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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提取物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及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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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丹参是中医常用活血化瘀类中药材之一，近年研究表明，丹参提取物在保护血管内皮细胞、抗心律失

常、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微循环等方面均具有良好表现。本文主要综述了丹参提取物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及机制，

包括抗血小板聚集、减轻血管内皮损伤、改善局部微循环、强效抗炎及调节糖、脂代谢等，以期为临床科学使用丹参

提取物及其制剂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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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lvia miltiorrhiza is o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promoting circulation and removing 
stasis，recent studies showed that，Salvia miltiorrhiza extracts have some advantages in protecting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tiarrhythmia，anti-atherosclerosis，improving microcirculat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ed the anti-atherosclerosis 
effect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Salvia miltiorrhiza extracts，including anti-platelet aggregation，relieving vascular endothelial 
injury，improving local microcirculation，potent anti-inflammatory，regulating glycometabolism and lipid metabolism，in order 
to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use of Salvia miltiorrhiza extracts and related preparations in anti-atheroscle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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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是中医常用活血化瘀类中药材之一，又称赤参、紫

丹参、红根等，指唇形科鼠尾属植物丹参的干燥根及根茎。

丹参广泛分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其味苦，微寒，具有通经

止痛、活血化瘀、清心等功效，常用于治疗瘀血诸证、心悸

失眠、疖痈肿毒、热病烦躁、热痹疼痛、胸痹心痛、脘腹胁

痛等［1］。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丹参的主要有效成分包括脂

溶性丹参酮Ⅰ、丹参酮Ⅱ A、丹参酮Ⅱ B、二氢丹参酮、隐丹

参酮及水溶性丹参素、丹酚酸等，而随着近年来对丹参提取

物的研究、挖掘不断深入，发现丹参提取物在保护血管内皮

细胞、抗心律失常、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微循环等方面均

具有良好表现，并可通过多种途径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降低

动脉粥样硬化发生风险、减轻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程度等［2-3］。

本文主要综述了丹参提取物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及机制，

现报道如下。

1　丹参的主要化学成分

采用硅胶柱色谱对丹参的乙醇提取物进行分离与纯化共

获得 11 个化合物，包括 2，3- 反式 -4，5- 顺式 - 二烯 -6-
羰基硬脂酸、丹参酮Ⅰ、丹参酮Ⅱ A、丹参螺旋缩酮内酯、

二氢丹参酮Ⅰ、二氢异丹参酮Ⅰ、异隐丹参酮、丹参酸甲酯

等［4］；丹参抗肝纤维化有效部位提取物中共分离出7个化合物，

经物理常数测定及波谱分析确定其包括丹酚酸 D、丹参甲素、

咖啡酸、异阿魏酸、原二茶酸等［5］；通过野生丹参地上部分

提取物共分离出 5 个化合物，分别为豆甾醇、熊果酸、β- 谷

甾醇、胡萝卜苷、黄芩苷，其中熊果酸为首次通过野生丹参

地上部分提取物分离出来［6］。目前已确定的丹参脂溶性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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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化学成分共包括 11 个化合物，分别为阿魏酸、对羟基苯

甲酸、原儿茶醛、丹参素、乌索酸、6，7- 二甲氧基 -5，4'-
二羟基黄酮醇 -3-O- 葡萄糖苷、鼠尾草酚、丹参酮Ⅱ A、丹

参酮Ⅰ、5，6- 脱氧柳杉酚、隐丹参酮［7］。

2　丹参提取物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及机制

2.1　抗血小板聚集　丹参提取物在抗动脉粥样硬化及治疗冠

心病心绞痛、肺源性心脏病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机

制与丹参提取物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有关［8］。体外研究结果

表明，丹参提取物能有效抑制二磷酸腺苷（ADP）、胶原诱

导的血小板聚集，缩短血栓长度并降低血栓干重及湿重，降

低血浆血栓素 B2、内皮素水平，升高 6- 酮 - 前列腺素 F1α
水平，改善凝血功能，其作用机制可能为丹参及其提取物通

过抑制血栓氧丙烷合成酶活性而抑制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

等［9］。临床研究表明，复方丹参片可有效抑制冠心病患者血

小板活化程度并降低血清环磷酸腺苷、前列环素水平［10］；丹

参酮Ⅱ A 磺酸钠可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小板活化、降

低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及血小板聚集率等调节动脉粥样硬化

患者血流动力学；氯吡格雷联合复方丹参滴丸较氯吡格雷或

复方丹参滴丸可更有效地减少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小板聚

集，降低血清血栓素 B2 水平［11］。动物实验研究表明，丹

参提取物能有效抑制高胆固醇膳食家兔血清总胆固醇水平升

高、减轻动脉粥样硬化所致髂动脉狭窄、降低血浆纤溶酶原

水平、提高纤溶蛋白原水平，提示丹参提取物可在一定程度

上抑制纤溶系统活性，进而发挥抗高脂血症及动脉粥样硬化

等作用［12］。

2.2　减轻血管内皮损伤　丹参提取物可有效减轻急性脑梗死、

肺栓塞、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发生发展过程

中血管内皮损伤、促进血管内皮结构及功能恢复。研究表明，

丹参多酚酸盐可有效降低急性脑梗死患者可溶性血管内皮细

胞蛋白 C 受体（sEPCR）、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非

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ADMA）、血管内皮钙黏蛋白（VE-Ca）
水平等，有利于减轻血管内皮损伤，改善血管内皮功能［13］；

