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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二十世纪 70 年代早期,由于受“文革冶影响,一
些科研院所被迁往一些偏远地区,加上一些科研人

员受到冲击,使得当时中国各方面的科学研究都受

到了极大的影响。 但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依然

在缓慢发展。 “文革冶之后,尤其是 1978 年 3 月 18
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

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的春天也已经不远了。 二十世

纪 70 年代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文革冶和“文革后冶2
个阶段。 “文革冶中的研究主要包括中医药防治动

脉粥样硬化研究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

发病率调查研究。 “文革后冶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

研究则开始蓬勃发展,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开始

走上一个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图 1)。

1摇 中医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经济极端落后、外汇储备空虚,加上西方国家

的全面封锁政策等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上世纪 70
年代中医药在各种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方

面都得到了广泛开展,动脉粥样硬化领域也不例

外。 综合分析此阶段的文献,中医药防治动脉粥样

硬化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两部分,涉
及到的中医药既包括一些传统降脂的单味药物,也
包括一些传统的降脂组方或自拟方。 这些药物和

组方梳理归纳如下:冠心 2 号方、菌灵芝、穿龙薯芋、
郁金、红花、三七、通阳化瘀汤、逐瘀解郁汤、绿豆、
苏降脂域号片、山楂、昆布、海藻、当归、七夜一枝

花、葛根、甘草、花生壳、小葵子油、徐长卿、红香丸、
益气化瘀汤、7251、海冠 I 号(红葱)、姜黄、大蒜精

油、蒲黄、海松子油、水飞蓟油、国桐叶、蜂胶、毛冬

青、茶树根、海南狗牙花生物碱、橡胶种子油。

图 1. 二十世纪 70 年代动脉粥样硬化研究性论文粗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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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防治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压病座谈会[1]

摇 摇 1972 年 3 月 20 日 ~ 4 月 1 日,卫生部组织在北

京召开了防治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压病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有全国 13 个省、市的代表共 50 人,包
括老中医、西学中的医生、科研、医疗器械和药品生

产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医务人员,也有省市卫

生部门的负责同志。 会议收到有关“三病冶等方面

的研究资料 157 篇,其中以冠心病基础研究和临床

防治内容居多(图 2)。 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就是中

医或者中西药结合在“三病冶治疗中的作用。 在冠

心病方面重点交流讨论了毛冬青、冠心 1、2 号及小

2 号方、人参三七、宽胸丸、复方参香片、6911(银杏

叶)、红金汤、健心丸、茵陈、金樱子、首乌、桑寄生、
荠菜花、玉米芯复方汤剂、郁金等实验研究结果和

临床应用效果。 这些研究,丰富了冠心病防治的药

物来源,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一图(心电图)一片

(硝酸甘油片)的局面。 但必须指出,基于研究时间

比较短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与会代表认为有些药物

远期疗效还有待肯定,有些研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

的验证和重复。 也是在此次会议上,决定采用冠心

病作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

图 2. 防治肺心病、冠心病、高血压病座谈会资料选编

3摇 高原地区人群动脉粥样硬化研究———420
例藏族成人尸检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观察

摇 摇 二十世纪 70 年代,一些较大规模的来自尸检的

动脉粥样硬化临床病理学研究时有报道,包括 1972
年解放军第 85 医院和第 113 医院《508 例尸检心脏

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调查资料》 [2]、1973 年谢宪斌

等《508 例尸检心脏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调查资

料》 [3]、1974 年广州部队病理协作组《424 例尸检中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理学的研究》 [4]、1978 年宋继

业《 525 例尸检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统计分

析》 [5]和李经邦等[6] 《420 例藏族成人尸检中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的观察》。
1978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李经

邦在争取了大量尸检,掌握着第一手材料的基础

上,报告了《420 例藏族成人尸检中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的观察》。 该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研究对象一是

少数民族,二是生活在高原地域。 研究结果表明,
420 例尸检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检出率为 280 例,
阳性检出率为 66. 6% 。 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芋级

