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麝香保心丸的基础与临床

罗心平 施海明 范维琥 戴瑞鸿

近!"年的临床实践证明，麝香保心丸（$%&）在

治疗冠心病方面有明显疗效，但有关资料零碎而缺乏

总结，本文综述如下。

’ 麝香保心丸的研究简史 ’()!年，上海华山

医院戴瑞鸿教授在原中药苏合香丸的基础上开始了

$%&组方的研制工作（’）。’()#年，华山医院心内科

结合苏合香丸加苏冰滴丸研制了人参苏合香丸，治疗

冠心病取得良好疗效。’(*’年初，上海中药一厂在此

方基础 上，开 发 中 成 药 制 剂 $%&。’(*’年+月!
’(*!年’’月，上海多家医院临床试用，共收集!"(
例，缓解心绞痛症状达*",；’(*’年!!+月，上海市

卫生局批准临床试用。主要组成有：人工麝香、苏合香

脂、蟾酥、人工牛黄、人参提取物、肉桂、合成冰片)味

中药。’(*!年’!月由上海中药一厂批量生产（’）。

! 麝香保心丸对血管壁作用的基础研究 $%&
早期的药理及毒理实验在江文德等的主持下，由复旦

大学医学院药理系完成。狗急性毒理试验表明：在治

疗剂量-""倍的范围内，$%&对动物心律、心率及平

均动脉压无明显影响；给予-""倍以上的剂量，动物表

现为平均动脉压的降低及心率的减慢（!，+）。为了解

$%&的作用部位，采用离体鼠动脉环进行研究（#）。结

果显示，$%&对保留内皮组和剥离内皮细胞组动脉环

均有舒张作用，其效应呈剂量依赖性，保留内皮组的舒

张作 用 明 显 高 于 剥 离 内 皮 细 胞 组。为 进 一 步 了 解

$%&对在体血管内皮细胞形态及功能的作用，以及对

动脉壁内一氧化氮系统的影响，作者（-，.）采用高脂血症

兔动物模型、损害动脉壁的内皮及一氧化氮系统，应用

光镜、电镜观察兔动脉壁的内皮细胞形态、内膜／中膜

比值等形态学变化。光镜研究表明：$%&有抗实验性

动脉粥样硬化的趋势，明显降低内膜／中膜比值。电镜

镜检发现：正常组主动脉内皮细胞等结构正常。高脂

血症对照组未见内皮及基底膜，血管腔面为大量胶原

纤维覆盖，内含成纤维母细胞、平滑肌细胞及脂滴。

$%&组部分内皮细胞脱落，残存内皮细胞肿胀、变性，

但基底膜完整。提示高脂血症可从形态上造成动脉内

皮细胞的损害和脱落；而$%&可减轻血管内皮结构

的损害。

为准确地反映在体血管功能的改变，采用敏感的

血管内超声评价在体血管舒缩功能（)），分别测量动脉

基础状态、注射乙酰胆碱及硝酸甘油后血管的腔径和

截面积。结果提示：高脂血症可损害内皮依赖性血管

舒张功能；与高胆固醇组比较，$%&使用!周后，内皮

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异常的程度明显减轻，而各组动

物血 管 对 硝 酸 甘 油 的 舒 张 反 应 无 明 显 差 异。提 示

$%&改善了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

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异常与一氧化氮的代谢

异常密切相关。用高脂血症兔的动脉标本，采用半定

量/01&2/等技术，围绕一氧化氮的代谢过程，从一

氧化氮合酶的基因表达、酶活力测定、到一氧化氮代谢

产物测定等环节系统探讨了$%&对血管内皮一氧化

氮代谢的影响。结果提示：$%&可部分逆转高脂饮食

造成了动脉一氧化氮代谢的紊乱，增强动脉壁一氧化

氮合酶（3456）17/48的表达，提高了动脉壁一氧

化氮合酶的活力，增加了动脉组织一氧化氮代谢产物

的浓度；提示它可通过减轻高脂血症对一氧化氮系统

的损害、从而改善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

文献报道血管壁一氧化氮系统的异常主要是氧自

由基损害的结果；$%&保护血管壁一氧化氮系统可能

与减少氧自由基有关。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增

加了血浆超氧化物歧化酶（659）的浓度，而临床研究

也表明（*）：$%&降低了冠心病患者血中氧自由基的水

平、提高了659的活力。以上材料提示：$%&通过扩

张血管、改善内皮功能等途径而发挥作用，其扩张血管

的机理有直接舒张血管平滑肌及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

两条途径，主要的作用是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改善血

管内皮依赖性舒张功能的机理是通过升高659的水

平、降低氧自由基的产生，减少了血管壁一氧化氮的失

活，同时增加了345617/48的表达及酶活力，最终

达到增加血管内皮一氧化氮的释放、血管扩张的疗效。

+ 麝香保心丸改善心肌缺血的临床研究 $%&
改善心肌缺血、增加心肌血流灌注的药理作用在临床

上已经得到充分证明。采用静脉注射潘生丁心肌同位

素扫描显像术（((70:;%<=<6&>20显像）、评价$%&
对心肌血流的影响。’’例心肌灌注缺损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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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用药后心肌灌注明显改善，总有效率为!"#$%（&）。

