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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探讨!

脉络学说指导通络药物防治心血管疾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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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脉络学说是对#黄帝内经$%血脉&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结合现代血管病变重大疾病提出的系统

理论' 本文以心血管疾病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脉络尤其是脉络末端的%孙络(微血管&病变在心血管疾病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和脉络学说指导下通络药物的干预效应"以期指导心血管疾病中医药的预防与治疗'

关键词"脉络学说*通络药物*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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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学说是对'黄帝内经($简称'内经(%)血脉*

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既往提出)脉络+血管系统病*概

念,

#

-

!从整体系统的中医学理论特色出发!有利于指

导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等重大

疾病防治研究/ 本文结合近年开展的国家
78%

计划

项目+++)脉络学说构建及其指导血管病变防治基础

研究*及)基于心脑血管病变的脉络学说理论研究*!

选择心血管疾病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脉络尤其是脉络

末端的)孙络+微血管*病变在心血管事件发生.发展中

的作用和脉络学说指导下通络药物的干预效应/

#

"脉络学说是指导血管病变防治的重要理论

)血脉*作为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早

在'内经(中已有对其生理状态.临床诊断.病机变化.针

刺施治的记载!如'灵枢"九针(载#)人之所以成生者!

血脉也*!指出)血脉*在生命发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

识到)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的运行特点和)夫脉者血

之府也*.)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

大者如筋*的解剖分布特点/ '灵枢"平人绝谷(谓#

)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亦强调血脉和调.血行

通畅在维持生命健康中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心主身之

血脉*.)肺朝百脉*!初步形成了)心$肺%+血+脉*循

环系统的概念/ 通过三部九候脉诊法)视其血脉!察其

色!以知其寒热痛痹*$'灵枢"邪客(%的诊断!辨识血

脉凝涩.闭塞.血脱之变!施以)取血脉以散恶血*$'灵

枢"五邪(%.)刺小络之血脉*$'灵枢"官针(%等治疗

方法!以达到'素问"三部九候论篇(所谓#)必先去其血

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的治疗目的/

脉络学说作为研究脉络病变发生.发展规律.基本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45 %$

!

63

!

#!

病理变化.临床证候特征及辨证治疗用药的系统理论!

在血管病变防治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脉络*既

是经脉系统中运行血液的网络结构.又是心$肺%+

血+脉循环系统的血行通道!同时也是独立的实体脏

器+奇恒之腑/ 基于'脉络论(专著和既往提出的)脉

络+血管系统*相关性!)脉*的形态学特点中空有腔.

与心肺相连.动静脉有别.逐层细分.网状分布&生理学

特点)藏精气而不泻*!保持血液量和质的相对恒定&

运动状态为伴随心脏搏动而发生舒缩运动&功能特点

为运行血液至全身发挥渗灌气血.濡养代谢.津血互换

作用,

!

!

%

-

/ 明代钱雷在'人镜经附录(言#)十二经生十

五络!十五经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

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与明代医家翟良'经络汇

编(所言相同/ 清代喻嘉言'医门法律"络脉论(亦引

用此论!将之加乘可计算出络脉末端的孙络已达
#;"

多亿根!其)孙络之间有缠绊*相连之说则与微血管及

微循环的描述相吻合/ 可见中医学)脉*与现代医学

的血管.由)脉*分支而出的脉络与中.小血管.脉络末

端之)孙络*与微血管.微循环密切相关/ 据此提出的

)脉络+血管系统病*概念!将遍布全身的脉络系统视

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脏器!不仅有利于研究)脉*作为独

立实体脏器其自身结构.功能与代谢特点!而且有利于

探讨不同血管病变的共性发病规律和病理机制!进而

寻找有效的干预策略!为以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心律失

常.慢性心力衰竭.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等为代表的脉

络病变的防治提供有益指导/

!

"阻抑心血管事件发生发展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

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

诞的事情*/ )脉络+血管系统病*作为复杂性疾病!常

呈现出整体性.动态性.复杂网络.系统涌现的变化特

征,

<

-

!可表现为以心.脑.肾.胰.周围组织等不同空间脏

器的病变!亦可表现为以某一脏器为主随时间而不断进

展演变的病理进程!核心总以)脉络+血管系统*损伤为

主!本文研究的心血管系列疾病则属于后者!以时间为

轴!贯穿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病变损伤/

笔者将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归纳为从)社会

心理行为因素$过度疲劳.过度安逸.情绪抑郁%

!

危

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等%

!

动脉粥样

硬化
!

冠心病
D

心肌梗死
!

心肌梗死后心律失常
!

心

肌梗死后心力衰竭
!

死亡*因果相连.递进发展.级联

反应的复杂病变过程/ 围绕上述关键病理环节!探讨

有效阻抑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干预策略!这不仅符

合中医学传统)治未病*的思想!也与现代医学关于血

管病变的前沿认识相一致/ '素问"八正神明论(言#

)上工救其萌芽00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金匮

要略(更是将)上工治未病*列为全书之首!开编之纲!