以上病变符合冠心病诊断的仅 28 例,占 6. 7% 。 吴

天一[7]院士结合其它资料认为,除了藏族特有饮食

外,高原低氧适应过程中冠状动脉域级以下血管大

量增生和极为丰富的侧支,以及心肌对低氧耐力的

增强,加之抗凝系统的增强致不易形成血栓均与藏

族冠心病低发有关。

4摇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病调查

二十世纪 70 年代,多个地区的科研工作者对本

地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病情况进行

了调查并报导。 这些地区包括辽宁、陕西、四川、广
东、吉林、福建和北京[8 ~ 14]。 其中涉及到高原藏族

(四川)以及茶区(福建)等具有一定特殊地域性的

人群。 本文着重介绍吴英恺院士等[15]发表的《我国

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及急性心肌梗塞的流行学

及人群防治工作》。
吴英恺院士(图 3)作为临床医学大家,他是我国

心胸外科奠基人;作为预防医学的先驱,他是我国心

血管病流行病学的开拓者;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在国

内组织了大型协作网;作为医学教育专家,他为中国

培养出一大批心胸外科与预防医学的骨干队伍,他还

重视基层医务人员的成长和心血管病防治科普知识

的普及。 自 70 年代始,吴英恺院士以不倦的辛勤劳

动,克服重重困难,为我国心血管病流行病与人群防

治事业做出了战略性贡献,并于 1978 年在阜外医院

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室。 在该

文中,吴英恺院士基于中国的 “ Framingham Heart
Study冶—北京市石景山区心血管病防治区的研究数

据,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和建议。 北京市石景山区心

血管病防治区是由 1969 年阜外医院和首钢医院协作

在首钢的一些工厂建立心血管病人群防治工作基础

上发展而来,到 70 年代中期发展成一个包括 20 万常

住人口在类的心血管防治研究协作区,成为我国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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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流行病学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 本文中的重要

论断和建议包括:(1)心血管病在人口死亡原因中已

从过去的第 3 ~7 位上升到 1 ~2 位,约占所有死亡的

一半;(2)提高心血管病流行学的学术水平,建立心血

管病流行学专业;(3)加速建设心血管病人群防治网

和防治区;(4)加强心血管病流行学和人群防治国际

交流与协作。

图 3. 吴英恺院士(1910—2003 年)

5摇 动脉粥样硬化第一部基础与临床结合专

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疒》

摇 摇 1978 年,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组

织相关力量,编写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疒》
(图 4),这是笔者目前所掌握资料中我国第一部动

脉粥样硬化方面的专著。 全书分为祖国医学对冠

心病的认识、动脉粥样硬化基础和动脉粥样硬化性

心脏疒临床诊断与防治三个大的方面。
在该书中,作者提到他们曾对一个特殊人群

———素食者僧侣血脂情况进行研究(未见其它公开

途径报道)。 通过对素食史在 1 ~ 38 年的 44 例僧侣

进行检查,其中除 1 例外,素食史都在 10 年以上。
结果发现其中 24 例胆固醇值超过 200 毫克%(正常

人群胆固醇水平一般在 160 毫克% 以下),10 例 茁鄄
脂蛋白在 75% 以上(正常人群一般在 70% 以下)。
1 例素食已 38 年的僧侣,胆固醇高达 306 毫克%,
茁鄄脂蛋白高达 83. 3% 。 作者由此认为胆固醇增高,
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单纯和多价动物脂肪或饱和

脂肪饮食有关。 虽然此研究例数不多,但其研究结

果对于认识饮食因素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提供了

不一样的证据。 当人们普遍认为是高脂饮食导致

了高胆固醇血症的时候,我们需要听听不一样的

声音。

图 4. 我国第一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与临床研究专著(1978
年)

6摇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超微结构研究

上世纪 60 年代电子显微镜技术在国际上被引入

动脉粥样硬化领域研究[16]。 二十世纪 70 年代,黄士

通[17]、李进[18]和姜志尧[19]各自在建立家兔动脉粥样

硬化模型基础上,开始应用电子显微镜研究动脉粥样

硬化病变的超微结构。 综合他们的研究,主要结果如

下:内皮细胞内胞饮小泡增多和内皮细胞间隙增宽,
出现明显的内皮下间隙,其内有平滑肌细胞积聚。 内

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中内质网、核糖体、线粒体增多,
高尔基复合体发达。 平滑肌细胞胞浆内出现广泛的

