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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附注射液的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

曾德金

中山市中医院内二科，广东中山　５２８４００

　　参附注射 液 源 自《校 注 妇 人 良 方·卷 九》之 参 附

汤，由人参 一 两、附 子 五 钱 组 成。后 人 临 床 应 用 证 实

汤中人参大补元气，能促使阳复血行；附子大辛大热，
能通行阳气、温补元阳；二者联用，具有益气、温阳、固

脱之功，主治厥脱及阳虚诸证［１］。参附注射液在临床

中应用广泛，现本文就其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进展作

如下综述。

１　参附注射液药理研究

参附注射 液 是 根 据 祖 国 医 学 著 名 验 方“参 附 汤”

通过剂型改良而成，成分为人参及黑附片提取物。人

参主要有效 成 分 是 多 种 不 同 结 构 的 人 参 皂 苷 和 人 参

三醇 类 物 质，而 附 片 主 要 有 效 成 分 是 乌 头 类 生 物 碱，
二者的主要药理研究如下。

１．１　人参的作用

人参的 主 要 活 性 成 分 为 人 参 皂 苷，具 有 兴 奋 心

肌、增加心肌收缩力、增加心排血量、改善心功能及升

压等作 用［２］；另 外 人 参 皂 苷 还 具 有 明 显 扩 张 冠 状 动

脉、扩张外周血管、降低心肌耗氧量、提高心泵功能等

作用；其 还 可 以 阻 滞 心 肌 细 胞 膜 钙 通 道，减 轻 细 胞 钙

超 载，抵 抗 自 由 基 对 心 肌 细 胞 的 氧 化 作 用，对 抗 缺

血—再灌注损伤，减 轻 再 灌 注 时 线 粒 体 肿 胀，促 进 心

肌细胞修复［３］；此外，人参皂苷还具有清除自由基，减

轻心肌细胞 膜 脂 质 过 氧 化 程 度，升 高 前 列 环 素／内 皮

细胞血栓 素 Ａ２（ＰＧＩ２／ＴＸＡ２）比 值 等 作 用，有 助 于 减

轻缺氧对心肌的损伤程度；人参 皂 苷 通 过 抑 制ＴＸＡ２
的产生和增加ＰＧＩ２的生成，降低小血 管 阻 力，减 轻 后

负荷。

１．２　附子的作用

附子的主要有效成分是去甲乌头碱，属于β受体

兴奋 剂，与 异 丙 肾 上 腺 素 作 用 相 似；其 可 改 善 心 脏 电

生理 传 导 阻 滞，加 快 心 率，起 到 抗 缓 慢 性 心 律 失 常 的

作用；其对心肌α、β受体均有兴奋作用，能明显升高血

压，同 时 还 具 有 降 低 冠 状 动 脉、脑 血 管 和 外 周 血 管 阻

力，降低血 黏 度，减 少 血 小 板 聚 集 的 作 用［４］。实 验 研

究［５］表明，参附注射液中的去甲乌头碱能明显加大心

肌细 胞 的 搏 动 频 率 和 幅 度，增 强 心 肌 收 缩 力；去 甲 乌

头碱具有兴奋β受体的作用，它可增加心肌细胞内环

磷酸腺苷（ｃＡＭＰ）水 平，提 高 心 肌 收 缩 力［６］。细 胞 内

ｃＡＭＰ上升可促进膈肌（膈肌上有β受体）上慢钙通道

的开放，促进钙内流，以增加膈肌收缩力，从而促进膈

肌疲劳患者呼吸功能的恢复［７］。

１．３　参附注射液的作用

参附注射液 的 主 要 药 理 作 用 表 现 为：强 心、利 尿

以及对血压的双向调节作用，同时其还可以降低外周

血管 阻 力，降 低 心 脏 负 荷，减 少 心 肌 耗 氧 量 以 及 改 善

心肌缺血时游离脂肪酸的代谢紊乱。另外，参附注射

液可直接清除自由基和过氧化物，提高组织细胞的耐

缺氧和抗 应 激 能 力，减 轻 脑 缺 血 时 的 组 织 再 灌 注 损

伤，保证脑部血流灌注，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此外，研

究［８］表明，参附 注 射 液 还 可 以 明 显 升 高ＣＤ３＋、ＣＤ４＋

