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摇 1007鄄3949(2012)20鄄03鄄0193鄄04 ·专家论坛·

中医药在动脉硬化性疾病防治研究中的比较优势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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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属于复杂性慢性疾病。 其发病机理尚不很清楚。 目前国内临床所用西药均由国

外创制。 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发挥祖国医学的独特优势,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从临床实践到药物研发。 经过不

断摸索,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为动脉硬化性疾病的防治创制出了一批疗效确切,业界认可,并开始走向世界的创

制新药。 本文扼要介绍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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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or,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quired through clinical practice and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鄄
ment. 摇 New drugs which have determined curative effect was created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atherosclerotic dis鄄
ease. 摇 They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on field of medicine, then go to the world. 摇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鄄
view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s.

摇 摇 动脉硬化性疾病作为一类慢性复杂性疾病,既
是多种病理因素的结果,也是多种疾病的病因。 虽

经百余年的研究,其发病机理至今仍然不清,多种学

说并存。 国内目前主要是跟踪国际研究潮流,源头

创新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极为鲜见,临床治疗所用西

药无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与此种情况形成反差的

是中医药在防治该类疾病研究中,从基础理论到临

床实践和药物研发的各个环节,都获得了长足的进

展,成果突出,优势明显。 现仅选择近年最具代表性

的重大科技成果为例,阐释中医药在防治动脉硬化

性疾病研究中的比较优势。

1摇 基础理论和临床研究成果获得重大突破

中医认为动脉硬化性疾病属于“络病冶和“痹
证冶范畴,病在脉络是因脏腑气虚所至,尤其以心、
脾、肝、肾为主,“痰冶、“瘀冶、“毒冶交织贯穿疾病发

生、发展的整个过程。 然而,中医在基础研究和临床

实践中,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从“气滞血

瘀冶、“血脉瘀阻冶到“痰瘀互结冶、“毒损脉络冶再到

“络病冶的发展过程。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临床治

疗与时俱进,具有整体治疗效应的创新药物不断涌

现,疗效更加明显。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到 90 年代初,中医药防

治动脉硬化性疾病的主流是以气血理论为核心的

“血瘀证冶和“活血化瘀冶治疗,其中以陈可冀院士为

首的课题组三代人历经近 40 年的努力,利用率先创

建的多种心脏细胞模型和多种整体动物模型,先后

完成 10 余项国家级课题和 30 余种 2、3 类中药新药

研制的基础上,对“血瘀证冶和“活血化瘀冶进行了现

代科学内涵的阐释,建立了一系列临床诊断和治疗

国家标准,在推动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

“证冶的现代认识方面提供了科学依据。 按经典方

药“血府逐瘀汤冶研制开发的“血府逐瘀胶囊冶和“精
制血府胶囊冶的技术转让为西苑医院创造经济效益

4000 余万元。 “血瘀证和活血化瘀研究冶成果获得

了 2003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活血化瘀研究

的深入,我们率先开展了脂代谢紊乱与中医痰浊关

系的基础研究,证实 TC、TG、LDLC 升高是血中痰浊

的主要生化物质基础[1],发现临床病人更多表现为

“痰瘀互阻证冶。 到 90 年代中期,在中国中医研究

院基础理论研究所的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

起了“痰冶和“痰瘀相关冶及“从痰论治、痰瘀同治冶
基础与临床研究的热潮,临床疗效较单纯活血化瘀

更加明显。 大量深入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医“痰
瘀相关冶理论和“痰、瘀、毒冶的现代科学内涵。 王永

炎院士率先提出[2]的“痰瘀互结冶、“毒损脉络冶的理

论假说更好地揭示了动脉硬化性疾病的病理机制,
为深入开展中医药防治动脉硬化性疾病指明了方

向。
近年吴以岭院士[3] 根据中医络病理论,提出了

“脉络鄄血管系统病冶的概念,认为:血管系统本身功

能的变化是微血管损伤为主的血管病变发生、发展

的始动因素,并贯穿全过程,血瘀、痰浊、毒邪是其病

理产物和继发病机。 并指出社会心理因素、过劳、过
逸等不良生活方式在血管病变中具有重要作用,神
经鄄内分泌鄄免疫功能失调是血管外膜损伤的主要因

素,As 及血管痉挛是血管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的结果。 该项成果获得 2006 年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2摇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中药已成为国内
防治动脉硬化性疾病等创新药物研究的主流

摇 摇 由于中医以临床为基础,医药相互依存关係密

不可分,因而防治动脉硬化性疾病基础理论研究的

成果,能够迅速地向药物研发转化。 一大批功效显

著,副作用小的创新复方中药制剂已为广大中西医

和患者熟悉与使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据报道[4]复方丹参滴丸是我国第一个在美国

完成 FDA 域期临床试验,并将于今年开始在全球

50 个以上临床试验中心开展 FDA 芋期临床试验的

复方中药制剂,该项成果标志着中药已向国际化迈

出了关键和有力的一步。 该药是冠心病、心绞痛的

预防、治疗和急救的必备首选中药。
我国第一个在 WHO 注册的中药循证医学研究

项目———芪参滴丸已于 2010 年上半年完成,通过验

收。 研究结果证实该药在心肌梗死二级预防中具有

与肠溶阿司匹林相似的效果[5]。 类似的常用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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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血化瘀类中药制剂还有速效救心丸,地奥心血

