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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

，

As

）是动脉硬化的血管病

中常见的一种，其特点是受累动脉病变从内膜开始，一般先

有脂质和复合糖类积聚、出血及血栓形成，纤维组织增生及

钙质沉着，并有动脉中层的逐渐蜕变和钙化，病变常累及弹

性及大中等肌性动脉，一旦发展到足以阻塞动脉腔，则该动

脉所供应的组织或器官将缺血或坏死。 研究表明，动脉粥样

硬化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 在其发生发展的各阶段中，均

有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发生，炎症性细胞因子在此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1]

。 因此，我们通过实验观察荨芍血脉平胶囊

对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模型家兔炎性因子的影响，研究其

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机制。

1

实验材料

1.1

动物 健康雄性家兔，体重

2.0～2.5kg

，由南京江宁区青

龙山实验动物饲养场提供，合格证号：

SCXK

（苏）

2012-0008

。

1.2

药物 荨芍血脉平胶囊：由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医

医院提供，该药是新疆哈萨克民族药物，主要包含的中药成

分有赤芍、姜黄、桂枝、没药，将胶囊研成粉末经蒸馏水充分

溶解配制成水溶液。 复方丹参滴丸：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批号：

12031

，经蒸馏水配制成溶液；辛伐他汀：杭州

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120710

，经蒸馏水配制成溶液。

1.3

试剂与仪器 白细胞介素

-1

（

IL-1

）：由美国

BP

公司提

供，批号：

201302208QW

；白细胞介素

-10

（

IL-10

）：由美国

BP

公司提供，批号：

20130220RW

；肿瘤坏死因子

α

（

TNF-α

）：由

美国

BP

公司提供，批号：

20130220DF

；高脂饲料：由

1%

胆固

醇

+5%

蛋 黄

+5%

猪 油

+89%

普 通 饲 料 组 成 ； 球 囊 导 管 ：

Dedwards Lifesciences

，批号：

59219817

；

LDZ-5

离心机：北京

京立离心机有限公司；

756PC

紫外线分光光度计： 由上海光

谱仪器有限公司提供。

摘 要 目的：观察荨芍血脉平胶囊对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家兔模型炎性因子的影响，研究其抗动脉粥样硬化的

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高脂喂养加颈动脉球囊拉伤术制造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模型家兔，随机分成模型组、辛伐他汀

组、丹参组和荨芍血脉平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10

只，另取

10

只正常家兔作为正常组。 分别给予相应药物干预

8

周，正

常组与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实验结束检测并比较各组家兔肿瘤坏死因子

α

（

TNF-α

）、白细胞介素

-1

（

IL-1

）、白细

胞介素

-10

（

IL-10

）含量。 结果：经过药物干预后，荨芍血脉平胶囊各剂量组家兔血液中

IL-1

明显低于模型组，荨芍血脉

平胶囊低、中剂量组家兔血液中

IL-10

明显高于模型组，荨芍血脉平胶囊中剂量组家兔血液中

TNF-α

浓度明显低于模

型组。 结论：荨芍血脉平胶囊可以减轻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炎症因子的释放，调节免疫功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从

而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动脉粥样硬化 荨芍血脉平胶囊 肿瘤坏死因子 白细胞介素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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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方法

