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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实验研究进展

陈文娟$胡道德$刘$亮

$$病毒性心肌炎$

H>-=3 <C.,=1I>->?

"

2*%

%是临床

最常见的感染性心肌病"患病者主要为青少年和成人"

7J K#!J

会出现猝死现象& 柯萨奇病毒主要包括疱

疹病毒'肠道病毒'艾巴氏病毒'腺病毒等(

#

)

& 柯萨奇

病毒
L

组病毒$

%.M?=,N>0H>1O? L

"

%2L

%是
2*%

最常见致病原"约占
$"J KP"J

& 中医学中尚无特定

的病名与本病相对应"多属 *温毒+'*心悸+'*怔忡+'

*胸痹+范畴"此外还与汗证'虚劳'猝死等相关& 目前

西医主要采用抗病毒'抗氧化'改善心肌代谢'调节免

疫等方法治疗"无针对性治疗药物"而中医学对本病标

本兼治取得了较好疗效"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 本

文就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进行了总结"现概述如下&

#

$抗病毒作用

病毒使心肌细胞死亡" 首先是补体介导的细胞毒

作用& 在心肌细胞膜上" 有柯萨奇病毒'腺病毒共同

受体$

,.M?=,N>0 H>1O? =AI =I0A.H>1O? 10,0Q-.1

"

%RS

%及补体促衰变因子$

I0,=C =,,0301=->AB T=,

#

-.1

"

ERU

%"当病毒吸附到细胞表面"

%RS

与
ERU

联

合作用"形成受体复合物"使
%2L

进入细胞(

!

"

$

)

& 由

于补体促衰变因子减少"补体被大量激活"导致补体介

导的溶细胞损伤(

9

)

&

#

!

#

$单味药的研究

丁媛媛等(

P

)研究了桂皮醛对小鼠柯萨奇病毒诱

发病毒性心肌炎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在体外"桂皮

醛对正常心肌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最大$

@=3T <=M>

#

<=3 >A@>/>-.1C ,.A,0A-1=->.A

"

'%

P"

%为
#P !<.3GV

,

#""

%

# """ !<.3GV

桂皮醛能显著抑制心肌细胞中的

病毒滴度"而细胞存活率与
%2L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而在病毒性心肌炎小鼠体内"与模型组比较"

!"

'

9" <BGNB

桂皮醛腹腔注射使第
F

天血清中一氧化氮

$

A>-1>, .M>I0

"

5+

%的含量以及心肌中诱导型一氧化

氮合酶$

>AIO,>/30 A>-1>, .M>I0 ?CA-@=?0

"

>5+W

%"肿

瘤坏死因子$

-O<.1 A0,1.?>? T=,-.1 "

"

(5U

#

"

%"核

因子
#L X8P

$

AO,30=1 T=,-.1

#

#L X8P

"

5U

#

#L

X8P

%和
(.33

样受体$

(.33

#

3>N0 10,0Q-.1? 9

"

(VS9

%

蛋白质表达显著降低"降低第
!#

天心脏体重比$

@0=-

Y0>B@-G/.IC Y0>B@-

"

Z)GL)

%比值"提高小鼠生存

率"减轻病理损伤的作用& 结果显示桂皮醛在体内具

有降低病毒滴度和抑制
(VS 9

#

5U

#

#L

信号传导的作

用"对病毒性心肌炎小鼠具有治疗作用"李凤新等(

8

)

通过观察虎杖蒽醌提取物对
%2L$

型病毒性心肌炎

小鼠的治疗作用"发现虎杖蒽醌提取物对感染细胞的

治疗指数高于对照组"且小鼠感染病毒后"各给药组血

清中乳酸脱氢酶$

3=,-=-0 I0@CI1.B0A=?0

"

VEZ

%'

天冬氨酸转移酶 $

=?Q=1-=-0 =<>A.-1=A?T01=?0

"

RW(

%'肌酸激酶$

,10=->A0 N>A=?0

"

%[

%水平显著降

低"结果提示虎杖蒽醌提取物对
%2L$

型病毒引起的

病毒性心肌炎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

!

$复方的研究

刘芳等(

F

)的研究表明黄芩'柴胡及其配伍提取物

在体外具有明显的直接灭活病毒作用"对心肌细胞的

保护作用明显& 赵滋苗等(

7

)研究了心可舒汤$由山

楂'丹参'葛根等组成%对柯萨奇病毒性心肌炎小鼠 的

作用"结果表明心可舒汤能有效的修复细胞病变" 抑

制病毒繁殖& 马丽等(

:

)研究益心康$人参'黄芪'双

花'连翘'板蓝根'白术'丹参'甘草%对乳鼠心肌细胞

的影响"结果显示益心康组肌酸激酶同工酶$

,10=->A0

N>A=?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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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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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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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Z

'

RW(

水平明显低

于病毒感染组和利巴韦林组& 益心康组'益心康加地

塞米松组细胞中的
%[

#

*L

'

VEZ

'

RW(

水平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提示益心康对柯萨奇病毒感染的心肌细胞

具有保护作用&

!

