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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往维生素Ｄ被称为 “阳光维生素”，其主要作用是维持体内钙离子代谢平衡。但最近有研究显示，

维生素Ｄ缺乏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包括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及心力衰竭等。本文通过查阅以往的相关
文献，对维生素Ｄ与心力衰竭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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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力衰竭因高发病率及高病死率而成为世界性公共健康问
题。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发达国家成年人心力衰竭发

病率为１％～２％，且年龄 ＞７０岁的肥胖及代谢综合征患者心
力衰竭发病率高达１０％［１］。近年来有关心力衰竭治疗方面的

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但慢性心力衰竭患者５年死亡率仍高达
５０％，因此探寻有效防治心力衰竭的新方法十分必要。已有研

究证实，维生素Ｄ与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生发展相关。本文通
过查阅以往的相关文献，对维生素 Ｄ与慢性心力衰竭关系、
维生素Ｄ缺乏导致慢性心力衰竭的潜在机制、维生素 Ｄ缺乏
与补充及维生素Ｄ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进行综述。
１　维生素Ｄ与慢性心力衰竭的关系

维生素最早于１９２１年被发现并正式命名，目前其被认为
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可以由内源性代谢产生或从饮食中摄取，

而后者占每日总供给量的１０％ ～２０％［２］。维生素家族中最重

要的两个成员是维生素Ｄ２和维生素Ｄ３，日光中的紫外线Ｂ波
段照射皮肤后，皮下７－脱氢胆固醇可转化为维生素 Ｄ３的前
体物质 （即维生素Ｄ３原），维生素Ｄ３原自发异构化而形成维

·３·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年３月第２４卷第３期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生素Ｄ３，但维生素Ｄ３必须经过两个单独的羟化反应才能具有
生物活性。第一个羟化反应是维生素 Ｄ在肝脏中转化为 ２５
（ＯＨ）Ｄ（即骨化二醇），第二个羟化反应是维生素 Ｄ在肾脏
中转化为１，２５（ＯＨ）２Ｄ（即骨化三醇），且骨化三醇通过维
生素Ｄ受体 （ＶＤＲ）才能发挥其生物学效应。ＶＤＲ存在于细
胞内，是一种亲核蛋白，属于类固醇受体超家族成员。１，２５
（ＯＨ）Ｄ信号分子在靶细胞与 ＶＤＲ结合后形成激素 －受体复
合物，该复合物只作用于靶基因上的特定 ＤＮＡ序列，从而调
节基因的转录及蛋白质合成［３］。以往研究认为，ＶＤＲ存在于
肠道、肾脏及骨骼细胞中，目前人们发现其还广泛分布于泌尿

生殖器、神经系统、甲状旁腺及心肌细胞中［４］。

维生素Ｄ起初被视为预防维生素 Ｄ缺乏症的关键因素，
后来研究发现其对骨形成、维持体内矿物质平衡及骨骼完整性

均有重要作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生态学研究显示，紫外线暴
露与心血管疾病有一定关系。Ｆｌｅｃｋ［５］在１９８９提出居住在高纬
度地区可能增加缺血性心脏病 （ＩＨＤ）的发病风险，并绘制出
ＩＨＤ病死率与居住纬度之间的关系。Ｗａｎｇ等［６］最早进行了维

生素Ｄ缺乏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关系的前瞻性研究，该研究在
调整传统危险因素后证实维生素 Ｄ缺乏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近年来，有两项大型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维生素 Ｄ与
心力衰竭之间的关系。Ｌｉｕ等［７］研究指出低水平２５（ＯＨ）Ｄ
与脑利钠肽 （ＢＮＰ）水平及血浆肾素活性密切相关，且其会增
加心力衰竭患者住院率及发病率，导致全因死亡率升高，因此

低水平２５（ＯＨ）Ｄ被认为是心力衰竭患者住院及病死的独立
危险因素。Ｇｏｔｓｍａｎ等［８］通过分析文献发现，维生素Ｄ缺乏人
群心力衰竭患病率更高，仅约 ９％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２５
（ＯＨ）Ｄ处于理想水平。

综上所述，维生素 Ｄ缺乏可能导致慢性心力衰竭，且维
生素Ｄ缺乏可能与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有关。
２　维生素Ｄ缺乏导致慢性心力衰竭的潜在机制