内含脂质的空泡,即形成泡沫细胞(图 5)。

7摇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消退研究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是否能够消退,很早就引起

了人们的关注,但也一直存在争论。 到上个世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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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国际上对动脉粥样硬化研究进入一个高

潮期(图 6),在鸟类、家兔及非人类灵长类等动物

上,不断得到关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消退的形态学

和生物化学方面的证据[20]。 国内科研人员在二十

世纪 70 也开始关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消退问题。
在 1979 年南京医学院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学术报告

会上,有作者报告了《家兔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形成与消退的病理形态学观察》 [21]。 1980 年,昆
明医学院刘超然等也报告了《橡胶种子油对动脉粥

样硬化影响的研究—玉、对家兔实验性主动脉粥样

硬化形成和消退的影响》 [22]。 刘超然等发现:(1)
橡胶种子油不但明显抑制了高脂饮食所致的实验

性血脂增高,而且能明显减轻由高脂饮食所诱发的

家兔主动脉硬化的程度;(2)橡胶种子油还可能促

进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消退(图 7)。

图 5. 姜志尧等关于家兔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电子显微镜观

察结果

8摇 其它动脉粥样硬化基础研究

武汉医学院冯宗忱等[23]研究了《实验性动脉粥

样硬化家兔眼部的变化》(图 8)。 冯等选用雄性家

兔,分为 3 组:第一组为正常对照,仅喂本院动物房

配制的糖化伺料;第二组为胆固醇组,加饲胆固醇

1 g / d;第三组为冠心酮组,除基本饲料及胆固醇外,
还加饲冠心酮 2 mg / d。 100 天后处死动物。 虹膜病

变程度分为 4 级:一级,虹膜仅出现放线状或小的斑

点。 二级,除上述变化外,出现白色小斑片,或在虹

膜上方出现一片较大的开始融合的白斑,白斑范围

内仍可见放射状线条。 三级,虹膜上方、下方均出

现较大、较薄的白斑,范围大于 1 / 4 象限。 其他小白

斑分布较密。 四级,融合成密度浓厚的白斑,范围

自 14 /到 24 / 。 研究结果表明:(1)家兔喂饲胆固醇

后,角膜、虹膜均有脂类沉积,尤其虹膜为甚。 角膜

为带状混浊,严重者呈环状。 宽度 1 ~ 2 mm 至角膜

直径的 1 / 4。 约 1 / 3 家兔有角膜变化。 虹膜为黄白

色沉积物,呈放线状或点斑变化。 重者融合成较大

的自斑。 以眼的上下方为多。 (2)虹膜与主动脉的

分级虽然与其胆固醉含量并行,但虹膜与主动脉分

级却呈负相关。 虹膜与主动脉胆固醉含量间无关。
虹膜变化不能作为主动脉病变程度的指标。

图 6. 1980 年以前国际上关于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消退研究

汇总[20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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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刘超然等关于橡胶种子油消退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研究结果

图 8. 冯宗忱等关于《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家兔眼部的变化》研究结果

摇 摇 衡阳医学院杨永宗等[24] 研究了动脉粥样硬化

时主动脉组织耗氧量的变化(图 9)。 杨等通过给家

兔分别饲喂高胆固醇饲料 12 周和 24 周,建立动脉

粥样硬化动物模型,然后测定主动脉组织耗氧量,
借以观察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主动脉组织

耗氧量的变化。 研究结果表明:饲喂胆固醇 12 周的

家兔主动脉耗氧量明显增高,较对照组高 86% 。 胆

固醇 24 周组的家兔主动脉耗氧量不仅没有继续升

高,反而较对照组降低。 而且停胆固醇组动物在恢

复基本饲料 12 周后,主动脉耗氧量也较对照组降

低。 同时杨等也研究了一过性高脂血清注射对主

动脉组织耗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注射高

脂血清后 3 小时主动脉组织耗氧量明显升高,为正

常血清注射组的 240% 。 杨等据此推测:(1)在动脉

粥样硬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很早期就可能存在主动

脉组织呼吸过程的变化,但在后期主动脉耗氧量降

低。 (2)高脂血清首先作用的部分可能是内膜,干
扰内皮细胞的代谢过程,促进血浆胆固醇进入动脉

壁,刺激平滑肌细胞增生,导致粥样斑块的发生。
此外,杨永宗等[25] 还进行了《磁珠埋植对家兔

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脂血症的影响》的研究,
结果表明:(1)埋磁 4 个月对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