丹参滴丸能通过调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血清超敏 C 反应

蛋白、细胞间黏附分子 -1、内皮素水平而减轻视网膜微血管

内皮细胞损伤，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程［14］；丹参酮Ⅱ A
能通过下调葡萄糖调节蛋白 78 基因表达而减轻细胞内质网应

激性拮抗，进而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同型半胱

氨酸对血管内皮细胞的诱导凋亡作用，并可有效降低动脉粥

样硬化患者血清内皮素、P 选择素水平［15］。

2.3　改善局部微循环　丹参提取物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还

与其对局部微循环的改善作用有关，尤其是对于脑梗死、冠

心病患者，丹参提取物能有效改善其动脉粥样硬化局部组织

血液灌注不良情况［16］。动物实验表明，丹参喷鼻剂可有效缩

小脑缺血大鼠脑梗死面积、抑制脑缺血大鼠全身微动脉收缩，

进而改善脑缺血大鼠局部组织微循环、促进局部组织血流灌

注恢复等；丹参酮Ⅱ A 磺酸钠注射液可有效降低动脉粥样硬

化所致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血清 D- 二聚体水平并调节凝血 - 纤

溶系统平衡，进而改善缺血病灶微循环及患者预后［17］。

2.4　强效抗炎作用　近年研究表明，部分丹参提取物具有较

强的抗炎作用，常用于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支气管哮喘、空

洞型肺结核、关节炎、急性冠脉综合征等。在常规治疗基础

上加用丹参注射液可有效降低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血清心肌酶

及炎性因子水平，改善患者心功能及临床症状，缩短治疗疗

程等［18］；在常规抗结核治疗基础上联用丹参注射液能有效改

善肺结核患者肺毛细血管微循环、抑制炎性递质释放并调节

免疫功能、提高肺结核空洞早期愈合率。丹参提取物不仅对

感染性炎症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还对非感染性炎症有一定

抗炎作用。动物实验表明，中药丹参煎煮后灌胃可有效降低

关节炎小鼠关节液炎性因子水平；临床研究发现，丹参多酚

酸盐能有效提高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脂联素水平并抑制炎性

反应，从而改善患者近、远期预后［19］。

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是一种直观反映机体氧化应激及

炎性反应的标志物，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水平升高可导致冠

心病发生风险升高。研究表明，丹参注射液可有效降低冠心

病患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A2 水平［20］，其主要作用机制与丹

参注射液减轻氧化应激反应与炎性反应程度有关［21］。因此，

丹参提取物主要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炎性反应、局部炎性反应、

氧化应激、炎性细胞浸润等而减轻血管内皮损伤及炎性反应、

降低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改善血流动力学及凝血功能等，进

而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2.5　调节糖、脂代谢　调节糖、脂代谢是丹参提取物发挥

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内研究表明，胰岛

素增敏剂吡格列酮联合丹参注射液可有效减轻糖尿病患者脂

肪肝严重程度及肝弥漫性损伤程度，改善糖、脂代谢紊乱状

态，降低血清三酰甘油水平及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肝转移酶

等，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及过氧化物歧化酶

水平，具有一定改善糖、脂代谢及缓解肝细胞损伤作用［22］；

复方丹参滴丸能有效降低糖耐量异常患者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血糖相关指标异常程度及血液黏滞程度，延缓糖耐

量异常进展为糖尿病，这对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风险及心

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3］。

国外研究表明，两性霉素 B 与动物细胞膜上胆固醇结合

并形成复合物后可导致细胞膜出现微孔、细胞凋亡，而在缺

乏外源性胆固醇供应的前提下加入丹参素可有效减少两性霉

素 B 所致的细胞凋亡，且经噻唑蓝比色法测得的吸光度值与

丹参素浓度介于 10~100 μl/ 孔时具有明显的量 - 效关系［24］，

提示丹参素具有抑制细胞内源性胆固醇合成作用；丹参注射

液能诱导高脂膳食大鼠肝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mRNA 表达并使

体外培养的人成纤维细胞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mRNA 表达水平

于 2 h 内升高 1 倍，但也有研究证实丹参提取物对大鼠肝脏及

人成纤维细胞载脂蛋白 A1 mRNA 的表达无明显影响［25］。

3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部分丹参提取物因具有良好的心脑血管保护

作用及有较强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而已广泛应用于心脑血

管疾病及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其远期疗效与安全性仍缺乏充足的临床大样本量研究支持，

且关于丹参提取物的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研究主要集中于丹

参酮类如丹参酮Ⅱ A、隐丹参酮等，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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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作用机制、作用靶点方面的研究；此外，由于针对丹

参提取物的毒性作用研究及基于中药提取物的药效研究偏弱，

因此针对丹参提取物化学结构进行修饰及改造是未来丹参提

取物临床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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