及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细胞比值，且使辅助性Ｔ细胞

在数量和 功 能 上 均 得 到 恢 复，进 而 增 强 机 体 免 疫 功

能。此外，参附注射液对休克复苏期肠黏膜具有保护

作用，其 机 制 与 增 加 肠 黏 膜 灌 注 及 氧 合、抑 制 一 氧 化

氮（ＮＯ）的产生、抗炎、清除氧自由基及减轻钙超载等

有关［９］。参附 注 射 液 通 过 激 活 和 保 护 内 源 性 氧 自 由

基清除剂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的活性、灭活氧自由

基、增加ＮＯ含量、抑制中性粒细胞黏附、抑制Ｎａ＋ 内

流等机理，发挥预防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１０］。

１．４　不良反应

传统中医 认 为 附 子 中 含 有 的 多 种 乌 头 碱 类 化 合

物具 有 心 脏 毒 性 作 用，中 毒 时 可 表 现 为 心 律 失 常、血

压下降、呼吸抑制、肌肉麻痹等，但参附注射液中乌头

碱含量远低于未经炮制的附子，因而目前临床应用发

现参附注射液不良反应较少。

２　参附注射液临床应用进展

２．１　对循环系统的影响

参附注 射 液 在 休 克 早、中 期 应 用 有 效 且 较 为 安

全。吴帆［１１］通过观察参附注射液对休克早、中期患者

的疗效认为参附注射液在稳定血压方面有明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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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显著 减 少 血 管 活 性 药 物 对 肾 功 能 的 影 响。林 新

锋［１２］采用参附注 射 液 治 疗 重 症 厥 脱 患 者，结 果 发 现，

参附注射液 联 合 多 巴 胺 等 血 管 活 性 药 能 提 高 重 症 厥

脱的抢救成功率，且辨证用药能达到最好效果。由于

参附注射液中的去甲乌头碱具有较强的强心作用，目

前发现，在常规抗心力衰竭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参附注

射液 可 起 到 明 显 降 低 心 率、增 强 心 脏 收 缩 力 的 作

用［１３］。周天恩［１４］将参附注射液与酚妥拉明合用治疗

肺源性心脏病引起的难治性心力衰竭，取得了良好疗

效。在扩张性 心 肌 病 常 规 治 疗 的 同 时 加 用 参 附 注 射

液，可明显提高心脏射血分数、改善心脏收缩功能，且

不良反应 较 少［１５］。徐 菲 飞 等［１６］实 验 研 究 表 明，参 附

注射液可以抑制平滑肌细胞Ｎａ＋—Ｋ＋—ＡＴＰ酶的活

性，影响Ｎａ＋—Ｋ＋ 和Ｎａ＋—Ｃａ２＋ 的交换，使钙内流增

多，从而增强心肌收缩力。另有研究［１７］显示，参附 注

射液可以改善体外循环围手术期血流动力学，提高心

脏自动复跳率，而且明显改善心脏直视术后患者精神

状态。吴永涛等［１８］发 现 参 附 注 射 液 主 要 通 过 保 护 线

粒体，减轻脂质过氧化程度以及上调ＳＯＤ１及谷胱苷

肽Ｓ转 移 酶 等 抗 氧 化 基 因 的 表 达 改 善 心 肌 缺 血—再

灌注损伤。此外，有研究［１９］表明参附注射液对肾上腺

素、内 毒 素 所 致 外 周 循 环 障 碍 作 用 尤 为 显 著，其 作 用

较参 麦 注 射 液 明 显，与 地 塞 米 松 相 似；其 对 内 毒 素 攻

击所致小鼠体表温度降低亦有明显对抗作用。

２．２　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罗巍等［２０］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参附注射液对肺 损

