌梗死的面积，改善预后，同时使

VEGF 表达增强。
另外，鸡血藤、三七、王不留行、淫羊藿、莪术、赤

芍、柴胡、瓜蒌、白果、党参等中药也具有促血管生成作

用，同时鹿茸、降香、肉桂、川芎、红花等中药也具有促

血管生成作用，亦有相反的报道。［10 － 11］

3 促血管新生的复方研究

3. 1 舒脉胶囊

舒脉胶囊由黄芪、丹参、三七、水蛭、虫、麝香等

组成，据研究［12］舒脉胶囊能够促进大鼠缺血区微血管

生成，能够促进 VEGF 的表达，同时能够扩冠、抗栓、抗
氧化、抑制心肌和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对缺血心肌具有

保护作用，有利于新生血管的构建和存活。
3. 2 和血生络方

和血生络方是由人参养荣汤化裁，由当归、川芎、
黄芪、党参、红景天等活血化瘀补虚类中药组成，魏运

湘等［13］制作大鼠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发现和血生络

方治疗组 VEGF 在 7 天达到高峰，Ang － 1 表达 14 天

达到高峰，在 21 天时 Ang － 1 表达仍未恢复到初期水

平，这表明和血生络方可促进 VEGF 的高表达，在血管

形成后期，对促成血管的成熟、稳定性及重建方面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3. 3 麝香保心丸

麝香保心丸由麝香、苏合香脂、肉桂、人参、冰片、
蟾酥、牛黄等 7 味中药组合而成。最近研究［14］发现麝

香保心丸能促进缺血心肌血管的新生，改善心肌缺血，

动物实验研究也显示: 麝香保心丸具有较明显的促血

管生成活性，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并形成管腔结

构，增加缺血心肌血管密度。
综上，血管新生在缺血性心脑血管病治疗中的地

位逐渐提高，治疗性血管新生也正成为缺血性心脑血

管病新的治疗手段逐渐被认识到。中医学伟大宝库中

有不少关于“生脉”、“生肌”、“脉为血之府”、“行气通

脉”、“活血化瘀”、“补气活血”的理论，这就为应用中

医辨证论治通过促血管生成作用来治疗缺血性心脑血

管病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又会带动中药学及方剂学

两门学科的发展。但是中医药进行血管新生的研究正

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中药尤其是复方制剂的作用机

理不甚明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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