另一组’$例恶化劳力型心绞痛患者的研究也发现：治

疗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明显高于常规治疗

组（))#"%），提 示 *+,改 善 了 心 肌 血 流 灌 注（-"）。

*+,可降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浆脂质过氧化物的

水平，增加了./0的活性（(）。12例心绞痛患者的研究

也证实：*+,治疗减少了心绞痛患者血栓素32水平，

提高了前列环素的水平（--）。这些结果均提示：*+,
通过扩张血管、改善内皮功能、降低氧自由基、调节血

管活性物质的平衡等机制，从多环节发挥治疗作用。

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及心肌梗

死的治疗中，疗效肯定。在心绞痛治疗方面，多个临床

研究证明：*+,是治疗心绞痛的有效药物。长期服用

*+,-!2粒，每天1次，疗程2!)周，可有效降低心

绞痛的发作频率（平均下降’’#-%），硝酸甘油消耗量

平均下降1’#’%（-2!-!）。采用活动平板试验评价-$例

冠心病患者的运动耐量，发现服用*+,后总运动时

间、开始运动至心绞痛发作的时间、运动至.4段压低

-55的时间均明显延长，而运动终点至.4段的恢复

时间明显缩短（-!）。与消心痛的对比研究发现：在改善

冠心病缺血症状、以及心电图改变等方面，*+,与消

心痛、硝酸甘油对照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并且具

有起效迅速、药效持续时间长（2!16）等特点（-’!-$）。

综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特点为：（-）疗效确

切，扩张血管机理明确。（2）起效迅速，多在)578内。

（1）作用维持持久，一般’6左右；（’）副反应轻微，安全

性大；（)）同时具有正性肌力作用。荟萃分析-&份临

床报道，共计-&&(例临床病例，*+,的主要副反应

为：轻度上腹部不适、恶心，发生率2#-%；唇舌麻木感

发生率-#1%；偶有心率下降、荨麻疹、头痛等不适，提

示*+,有较高的临床安全性及耐受性（-!-!）。

在急性心肌梗死治疗方面，动物实验已经证明

*+,可减少梗死面积，改善梗死后的左室重构（-(，-&）。

临床资料显示：*+,可明显缓解梗死后心绞痛的发

生，保护心肌、增加血流灌注，降低心律失常的发生率，

明显改善心肌梗死患者的存活率（(，2"）。在一组2-(例

-2个月的随访研究中，*+,治疗组再梗死率、猝死率

及总死亡人数均低于对照组（2"）。这些作用与降低氧

自由基、改善内皮功能有关，它是否有促进缺血区血管

新生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还可以改善无症状性心肌缺血（.+9）。用

动态心电图评价)2例冠心病.+9口服治疗的效果，

经过*+,每天1次、每次2粒、共’周的治疗后，自

身对照研究提示.4段压低的次数及.4段压低的总

时间均明显减少（2-）。同时，研究还发现*+,有降低

心律 失 常 发 生 率 的 效 果（2"）。家 兔 试 验 显 示：服 用

*+,&"578后，可使缺血引起的异常高频心电图改变

恢复 正 常（22）；并 可 改 善 缺 血 导 致 的 心 室 内 传 导 异

常（21）。临床研究也显示：冠心病患者治疗后室性早搏

次数明显减少（2-）。采用耳穴敷贴治疗室性早搏-""
例的经 验（2’）也 提 示，*+,治 疗 早 搏 的 总 有 效 率 达

&"%。

’ 麝香保心丸改善左室功能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对左室功能的改善作用的基础首先是减少心肌

梗死 的 面 积。*+,组 狗 的 心 梗 范 围 是（(#"":
’#")）%，对照组为（2-#’2:-#)2）%（-(，-&）。*+,对心