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蒋雄斌等［２１］观察地塞米松、

雷公 藤 多 苷、参 附 注 射 液 对 急 性 肺 损 伤 的 影 响，结 果

发现雷公藤多苷、地塞米松和参附注射液对急性肺损

伤均有防 治 作 用。关 宿 东 等［７］进 行 了 参 附 注 射 液 抗

膈肌疲劳的实验研究，发现参附注射液可从不同环节

影响膈肌功能，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其他伴有膈

肌疲劳的 疾 病 有 一 定 疗 效。其 机 制 主 要 为 乌 头 碱 可

使β受 体 上 调 而 影 响 细 胞 内ｃＡＭＰ含 量，细 胞 内

ｃＡＭＰ上升促进 膈 肌 上 慢 钙 通 道 开 放，钙 内 流 增 加，

从而增加膈肌收缩力，减轻膈肌疲劳。

２．３　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研究［２２］表明，参附注射液对肾上腺素所致的大鼠

肠系膜微循环障碍有显著改善作用，其通过改善模型

大鼠 肠 系 膜 微 循 环 血 管 痉 挛，保 护 血 管 内 皮 细 胞，升

高血压。夏中元等［９］经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参附注射

液通过增加肠黏膜灌注及氧合，抑制ＮＯ的产生及减

轻钙超载对休克复苏期肠黏膜损伤发挥保护作用。

２．４　对泌尿系统的影响

戴晓明等［２３］观察参附注射液对肾缺血再灌注 损

伤大鼠ＳＯＤ活性及肾组织形态的影响，结果发现与缺

血再 灌 组 相 比，参 附 注 射 液 组 肾 外 髓 水 肿 明 显 减 轻，

ＳＯＤ活性明 显 增 高。杨 树 龙 等［１０］研 究 结 果 表 明：参

附注射液可 明 显 降 低 家 兔 肾 缺 血 再 灌 注 损 伤 时 血 和

肾脏中肾上腺髓质素（ＡＭＤ）含量及肾脏中白细胞滞

留数、肾小管评 分 和 Ｎａ＋ 浓 度，明 显 升 高 血 和 肾 脏 中

ＳＯＤ活性及ＮＯ含量，减轻肾组织损伤。

２．５　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临床观察发现，参附注射液可提高普外患者术后

免疫功能，减 少 组 织 损 伤，促 进 于 术 后 康 复［２４］。其 机

制可能与改善免疫器官的局部微循环有关。

２．６　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文献［２５］研究显示，参附注射液可通过调节Ｂｃｌ－２、

Ｂａｘ蛋白平衡，抑制细胞凋亡，发挥脑保护作用。参附

注射液可抑制颅脑损伤后脑组织Ｃａ２＋、兴奋性氨基酸

（ＥＡＡ）、内皮素（ＥＴ）的升高及 Ｍｇ２＋ 的下降，进而保

护脑组织［２６］。而参 附 注 射 液 主 要 活 性 成 分 人 参 皂 苷

具有消除自由基、抗氧化损伤、抑制钙超载的作用，对

脊髓神经的缺血性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可以降低脊

髓Ｃａ２＋ 及组织 中 血 清 丙 二 醛（ＭＤＡ）的 含 量，减 轻 脊

髓 水 肿，促 进 脊 髓 恢 复，对 早 期 脊 髓 损 伤 有 治 疗 作

用［２７］。

２．７　对血液系统的影响

研究［２８］表明，糖尿病患者在积极控制血糖的基础

上，应用参附注射液能有效改善微循环障碍及组织缺

血缺氧，进一步防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此

外，参附注射液可能具有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
改善骨髓 造 血 微 环 境 和 调 控 机 体 免 疫 功 能 的 作 用。
张纯等［２９］应用参附注射液治疗１５例慢性再生障碍性