维生素Ｄ与心力衰竭之间的关系最早由 Ｂｒｕｎｖａｎｄ等［９］在

个案报告中提出，该病例是一个严重心力衰竭患儿同时合并严

重低钙血症及维生素 Ｄ缺乏，并由此提出维生素 Ｄ缺乏是否
会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自此，维生素 Ｄ与心力衰竭之间的
关系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心力衰竭的主要病理基础是左心室

收缩功能异常，主要由心肌损伤 （如心肌梗死）后残存的心

肌细胞及细胞外基质 （ＥＭＣ）的病理性重构介导，属于一种
慢性病理过程，临床研究认为，该病理过程主要涉及肾素－血
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ＲＡＡＳ）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因
此阻断这两大神经体液系统被认为是治疗心力衰竭的基础。维

生素Ｄ可以通过细胞核维生素Ｄ受体 （ｎＶＤＲ）介导于靶细胞
而产生基因效应，也可以由细胞膜维生素Ｄ受体 （ｍＶＤＲ）介
导产生快速非基因效应，从而调控复杂的信号转导通路，发挥

抑制病理性重构、增强心肌收缩功能、影响神经体液系统的

作用。

２１　抑制病理性重构　心肌肥厚、纤维化是心肌病理性重构
的两个重要途径，也是慢性心力衰竭的病理基础之一。

Ｒａｈｍａｎ等［１０］通过比较野生型小鼠与敲除 ＶＤＲ基因小鼠的特
征性表现发现，敲除ＶＤＲ基因小鼠的特征性表现为心肌肥厚，
且肌原纤维横截面直径与纵向长度明显增加，证实 ＶＤＲ信号
通路可介导心肌肥厚性反应。Ｂａｅ等［１１］采用帕立骨化醇治疗

盐敏感性高血压大鼠，结果表明帕立骨化醇能抑制大鼠心肌肥

厚及改善左心室功能，进而抑制心力衰竭的发展及促使心肌细

胞正常表达。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Ｄ可通过调节基质金属蛋
白酶 （ＭＭＰｓ）和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ＴＩＭＰｓ）的相
互作用而使 ＥＭＣ处于动态平衡，且 Ｒａｈｍａｎ等［１０］研究证实，

缺乏ＶＤＲ信号通路会使 ＭＭＰｓ表达上调、ＴＩＭＰｓ表达下调，
导致组织重塑、胶原蛋白沉积及纤维化。因此，维生素 Ｄ可
能通过抑制病理性重构而延缓心力衰竭的发生。

２２　增强心肌收缩功能　在慢性心力衰竭发病过程中，心肌
细胞结构改变通常会导致心肌收缩功能异常［１２］。多项研究证

实，ＶＤＲ存在于心肌细胞的细胞核或横小管内。Ｔｉｓｈｋｏｆｆ等［１３］

研究显示，敲除ＶＤＲ基因大鼠心肌收缩和舒张速率增加，给
野生型大鼠喂食骨化三醇后，通过 ｍＶＤＲ介导的快速非基因
效应会使肌丝收缩减慢、舒张增快。因此，维生素 Ｄ可能通
过增强心肌收缩功能而延缓心力衰竭的发生。

２３　下调ＲＡＡＳ活性　ＲＡＡＳ已被证实在慢性心力衰竭及各
种肾脏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且阻断该系统被

视作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及慢性肾脏疾病的基石［１４］。动物实验

结果显示，敲除ＶＤＲ基因的小鼠的肾素 ｍＲＮＡ、蛋白水平及
血管紧张素Ⅱ水平均高于野生型小鼠，且临床研究发现维生素
Ｄ缺乏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ＲＡＡＳ通常被过度激活。因此，维
生素Ｄ缺乏可能导致 ＲＡＡＳ激活，促进慢性心力衰竭的发生
及发展。

２４　细胞因子　维生素 Ｄ缺乏可导致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
这些细胞因子可对心肌细胞发挥直接负性作用。体外研究表

明，维生素Ｄ既能抑制促炎性细胞因子 〔如白介素６（ＩＬ６）、
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的生成，又能上调抗炎性细胞因
子 〔如白介素１０（ＩＬ１０）〕的表达［１５］，且心力衰竭患者补充

维生素Ｄ后体内Ｃ反应蛋白水平降低，细胞因子微环境得到
改善。

３　维生素Ｄ缺乏与补充
目前，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维生素 Ｄ缺乏对人类健康具有