家兔主动脉病变面积和胆固醇含量以及血脂水平

没有显著影响;(2)预先埋磁后喂胆固醇和先喂胆

固醇后埋磁,对高胆固醇血症的过程均无明显影

响;(3)腹膜腔注射磁化葡萄糖生理盐水 3 天没有

降低正常家兔血清胆固醇含量的作用。
同期的其它实验性研究还有蔡海江等[26] 进行

的《兔疫性损伤对家兔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的影

响》和邓漪平等[27] 《毛冬青对莱亨鸡实验性动脉粥

样硬化病的血脂变化及对斑块作用的形态学观

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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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杨永宗等关于动脉粥样硬化时主动脉组织耗氧量变化

的结果

9摇 其摇 它

1978 年 3 月 18 日开幕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一
批动脉粥样硬化研究成果获得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奖。 其中包括山东医学院(后来的山东医科大学,
今天的山东大学医学院) 吴葆杰教授 “冠心舒研

究冶,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陈灏珠院士“血瘀本质

及活血化瘀原理的研究冶。 在随后召开的全国医药

卫生科学技术大会上(1978 年 6 月 3 日),也有一批

动脉粥样硬化研究成果获奖,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的“恒河猴自发主动脉冠状动脉病变

与血脂和主动脉壁脂质的研究和 100 例恒河猴心脏

冠状动脉的解剖学分析冶。 全国科学大会后,许多

省份又陆续召开了省级科学大会,一批动脉粥样硬

化研究成果获得表彰。 比如当时 Miller 等提出的

“HDL 可能是对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冶这一学说

开始风行,国内尚属空白。 南京医学院蔡海江等抓

住这一动向,首先建立血清 HDL 测定方法,调查了

数千例不同人群血清 HDL 水平及各种影响因素。
发现我国人群 HDL 水平较欧美白人为高、冠心病发

生率则较之为低,两者可能有一定关联。 调查还证

实高血脂、吸烟、肥胖、体力活动减少以及性别和年

龄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HDL 水平。 研究结

果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冶、“Atherosclerosis冶等,并
参加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 7 届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

术会议交流,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1979 年此

成果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1979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阜

外医院)协同 19 个大、中城市 25 个医疗、科研单位

和医学院校,组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病理普查协作

组,启动了迄今为止,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领域

的最大一次协作研究,其研究成果在 1983 年发表。

附录:

吴葆杰教授(1926—2010 年)

吴葆 杰, 男, 山 东

省淄 博 市 临 淄 区 人。
1951 年毕业于山东医

学院 医 学 系, 留 校 任

教,历任山东大学(山

东医学院、山东医科大

学)医学院药理学研究

所讲师、副教授、教授,
教研室主任、药学系副

主任、 基 础 医 学 部 主

任、校 学 位 委 员 会 委

员。 兼任山东省政协

委员、 山 东 省 科 协 委

员、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中国药理学会理事、中国

药学会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及生化药物专业委员

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心血管药理专业委员会委

员、山东生理科学会理事长、山东药学会理事长、山

东药理学会理事长、山东省卫生厅、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或学术委

员会委员和多家学术期刊的编委、常务编委或顾问

等职务。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170 余篇,主编了《中草药

药理学》、《动物生化药药理学》、并参加了《心血管

药理学》、《血管生物学》、《现代药理实验方法》、
《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与临床》等专著的编写、对我国

抗动脉粥样硬化药新药发展和理论研究做出了突

出的贡献。 参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

心调血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药新药药效学研究规

范的制订、咨询和评审,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抗动

脉粥样硬化药学术研讨会。
曾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及山东省科学技术

大会奖, 获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协、山东省教育

厅、山东省体委、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山东省卫

生厅等多项科技成果、论文及科技进步奖。 他先后

被授予山东省先进生产者、山东省优秀科技工作

者、齐鲁科技精英等荣誉称号,1991 年起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及山东省劳动模范荣誉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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