康,银杏叶胶囊等。
血脂康胶囊是属于痰瘀同治类的代表性创新中

药。 该药系由中药红曲中提取分离得到的一类富含

13 种天然他汀及多种其他药效成分的现代中药制

剂,具有除湿祛痰、活血化瘀和健脾消食功效,用于

高脂血症及 As 的痰瘀互阻证治疗。 在九五期间经

全国 19 个省市 66 家研究中心,长达 7 年的随访观

察,证实其具有明显的综合调脂作用,抑制 As 斑块

形成、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等作用,可显著降低肌心梗

死患者死亡率为 33% ,冠心病死亡率为 31% ,冠心

病事件为 45% 、急性心梗死事件为 56%等。 该药副

作用极其轻微,长期服用安全,未发现对肝肾功能及

横纹肌溶解等他汀类药物常见的严重副作用,是第

一个具有本土循证医学证据的冠心病二级预防理想

用药[6,7]。 2009 年 6 月,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

分会对血脂康在我国心脑血管病领域的应用地位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达成共识,可以在不同情况下与他

汀类药物替换使用的调脂类一线用药,成为迄今中

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国专家共识系列》
中唯一一个中药[8、9],并于 2011 年被欧洲权威的

ESC / EAS 血脂异常管理组列入欧洲血脂异常管理

指南用药[10]。 该药现正在进一步按照循证医学标

准开展中医临床再验证的研究。
根据络病理论研制的代表性创新药物主要有通

心络胶囊。 由张运院士领导的“中药通心络剂量依

赖性增强易损斑块稳定性的研究冶成果显示,该药

具有明显减低血脂水平、抑制系统性炎症,增加血管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穩定性,可有效防止心脑血管事

件等,被称为是“传统中医药对现代医学的挑战冶,
为“冠心病高危患者点燃了希望之灯冶 [11,12]。 该药

的另一项循证医学实验研究结果也表明,可显著改

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在大血管支架术后微血管阻塞

的状况。

3摇 中医药防治动脉硬化性疾病的优势源于
坚持中医特色和多学科交叉

摇 摇 以上所列仅是众多中医药防治动脉硬化性疾病

成果中的代表,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优势明显。 作为

我国特有的中医药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为华夏

儿女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特点鲜明,
强调理论与临床、中医与中药相结合和以人为本、辨
证施治的原则。 我们将中医理论的特征归纳为八个

字,即“整体、动态、调节、平衡。冶“整体和动态冶是中

医对人体和疾病发生、发展的基本认识,强调天人合

一的整体观,即人与自然、社会、精神的和谐统一,特
别注重相互关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很强的

时空动态特征,强调病因病机随个体所处时间、空
间、环境和状态的不同而有差异。 “调节与平衡冶是
中医防治疾病的手段和目标。 中医治病不主要针对

病原,而是依据对个体状态的辨证,从养生、治未病、
既病防变角度,用相应的配伍方剂对体质、脏腑功

能、阴阳气血等的失衡实行远比多靶点复杂的整体

调节,也就是对关系进行协调。 调节的目标是平衡,
追求具有时空动态特征的整体的阴阳平衡,实现阴

平阳秘、阴阳和合,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乃

治的目标。 因此,中医的属性从认识论出发可以认

为是整体医学,从方法论出发则为调节医学,从目标

出发是平衡医学。 由于复杂性慢性疾病多涉及机体

多个代谢途径和环节,因此,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

药复方就是以实现整体调节效应为目标。 虽然至今

尚不能有效破解复方中药的确切效应分子,但我们

可以借用组学的方式给予中药复方以“整体(调节)
效应分子组冶的概念。 然而为了破解方剂中的全部

效应分子,就必需采用一切现代先进科技手段,进行

“方剂整体效应分子组学冶的研究,这将是一条极其

艰巨而漫长的道路[13]。
中医药现代化之路必须采用多学科交叉。 多学

科交叉是中医药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和成功的

经验,国内外许多著名高校及科研院所也都积极参

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基因组、转录组到

蛋白质组,再到代谢物组学和生物信息以及应用数

学的一切研究方法和技术,在中医药基础和应用研

究中已被广泛吸收和使用。 在中央有关部委的大力

支持下,国家近年对中医药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投入

得到迅速增长,一些骨干单位已经装备了几乎所有

当代最先进的仪器设备,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人才不

足。
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中医药必将为

人类健康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早在 1988 年出版的《论人体科学》一书中就明确提

出[14],“21 世纪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冶,“医学的

途径在于中医现代化冶,中医现代化是“用中医来化

西医冶,“我们要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
也就是 21 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

道道的尖端科学冶。 现在故人已去,他在 20 多年前

的预言必将会实现,任重而道远。 然而,转化医学的

兴起为中医药现代化(包括中医药语言的现代化)

591CN 43鄄1262 / R摇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2012 年第 20 卷第 3 期



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希望中医、西医学界的同仁消除

隔阂,携起手来,为实现新的目标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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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克教授主编的《ATP 结合盒转运体基础与
临床》一书出版发行

由南华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唐朝克教授和姜志胜教授共同主编的《ATP 结合盒转运体基础与临床》
一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向全国公开发行。 该书内容涵盖 ATP 结合盒转运体(ABC)的结构、功能、表达

调控、底物结合特点及其与疾病的关系等方面,系统阐述了 ABC 转运体的基本理论及其在疾病预防和治疗

中的应用进展,并全面介绍了生物体 ABC 转运体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方向。 该书部分章节还介绍了南华大学

动脉粥样硬化科研团队在此领域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 该书条理清晰,并配有大量插图以帮助理解,内容上

兼顾基础与临床,同时介绍相关研究方法,为相关科研、临床人员全面认识 ABC 转运体和与其相关的临床疾

病提供重要的参考,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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