重大影响，但关于维生素 Ｄ缺乏的诊断尚无统一标准，维生
素Ｄ推荐摄入量及维生素 Ｄ缺乏的定义均基于预防软骨病及
骨骼畸形所需的维生素 Ｄ水平，且随着关于维生素 Ｄ的报道
增多及对其在慢性疾病中作用的深入研究，许多学者建议增加

维生素Ｄ每日需求的最小剂量。目前认为血清２５（ＯＨ）Ｄ水
平＜２０μｇ／Ｌ（＜５０ｎｍｏｌ／Ｌ）为维生素 Ｄ缺乏，２１～２９μｇ／Ｌ
（５０～７５ｎｍｏｌ／Ｌ）为维生素 Ｄ不足，≥３０μｇ／Ｌ（≥７５ｎｍｏｌ／
Ｌ）为维生素Ｄ充足［１６］，根据这一标准推测全球５０％ ～８０％
的人们处于维生素Ｄ缺乏状态。但目前关于维生素 Ｄ的补充
剂量亦无统一标准。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 （ＩＯＦ）在２０１０年
提出，老年人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应维持在３０μｇ／Ｌ，且２
０００Ｕ／ｄ的维生素Ｄ补充剂量是非常必要的；对维生素Ｄ不足
者常用的补充剂量为８００～１０００Ｕ／ｄ；对维生素Ｄ缺乏者通常
建议前６～８周补充维生素Ｄ５０００Ｕ／ｄ，之后以１０００Ｕ／ｄ维
持。研究证实，维生素Ｄ３因代谢较慢而优于维生素Ｄ２，因此
补充维生素应优先选用维生素Ｄ３。
４　维生素Ｄ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

心力衰竭患者补充维生素Ｄ的临床效果一直被人们关注，
但相关数据大部分来自小样本研究，因此结论不一致。一项关

·４· ＰＪＣＣＰＶＤ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Ｖｏｌ，２４　Ｎｏ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ｘｎｆｎｅｔ



于慢性心力衰竭 （６０％为扩张型心肌病）患儿的双盲对照研
究显示［１７］，每日口服维生素 Ｄ３１０００Ｕ会缩小患儿左心室收
缩末期内径、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及改善左心室射血分数、心

肌做功指数。Ｚｉａ等［１８］进行的一项非随机无对照研究显示，经

维生素Ｄ治疗后患者射血分数高于治疗前 〔（３１３±４３）％比
（２４３±１７）％，Ｐ＜００５〕，且治疗１４周后血浆８－异前列
腺素水平低于治疗前。Ｄａｌｂｅｎｉ等［１９］进行的一项双盲随机安慰

剂对照试验结果显示，经维生素 Ｄ治疗６个月后治疗组患者
射血分数高于对照组、收缩压低于对照组。Ｓｃｈｌｅｉｔｈｏｆｆ等［２０］对

心力衰竭患者 （ＮＹＨＡ分级≥Ⅱ级）补充９个月维生素 Ｄ３后
发现，患者ＴＮＦα水平降低、ＩＬ１０水平升高，但左心室功能
及远期生存率无明显改变。Ｗｉｔｈａｍ等［２１］对老年收缩性心力衰

竭患者补充维生素Ｄ３，１０周后患者ＢＮＰ水平降低，但心功能
并无明显改善。因此，维生素 Ｄ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
效仍有待今后大样本量、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

５　问题与前景
随着临床上维生素 Ｄ与慢性心力衰竭关系的研究报道逐

渐增多，人们逐渐认识到维生素 Ｄ可能对慢性心力衰竭的发
生及发展具有潜在保护作用，但具体机制尚不清楚，且对于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何时补充维生素 Ｄ、补充剂量等亦无统一标
准。因维生素Ｄ具有安全、简便、经济的优势，因此其可能
成为治疗心力衰竭的新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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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策略：

以维生素 Ｄ、２５－羟基维生素 Ｄ、心力衰竭、心血
管疾病作为中文检索词，以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２５（ＯＨ）Ｄ、
ｈｅａｒ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作为英文检索词，通
过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中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之前符合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的相关文献，
并对检出的文献通过阅读摘要、全文依次进行筛选。由

于国内相关文献较少且均为临床研究，试验设计简单、

不严谨，因此本文参考的文献均为外文文献。文献纳入

标准：（１）近５年发表的文献；（２）研究类型不限。文
献排除标准：（１）重复发表文献；（２）试验设计简单、
不严谨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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