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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心茹 1 唐海 2通讯作者

1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301617；

2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300410；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 岁乃至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一些高血压、动脉粥

样硬化、糖尿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也随之增高，给病人、家人及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医疗负担。活学类中

药单体及复方可通过加速血液运行、抑制细胞衰老，延缓血管老化。因此文章综述了近年和血、活血类中药单体、

复方延缓血管衰老的研究成果，以期为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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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和 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

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正迅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随之而

来的是衰老及相关疾病，如神经变性、心血管疾病和癌

症，成为全球性重大问题。衰老被定义为生理功能的逐

渐衰退，导致死亡率上升和生殖率下降
[1]
。主要衰老理

论包括端粒缩短
[2]
、表观遗传和遗传调节

[3]
、线粒体功

能障碍、代谢和免疫失调
[4]
、蛋白质稳态丧失及肠道微

生物群调节
[5]
。针对这些变化的研究可能逆转衰老并治

疗相关疾病。血管衰老是血管结构和功能随年龄增长而

退化的过程
[6]
，表现为血管壁硬化、弹性降低、厚度增

加、内皮细胞功能减退及平滑肌细胞功能障碍。这些变

化可引发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中医认为血液循环不畅是多种疾病的关键因素，包括血

管衰老。活血化瘀中药通过促进血液循环、消除淤积、

改善血液流动性，扩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延

缓血管衰老。

1 活血化瘀中药单体改善血管衰老的作用机制

1.1 川芎中的主要活性单体–川芎嗪和阿魏酸

川芎是伞形科植物的干燥根茎，具有活血行气、祛

风止痛的功效，主要有效成分为川芎嗪和阿魏酸。其活

性成分包括挥发油、生物碱、有机酸等，可扩张心脑血

管，增加血流量
[7]
。研究表明，川芎嗪具有扩张血管、

活血化瘀、改善脑血流的作用，广泛用于治疗脑血管疾

病。阿魏酸对心血管疾病有显著保护作用，可通过抗氧

化应激、调节自噬、抑制炎症等途径
[8]
减轻心肌缺血再

灌注损伤，并改善糖尿病心肌病小鼠的心肌细胞损伤。

此外，阿魏酸还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促进血管生成，

减轻炎症和高糖对血管的损伤
[9]
。

2 三七中的主要活性单体–三七皂苷 R1

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三七的干燥根。三七的功效为散

瘀止血、消肿定痛。三七皂苷 R1 是三七的主要活性单

体之一。大量研究表明，三七皂苷 R1 具有抗氧化、抗

炎、抗癌等诸多药理作用
[10]

。研究发现三七皂苷 R1 还

具有保护心血管系统的作用，例如修复血管损伤、保护

血管、缓解心肌损伤等
[11]

赖小华等人的实验表明 H2O2

诱导的衰老内皮细胞可以作为研究衰老的模型，三七皂

苷 R1 具有明显的延缓血管内皮细胞衰老的效果，其机

制可能是通过调控某一信号通路来延缓血管内皮细胞

衰老的进程。这项研究为三七皂苷 R1 在临床上延缓衰

老和治疗相关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3 穿心莲的主要活性单体--穿心莲内酯

穿心莲为爵床科植物穿心莲的全草。穿心莲的功效

为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穿心莲内酯是穿心莲的主要活

性成分。林忠孝等人通过实验证明脱氧穿心莲内酯在体

外和体内均能降低衰老标志物。组蛋白脱乙酰酶（HDAC）

从组蛋白和非组蛋白蛋白的赖氨酸残基去除乙酰基。它

们调节许多细胞过程，如染色质重塑和 DNA 修复，表明

它们可能在减少衰老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12]

。HDAC 1

是一种 I类 HDAC，通过非同源末端连接维持基因组完整

性并促进 DNA 双链断裂修复。研究表明，HDAC 1 的药理

学激活可促进长寿。DA与 HDAC1 蛋白具有良好的结合亲

和力，从而抑制了 HDAC 1 蛋白的泛素化降解。DA 通过

直接结合HDAC 1蛋白来保护血管紧张素II介导的内皮

细胞衰老。这种结合能力导致血管紧张素 II 刺激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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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细胞中 HDAC 1 的表达增加。HDAC 1 的增加降低了 H3