$抗自由基作用

正常心肌代谢可产生高活性物质"即所谓活性氧"

而正常心肌组织含有许多抗氧化物质"如超氧化物歧

化酶$

?OQ01.M>I0 I>?<O-=?0

"

W+E

%'过氧化氢酶

$

,=-=3=?0

"

%R(

%'谷胱甘肽过氧化酶 $

B3O-=-@>.A

Q01.M>I=?0 ?C?-0<

"

\WZ

#

XM

%等"可以清除或协助

清除活性氧"以保持活性氧的生成和清除的动态平衡"

使心肌细胞免受活性氧损害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当

机体感染病毒或细菌时"中性粒细胞在吞噬微生物时

耗氧量增加"产生大量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心肌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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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时"能量代谢障碍"腺苷三磷酸降解为次黄嘌呤"

并在组织中堆积" 同时黄嘌呤脱氢酶
E

型转化为嘌呤

氧化酶
+

型"催化次黄嘌呤和黄嘌呤代谢"产生氧自

由基(

#"

)

& 近年来"氧自由基在病毒性心肌炎发病中的

作用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氧自由基化学性质活泼"能

够与机体的蛋白质'核酸及不饱和脂肪酸等生物大分

子发生化学反应"造成生物大分子失活和生物膜脂质

过氧化"导致细胞功能障碍"甚至变性坏死& 丙二醛

$

<=3.AI>=3I0@CI0

"

*ER

%是脂质过氧化反应的中

间产物"是直接反映体内自由基损害的指标&

W+E

是

体内一种重要的自由基清除酶"自由基的过量产生可

使
W+E

损耗增加"从而使其体内活性降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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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味药的实验研究

罗永娇等(

#!

)研究了黄芪甲苷对病毒性心肌炎的

抗氧化机制"结果显示不同剂量的黄芪甲苷均有抗氧

化作用"可使心肌细胞
%R(

'

W+E

和
\WZ

#

XM

的活性

增强"但仅高剂量的黄芪甲苷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而且"黄芪甲苷干预治疗后"小鼠肝肺淤血

消失"肝肺干
G

湿重比正常"血浆脑钠肽下降致正常&

小鼠心肌功能恢复"生存率升高& 所以黄芪甲苷对病

毒性心肌炎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呈剂量依赖性& 这

种抑制作用与其抗氧化特性密切相关& 黄芪甲苷通过

其抗氧化能力"保护心肌细胞免受损伤"从而为临床治

疗各种类型心肌病开拓了新的治疗方法& 宋伟(

#$

)向

含病毒的心肌细胞中加入正常或每毫升含
P

'

!

!

P

'

#

<B

生药的漏芦提取物的生长液"正常对照组加等量

正生长液"分别检测各组
*ER

水平及
W+E

活性& 发

现病毒对照组较正常对照组
*ER

增高"而
W+E

活性

降低,漏芦治疗组明显降低被感染细胞内
*ER

含量"

升高
W+E

活性"且呈剂量依赖性& 结果提示漏芦提

取物通过其抗氧化作用保护心肌&

!

!

!

$复方的实验研究

范柳芳(

#9

)观察了参芪扶正注射液对病毒性心肌

炎小鼠氧化损伤及细胞凋亡的影响"与未治疗的患病

小鼠比较"急性期病毒性心肌炎$

$

天%"大剂量参芪扶

正注射液'病毒唑能升高
W+E

活性"降低
*ER

含量"

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急性期病毒性心肌炎

$

#"

天%"小剂量参芪扶正注射液即能较好的减轻氧化

损伤"大剂量参芪扶正注射液疗效更佳"表明存在量效

依赖性& 慢性期$

$"

天%"大小剂量参芪扶正注射液均

能提高
W+E

活性"降低
*ER

含量"但两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参芪扶正注射液治疗可通过

升高
W+E

活性"降低
*ER

含量治疗病毒性心肌炎"

急性期适当增加剂量"疗效更显著&

周晓春等(

#P

)观察生黄合剂$由生脉饮和总黄酮配

制而成%对病毒性心肌炎小鼠血清
W+E

活性和
*ER

含量的影响"发现给药后第
#"

天"生黄合剂组小鼠的

生存率明显高于病毒对照组和抗病毒口服液组"生黄

合剂可明显提高病毒性心肌炎小鼠血清中活性
W+E

和降低
*ER

含量"且效果优于抗病毒口服液&

$

$免疫调节作用

在病毒性心肌炎发病过程中有大量的单核炎性细

胞浸润心肌细胞组织"在急性病毒性心肌炎阶段"炎性

细胞可分为两个时相(

#8

)