强调了)病之始生浅!则易治&久而深入!则难治*!强

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重要性/ 现代医学

继一.二级预防后!亦提出了)零级预防* $

T1?/31L?>4

T1-N-HA?3H

%概念!其理论基础是人群干预!预防整个

社会发生危险因素的流行/ 随着 )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的发展!社会心理因素在血管病变发生

中的诱发作用日益显现!精神抑郁使心血管疾病的患

病风险加倍!过度疲劳导致的慢性疲劳综合症.过劳死

以及过度安逸状态引发的代谢综合征高发!使得我们

不得不再次审视上述因素在心血管疾病发病中的影响

并予以关注/ )三高*构成的高危因素引发的动脉粥

样硬化$

>AG-13F.4-13F?F

!

RW

%则成为于青少年即可

显现的血管病变!而粥样硬化斑块的易损性已成为独

立于管腔狭窄之外的导致急性心肌梗死$

>.IA- /P3

$

.>1L?>4 ?HM>1.A?3H

!

R+(

%的重要发病因素/ 同时
R+(

合并心律失常发生率高达
8$^ _7$^

!

R+(

患者心室

重构终致心力衰竭的发生率近
%!^ _ <:^

,

$

-

/ 此

外!心律失常伴发心力衰竭患者年病死率高达

$"^

,

;

-

/ 因此从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探寻其

共性发病机制和系统的干预策略!有效阻抑上述疾病

的级联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从)孙络+微血管*病变切入!探讨通络药物

防治心血管疾病干预效应

基于)脉络+血管系统*相关性!由脉络逐级细分

至末端的孙络与血管末端的微血管.微循环在解剖形

态和生理功能上具有密切联系/ 微血管作为循环系统

末端的基本结构!既承担着血液的运输功能!又是细胞

与外环境之间物质交换.能量代谢与信息调控的重要

途径和场所!其中作为微血管主要结构组成的内皮细

胞$

-HL3AG-4?>4 .-44

!

=&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两

项国家
78%

计划项目中!应用现代微血管医学研究技

术!如成像技术观察微血管结构形态及血流状态的改

变!反映组织微循环血流灌注!应用可视化动态成像技

术可实现对组织细胞结构.分泌功能的连续观察!不断

证实)孙络+微血管*病变在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孙络+微血管*保护可能是系列

通络方药共性作用特点!保护微血管内皮细胞则可能

是通络方药保护微血管的关键机制/

%

!

#

"通络药物对社会心理行为因素所致亚健康

状态微血管损伤的干预作用

采用慢性束缚法.力竭游泳结合限食.高营养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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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限制活动分别建立抑郁.过度疲劳.过度安逸大鼠

模型!证实上述社会心理行为因素均可引起血管内皮结

构功能损伤!并导致神经+内分泌+免疫$

H-I13

$

-H

$

L3.1?H-

$

?//IH-

!

6=(

%网络相关因子的稳态失衡,

8

!

:

-

/

通络代表性药物通心络胶囊在改善局部病理损伤+血

管内皮功能障碍方面与辛伐他汀作用相当!而在调节整

体功能失调+

6=(

网络稳态失衡方面其作用明显优于

辛伐他汀/ 通心络胶囊中具有益气通络作用的单味药

物人参.流气畅络的薤白分别对过度疲劳.情绪抑郁模

型有较好的改善作用,

7

-

/ 对符合上述因素的亚健康人

群开展的代谢组学研究显示!与高血压.高血脂密切相

关的前体物质亦发生代谢异常!通心络胶囊可有效改善

上述动物模型血浆酰肉碱和脂类代谢紊乱状态!保护血

管内皮结构与功能完整性,

#"

!

##

-

!进而提出)超前干预.

辨证施调*+++血管病变早期干预策略!强调通过心理

疏导.避免过劳.中医辨证施护!早期预防社会心理行为

因素引发三高危险因素的发生/

%

!

!

"通络药物对高危因素所致
RW

微血管病变

的干预作用

对三高危险因素人群进行甲襞微循环观察!证实

其甲襞局部)孙络+微血管*呈现特征性改变#高血压

病患者以)孙络绌急*$微血管痉挛%.)孙络疏失*$微

血管数目减少.消失%为主!高脂血症患者以)孙络瘀

阻*$血流减慢.白微栓形成%为主&高血糖患者则呈现

)孙络滋生*$微血管数量增加.交叉畸形%表现/ 同时

观察到甲襞微循环形态.流态.袢周状态与颈部
RW

病

变程度呈正相关,

#!

-

!通心络胶囊对其具有改善作用/

%

!

%

"通络药物对动脉管壁微血管滋生和易损斑

块内微血管滋生的干预作用

RW

患者动脉管壁外膜存在生理性滋养血管!但

病理状态下管壁微血管异常滋生先于
RW

而存在并与

其发病密切相关!通过
+?.13 &)

三维成像技术可见

滋生的微血管呈现紊乱.密度增加.不规则的微血管

网!成为炎性细胞.脂质进入动脉管壁与粥样斑块的通

道!促进了
RW

早期病变的发生发展!且外膜滋生血管

的增生程度与斑块内滋生血管关系密切!成为斑块破

裂的独立危险因素,

#%

-

/ 实验证实通心络胶囊可有效

抑制动脉管壁微血管滋生!改善血管舒张功能!其机制

与抗炎.抗氧化.抑制核转录因子
!9

$

6`

$

!9

%核转位

和促进
61M!