2.1

造模 家兔正常饲养

1

周后经

耳缘静脉取血测定实验前家兔血

脂， 给予高胆固醇饲料

100g/d

饲养

2

周。 以

20%

乌拉坦

5mL

经耳缘静

脉麻醉后， 在右侧颈总动脉走行分

离皮肤和皮下组织， 钝性分离出颈

总动脉约

4～5cm

，向远心端分离出颈

内动脉与颈外动脉， 结扎颈外动脉

远心端， 用动脉夹夹住颈总动脉与

颈内动脉以阻断血流， 在颈外动脉

壁上剪一“

V

”形小口后，逆行插入套

有球囊的导管（用

1∶15

稀释的肝素钠生理盐水浸润），送入约

5cm

，抽出导丝，连接压力泵，旋转至约

2

个大气压，以球囊充

盈为度，缓慢回拉球囊至分叉处，重新插入导管，再牵拉一

次，以确保内膜拉伤，退出导管，结扎颈外动脉近心端，逐层

缝合皮下组织和皮肤，术后青霉素钠注射液冲洗创面。 术后

按

8

万单位

/

只剂量肌肉注射家兔，连续

3d

。 手术后继续饲喂

高脂饲料

2

周。

2.2

动物分组及药物干预 造模后的家兔经耳缘静脉采血

2mL

，

3000r/min

离心

10min

后取血清，测定家兔血脂。将血脂升

高的家兔，随机分组编号，每组

10

只，参照《中药药理研究方

法》经灌胃器灌胃给药。 正常组：予等量生理盐水；模型组：予等

量生理盐水；复方丹参滴丸组：予

54mg/kg

复方丹参滴丸溶液；

辛伐他汀组：予

1.33mg/kg

辛伐他汀溶液；荨芍血脉平胶囊高、

中、低剂量组：分别予荨芍血脉平溶液

6.28

、

3.14

、

1.57mg/kg

。

2.3

标本采集与检测 实验结束时用试剂盒检测各组家兔

血液中

TNF-α

、

IL-1

、

IL-10

含量。

3

实验结果

见表

1

。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家兔血液中

IL-1

含量略有

升高，

IL-10

含量明显降低 （

P＜0.01

），

TNF-α

含量明显升高

（

P＜0.01

）。 干预处理后，与模型组比较，荨芍血脉平胶囊各剂

量组家兔血液中

IL-1

含量明显降低（

P＜0.05

，

P＜0.01

），荨芍

血脉平胶囊低、 中剂量组家兔血液中

IL-10

含量明显升高

（

P＜0.01

），荨芍血脉平胶囊中剂量组家兔血液中

TNF-α

含量

明显降低（

P＜0.05

）。

4

讨论

近几十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及其

并发症中的重要作用，炎症贯穿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和发展

的全过程

[2]

。

TNF-α

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其在动脉粥样硬

化、代谢紊乱和炎症中发挥作用，可以促使极低密度脂蛋白

（

VLDL

）过量生成，降低高密度脂蛋白（

HDL

）水平，同时还可

以刺激炎症因子生成，直接发挥促炎作用

[3-4]

。

IL-1

和

IL-10

也成为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标志物。

IL-1

可刺激内皮细胞产

生反应性氧分子，使血管通透性增加，产生有细胞毒性的脂

质过氧化物；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增殖，提高凝血酶原活性，

促进中性粒细胞对血管壁的黏附及平滑肌细胞增生， 在

AS

形成的炎症反应过程中，导致血管壁损伤、增厚、血栓形成

[5]

。

IL-10

是一种具有强免疫调节作用的抗炎细胞因子， 具有下

调炎症反应的作用，临床上

IL-10

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6]

。

本研究结果显示，荨芍血脉平胶囊高、中、低剂量给药

8

周后均能不同程度地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易损斑块模型家兔

血液中

IL-1

和

TNF-α

的含量，减少血栓的生成，改善动脉粥

样硬化的症状，同时荨芍血脉平胶囊中、低剂量还能显著升

高

IL-10

，减轻炎症反应，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中医认为本病病因为痰浊、气滞、血瘀为患，为本虚标实

证。 近年来，许多研究证实动脉粥样硬化疾病的病机为“痰瘀

互结，毒邪内生”，因此在治疗时可采用清热、解毒、降浊、通

腑法

[7]

。 荨芍血脉平胶囊中赤芍可“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

逐贼血”（《别录》）；姜黄行气破瘀，通经止痛；桂枝“利关节，

温经通脉”（《本草疏证》）；没药则散血消肿，定痛生肌（《本草

纲目》）。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赤芍有较强的抗动脉粥样硬

化的作用；姜黄可以抑制炎症反应，降低机体血脂含量；没药

有降血脂和分解脂肪作用，并可抑制肝匀浆胆固醇的合成

[8-

9]

。 此外，荨芍血脉平胶囊中尚含部分新疆特色的民族药，气

味芳香，实验证明可以行气活血、散结止痛、祛风除湿，还具

有抗炎消肿、缓解患者疼痛等功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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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家兔血液

IL-1

、

IL-10

和

TNF-α

含量比较（

x±s

）

IL-1

OD

值 浓度（

pg/mL

）

OD

值

0.60±0.04 6.65±0.85 0.85±0.04

IL-10

浓度（

pg/mL

）

270.03±16.48

TNF-α

OD

值 浓度（

pg/mL

）

0.28±0.022 22.08±6.27

组别

正常组

动物数

剂量

（

mg/kg

）

10

0.62±0.05 6.88±0.90 0.62±0.02 181.31±8.85

△△

0.46±0.049 71.89±13.74

△△

模型组

10

辛伐他汀组

10 1.33 0.55±0.02 5.56±0.48

*

0.64±0.03 186.88±10.15 0.34±0.048 39.81±13.40

*

复方丹参滴丸组

10 54 0.56±0.06 5.73±1.13 0.68±0.03 205.15±10.10

**

0.37±0.042 46.30±11.80

荨芍血脉平低剂量组

10 6.28 0.49±0.05 4.35±0.93

**

0.72±0.06 220.77±21.26

**

0.45±0.054 69.72±15.05

荨芍血脉平中剂量组

10 3.14 0.51±0.06 4.88±1.12

*

0.69±0.04 207.62±13.95

**

0.35±0.031 42.69±8.50

*

荨芍血脉平高剂量组

10 1.57 0.41±0.04 2.84±0.77

**

0.69±0.11 209.46±40.76 0.40±0.047 54.86±13.32

注：与正常组比较，

△△P＜0.01

；与模型组比较，

*P＜0.05

，

**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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