肌梗死后左室重构也有良好作用。对心肌梗死后非梗

塞区胶原改建的研究发现：*+,可降低2周时心肌梗

死大鼠的心肌血管紧张素"及血浆醛固酮水平、减少

非梗死区左室心肌胶原的含量，使非梗死区心肌#型

及$型胶原蛋白的比值恢复正常；从而可降低心肌的

僵硬度，增加左室顺应性，改善心脏功能（-&，2)）。

*+,改善心肌梗死后左室重构的具体机理尚不

明了。它可能有两条途径：一是降低心肌组织内氧自

由基水平（(）；二是增加局部心肌组织中一氧化氮的水

平。用免疫组化方法进一步研究*+,对一氧化氮合

酶的影响，结果它增加心肌内一氧化氮合酶的表达；用

心导管检测心肌梗死大鼠的心功能也证实：*+,可改

善左室的收缩及舒张功能（-&，2)）。

临床研究证实了动物实验的结果。将-"$例冠心

病伴左室肥厚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组)$例，

每天1次，每次2粒口服；对照组服用消心痛，1个月

后用超声心动图检测左室形态（2$）。研究提示*+,可

有效逆转左室肥厚，降低室间隔厚度、左室重量指数等

指标。采用漂浮导管方法（2!），研究*+,对22例冠心

病患者心功能影响，结果也提示：用药后即刻到1"578
左心室射血分数（;<=>）等心功能指标得到明显改

善；超声心动图也发现左室壁的活动幅度明显增加。

孙健等（2(）观察了1&例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将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均采用常规抗心衰治

疗，治疗组加用*+,，每天’次，每次2粒，疗程-’
天。用超声心动图研究心功能变化，结果治疗组心功

能较治疗前平均提高-!2级，心排量、;<=>等指标

明显改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研究（2"）也提示：$$例

*+,组的患者心衰发生率1%（)例），而("例对照组

-)%（-2例）。上述资料说明*+,可改善左室重构及

心功能，在心力衰竭的辅助治疗中有一定作用。

) 麝香保心丸的其他应用 *+,除了治疗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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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以外，在其他疾病的治疗上也有一定效果。由于这

些疾病观察的病例数较少，缺乏大样本的临床资料来

说明临床疗效，所以它们还不能作为!"#的适应症

来推广应用。首先，!"#可用于高血压病的治疗中，

发挥协同降压的作用（$%）。

其次，!"#可改善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的肺

功能。&’例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患者，在抗生素治疗

的基础上加用!"#治疗。结果患者紫绀、下肢浮肿、

肺部湿罗音等体征明显好转，肺通气量得到改善（()）。

第三，!"#还可以用于妇女绝经后综合征的治

疗。$’例的更年期患者在维生素*&、安定、谷维素等

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粒，每日(次，$周后

临床症状缓解率达+,-（(&）。

第四，作为治疗偏头痛的一种选择药物。赵宝

敏（($）根据中医学理论，将!"#用于偏头痛的治疗。

&))+例偏头痛患者，服用!"#$粒，每日(次，疗程&
!$个月。结果：治疗后偏头痛发作频率明显减少，未

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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