核转位.激活
,SS<D63A.G

信号通路.抑

制
T%:+RV[

通路激活等有关,

#<

!

#$

-

/ 在稳定易损斑

块研究方面!体外实验证实通心络胶囊可抑制
)6`

$

"

诱导的体外内皮细胞移行和小管形成.抑制单核细

胞+内皮细胞体外黏附&在体实验证实其可显著抑制

高脂喂养
>T3=

#

D

#小鼠的滋养血管增殖!降低斑块负

荷和稳定
RW

!其主要机制与抑制
9/]

活化和
6`

$

!9D'6[DT%:

信号通路有关,

#;

-

/

%

!

<

"通络药物对
R+(

无再流微血管损伤的干预

作用

由于
R+(

介入术后微血管内皮细胞结构完整性破

坏.微血管痉挛.微血管血栓与栓塞及再灌注损伤!导致心

肌无法得到有效血流灌注!成为
R+(

后灌注时代一大临

床难题/ 有研究提出)心肌灌注单元*概念!指出微血管

内皮结构与功能损伤是心肌无再流和再灌注损伤的核心

机制/ 整体动物实验证实!通心络胶囊可有效地保护微

血管内皮细胞结构与功能!减少循环内皮细胞脱落!促进

微血管新生!减轻炎症损伤!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改善缺血

区心肌细胞和线粒体水肿!通过上调
W-1##87

和
W-1;%$

磷酸化内皮一氧化氮合成酶$

-6CW

%减轻心肌缺血猪模

型心肌无再流及缺血再灌注损伤!其中蛋白激酶
R

$

V[R

%通路介导增强
-6CW

活性为其关键机制,

#8

!

#:

-

/

离体细胞实验证实!通心络可通过激活
+=[D=E[

通路

促进缺氧
D

复氧时人心脏微血管内皮细胞自噬!减少内皮

细胞凋亡&其减少缺氧
D

复氧后内皮细胞凋亡的作用与通

过
V(%[

和
=E[

通路促进细胞自噬有关,

#7

-

/

%

!

$

"通络药物对
R+(

心律失常微血管损伤的干

预作用

心律失常的发生多责之于心肌细胞离子电流和激

动传导的异常!而心肌梗死后出现的心肌缺血及微血

管结构功能损伤!则可引起复杂的结构重构.电重构.

神经重构!相互影响促使折返和触发活动等参与室性

心律失常的发生!因此促进缺血局部微血管的修复!进

而改善局部血供成为心律失常药物干预的又一作用途

径/ 利用超声心肌微泡造影检测心肌微循环!证实治

疗心律失常的通络代表性药物参松养心胶囊可显著增

加微血管密度.血流速度及心肌血流量!可逆转神经重

构.电重构!改善因前后负荷增加引起的心功能减退.

缩短因压力负荷增加而延长的有效不应期$

-MM-.A?N-

1-M1>3A?N- T-1?3L

!

=EV

%及动作电位时程 $

>.A?3H

T3A-HA?>4 LI1>A?3H

!

RV,

%!通过缩短跨室壁复极离

散度.提高心室颤动阈值治疗心律失常,

!"

!

!#

-

/

%

!

;

"通络药物对心梗后心力衰竭微血管损伤的

干预作用

有研究显示!心肌微循环的动力学改变与局灶性

细胞坏死和心肌纤维化有关!冠脉微循环障碍不仅是

心肌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造成慢性心衰心肌重构

的病因之一/ 研究证实!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代表性

通络药物芪苈强心胶囊可通过有效调节血管活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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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促进心肌微血管新生和结构保护!改善血流动力!

同时降低循环血中乳酸.游离脂肪酸浓度!减少其对内

皮损伤作用!通过
&)

$

#

及
&PA&

介导的线粒体凋亡途

径减少心肌细胞凋亡!通过
T

$

+RV[D VVRE"

通路改

善能量代谢!通过增加
VVRE#

的水平抑制心室重构!

改善心功能,

!!

#

!<

-

/

综上所述!脉络学说作为'内经()血脉*理论的传

承和发展!有助于从整体系统的中医特色出发指导血

管病变的防治!对于创新发展)脉络+血管系统病*研

究及未来)脉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围绕脉络

末端的孙络与微血管.微循环之间的密切相关性!探讨

)孙络+微血管*病变在心血管发生发展诸多病变节

点中发病的作用!有助于寻找有效阻抑心血管疾病进

程的共性病理环节/ 通过微血管.微循环现代检测技

术!证实了脉络学说指导下研制的系列通络药物通过

对)孙络+微血管*尤其是微血管内皮细胞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发挥出防治综合系统效应!为微血管病变防

治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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