K4 me 3 水平，降低了 p21 的表达，有助于挽救衰老表

型。基于上述证据，DA可用作治疗 Ang II 相关内皮衰

老的新疗法的有价值的先导物。

4 鸢尾中的主要活性单体--鸢尾素

鸢尾是鸢尾科鸢尾属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鸢尾的

功效为利水消肿、清肝明目、解毒散结、祛痰止咳、活

血化瘀等。鸢尾的主要成分为黄酮类化合物、挥发油、

维生素、生物碱等其他活性成分。运动对心血管的保护

作用可能是由鸢尾素介导的。许多体内和体外研究表明，

外源性鸢尾素干预可减轻内皮损伤、内皮细胞形成和炎

性氧化应激，表明其可减缓血管系统的老化过程。通过

上调伴侣依赖性沉默调节蛋白6以防止血管平滑肌细胞

老化并保持血管舒张能力，鸢尾素在血管系统中充当抗

衰老剂
[13]
。在 Hur等人的研究中，与非糖尿病受试者相

比，具有抗糖尿病特性的脂联素的循环水平在 2型糖尿

病（T2 D）中降低，表明鸢尾素可能与糖尿病相关。目

前的审查旨在总结积累的证据表明，鸢尾素的潜在作用，

特别是在血管反应性和血管异常，如动脉粥样硬化。

5 虎杖中的主要活性单体 – 虎杖苷和白藜芦

醇

虎杖是蓼科植物的干燥根茎和根，具有利湿退黄、

清热解毒、散瘀止痛、止咳化痰的功效。其主要活性成

分虎杖苷（PD）具有显著的心血管药理活性，包括保护

心肌细胞、扩张血管、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和抗

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PD是白藜芦醇的糖苷形式，广泛

存在于葡萄、花生等植物中，具有保肝、抗炎、抗肿瘤、

抗病原微生物等多种生物学作用。研究表明，白藜芦醇

通过上调 VEGF-B 表达抑制心肌细胞凋亡
[14]

和肺泡巨噬

细胞炎症反应，同时通过调节钙离子浓度和 pH 值扩张

血管，改善微循环。PD还可激活血管 K+ATP 通道，促进

血管扩张。白藜芦醇苷是一种多靶点、低毒副作用的天

然药物，适用于心血管疾病的防治。

6 活血化瘀中药复方改善血管衰老的作用机制

6.1 益气活血汤

益气活血汤（GSC）是根据西苑医院陈院士治疗冠

心病的经验[15]研制的中药配方，包括人参，三七和川

芎。GSC 的标志性化学成分是人参皂苷 Rg 1，Rb 1 和 R

e;人参皂苷 Rg 1;和阿魏酸。通过该团队之前的研究表

明，GSC 通过多种途径（如线粒体自噬等）在动物模型

中发挥多种抗血管衰老作用。通过实验表明，GSC 通过

改善线粒体功能和抑制过度裂变来延缓 EPCs 衰老研究

表明，线粒体动力学变化是动物和细胞衰老的重要特征

之一。

6.2 参麻益智颗粒

参麻益智颗粒（SMYZG）是一种治疗血管疾病的中

草药，由人参、天麻、卫矛和川芎按 3:3:3:2比例混合

而成。其水提物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能改善学习记忆、

海马结构、中枢胆碱能系统功能，并抑制炎症和氧化应

激
[16]
。主要活性成分包括人参皂苷、天麻素、阿魏酸和

栎素。毒理学研究表明，SMYZG 对器官和生物学参数无

负面影响。其主要成分通过增加一氧化氮（NO）和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改善内皮功能。实验显示，

SMYZG能降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提升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NDF）水平，促进神经营养和神

经修复。常苏瑞等人的研究表明，SMYZG 能改善 2-VO

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修复皮层损伤，保护神经元线粒

体形态和结构，并增加微血管密度
[17]
。

6.3 平肝潜阳汤

平肝潜阳汤（PGQYD）由天麻、钩藤、石决明、牡

蛎和牛膝按 10:20:30:30:20 比例组成，用于治疗原发

性高血压，可改善血管重塑和血压节律
[18]
。研究表明，

PGQYD 通过激活 SIRT1 信号通路抑制氧化应激，延缓血

管衰老。它能降低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血管老化程度，

减少 SA-β-Gal 染色、NADPH 氧化酶活性及 p53、p21

表达，同时增加抗超氧阴离子和 SOD 含量。PGQYD 还可

上调 SIRT1 和 PTEN 表达，而 SIRT1 抑制剂会抵消其作

用。综上，PGQYD可能通过调节 SIRT1-PTEN信号通路改

善血管老化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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