# 第一时相"病毒感染后
$ K:

天"主要为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

A=-O1=3 N>3301

,033

"

5[

%侵入心肌并达到高峰(

#F

)

&

5[

细胞是病毒

性心肌炎早期最主要的炎性浸润细胞"小鼠感染致病

病毒
$ KP

天后即可见
5[

细胞浸润"

F K:

天可达高

峰"继而渐降& 巨噬细胞属于单核细胞类"在病毒性心

肌炎早期参与浸润心肌"在病毒感染后
P K#"

天出现

并达到高峰(

#7

)

,第二时相"即病毒感染后
F K#9

天"

(

细胞替代巨噬细胞和
5[

细胞成为主要心肌浸润细

胞& 细胞毒性
(

细胞 $

,C-.-.M>, (

#

3C<Q@.,C-0

"

%(V

%是细胞介导免疫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之一& 其

前体并无杀伤功能"只有在识别特异性抗原并被激活

后"才能攻击杀伤靶细胞& 在病毒性心肌炎发病过程

中"包括病毒抗原'病毒感染后诱导表达于心肌细胞表

面的新抗原及心肌细胞损伤后释放的自身抗原等"均

可激活
%(V

而杀伤心肌细胞(

#F

)

&

$

!

#

$单味药的实验研究

王小稳(

#:

) 观察了淫羊藿总黄酮 $

-.-=3 T3=

#

H.A.>I? .T ;Q><0I>O<

"

(U;

%对病毒性心肌炎小鼠

免疫功能的影响"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小鼠心肌发生

明显病理改变"心肌肥厚指数和血清
VEZ

'

%[

'

'U5

#

$

'

'V

#

!

水平上升"而
'V

#

9

'

'V

#

#"

水平下降& 与模型组

比较"高低剂量
(U;

组心肌病理变化减轻"心肌肥厚

指数和血清
VEZ

'

%[

'

'U5

#

$

'

'V

#

!

水平降低"

'V

#

9

'

'V

#

#"

水平升高"高剂量组效果较明显& 由此得出
(U;

可通过免疫调节保护病毒性心肌炎小鼠心脏& 李锋

等(

!"

)研究了冬虫夏草提取液对病毒性心肌炎免疫功

能的影响"结果显示治疗组小鼠脾脏中
%E$

]

'

%E7

]

(

细胞的百分率显著高于感染组"但各
(

细胞亚群及

%E$

]

G%E7

]

(

细胞的比例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X ^"

!

"P

%"提示冬虫夏草提取液可能是

一种免疫调节剂"通过维持免疫应答的平衡诱导
%2L

病毒性心肌炎小鼠
'U5

#

$

产生并调节细胞免疫功能"

而发挥治疗作用&

$

!

!

$复方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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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立勋等(

!#

)通过测定小鼠血清溶血素'溶血空斑

形成"小鼠血清
'V

#

!

'

'U5

#

$

和
(5U

#

"

的含量来观察

抗毒补心胶囊对免疫功能低下小鼠免疫调节的影响&

结果显示抗毒补心胶囊$由西洋参'五味子'麦冬'丹

皮'黄芪等中药组成%可提高免疫抑制小鼠溶血素水

平'促进溶血空斑形成"提高小鼠血清
'V

#

!

'

'U5

#

$

和

(5U

#

"

的含量& 说明抗毒补心胶囊对免疫抑制小鼠

的免疫功能有较好的调节作用& 刘奉琴等(

!!

)研究芪

芍五味子复方制剂对病毒性心肌炎小鼠外周血
(

淋巴

细胞亚群的调节作用"与正常小鼠比较"病毒对照组小

鼠外周血
%E9

] 和
%E7

] 淋巴细胞亚群数目下降"

%E9

]

G%E7

]下降"血清
'U5

#

$

水平升高"

'V

#

9

水平降

低"中药治疗组小鼠淋巴细胞亚群数目及
%E9

]

G

%E7

]均高于病毒对照组"

'U5

#

$

水平高于病毒对照组

及维生素
%

和病毒唑联用组"同时小鼠心肌炎症性病

理变化明显减轻&

综上所述"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中药有很好的抑

制病毒复制'抗自由基和免疫抗病毒作用"同时中药具

有不良反应小"可作用于全身多个脏器'系统"发挥整

体调节作用的特点& 但就单种中药而言"其作用较为

局限"这就要求在临床工作中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选

用几种中药以提高疗效& 以往的研究缺乏对传统中药

作用物质基础和复方中药的有效成分及有效部位

$群%深入探讨"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从传统的抗病毒

中药中筛选高效安全的抗
%2L$

感染药物"从广度和

深度上加强中药抗
%2L$

病毒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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