贫血和６２例 恶 性 血 液 病 化 疗 后 骨 髓 抑 制 患 者，结 果

发现，参 附 注 射 液 可 提 高 骨 髓 的 造 血 功 能，提 高 血 红

蛋白和血小板 的 含 量；且 与 粒 细 胞 集 落 刺 激 因 子（Ｇ－
ＣＳＦ）联用能更好地恢复受抑制骨髓，以帮助患者安全

渡过骨髓抑制期。

３　小结与展望

参附注射 液 系 从 古 方“参 附 汤”而 来，组 方 简 练，
具有回阳救逆、益气固脱之功效，临床应用较为广泛。
总结近年来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参附注射液对循环系

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

统和血液系统均有保护及改善作用，其注射针剂的推

出，既保留了原有功效，又方便了临床使用，且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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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煎煮不当而发生附子中毒的可能，因而临床应用日

益广泛。然而，目前关于参附注射液的临床药理研究

大多停留在疗效层面；对参附注射液进行更加深入的

机制 研 究，有 助 于 其 临 床 更 加 合 理、有 效、科 学 的 应

用，以便发挥中成药制剂的特有优势。

参　考　文　献

［１］　贾波，李冀．方 剂 学［Ｍ］．９版．北 京：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

２０１８．
［２］　王巍，苏光悦，胡 婉 琦，等．近１０年 人 参 皂 苷 对 心 血 管 疾

病的药理作用研 究 进 展［Ｊ］．中 草 药，２０１６，４７（２０）：３７３６－
３７４１．

［３］　郑振中，刘正湘，刘晓春．人参皂苷Ｒｅ抑制心肌缺血再灌

注损伤中性粒细胞浸润和髓过氧化物酶活性的研究［Ｊ］．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４，２０（１２）：７３６－７３８．

［４］　丁涛．附 子 的 现 代 药 理 研 究 与 临 床 新 用［Ｊ］．中 医 学 报，

２０１２，２７（１２）：１６３０－１６３１．
［５］　韩慧婉，王家珍，孙福立，等．去甲乌药碱对培养心肌细胞

β－肾上腺素受体的作用［Ｊ］．中国药学杂志，１９８０，１５（１０）：

４１．
［６］　童妍，李娜，吴晓青．附 子 对 缓 慢 性 心 律 失 常 大 鼠ｃＡＭＰ－

ＰＫＡ信号转导 通 路 的 影 响［Ｊ］．中 药 药 理 与 临 床，２０１３，

２９（４）：９０－９２．
［７］　关宿东，葛敏．参附注射液抗膈肌疲劳的实验研究［Ｊ］．中

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０，２０（５）：３５９－３６１．
［８］　王晓冬，张晋林，王春森，等．参附注射液对化疗患者的骨

髓造血功能 和 免 疫 功 能 的 作 用［Ｊ］．四 川 医 学，２００１，２２
（８）：７１６－７１７．

［９］　夏中元，王龙，陈雪君，等．参附注射液对休克复苏时肠黏

膜保护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Ｊ］．中国 急 救 医 学，２００１，２１
（８）：４４７－４４８．

［１０］杨树龙，冯志强，邬丽莎，等．参附注射液对家兔急性肾缺

血再灌注损伤的预防作用及机理研究［Ｊ］．中国病理生理

杂志，２００３，１９（３）：３５３－３５６．
［１１］吴帆．参 附 注 射 液 对 休 克 早、中 期 治 疗 作 用 的 临 床 观 察

［Ｊ］．中国中医急症，２００６，１５（１）：４４－４５．
［１２］林新锋．参附注 射 液 治 疗 重 症 厥 脱 临 床 疗 效 观 察［Ｊ］．江

西中医药，２００７，３８（３）：４３－４４．
［１３］贺泽龙，袁卫红，邹 晓 玲．参 附 注 射 液 对 充 血 性 心 力 衰 竭

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及机理探讨［Ｊ］．中国中西医结合

杂志，２００１，２１（５）：３８６－３８７．

［１４］周天恩．参附注射 液 和 生 脉 注 射 液 配 伍 酚 妥 拉 明 治 疗 慢

性肺原性心脏病难治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Ｊ］．中西医

结合实用临床急救，１９９８，５（１）：２８－２９．
［１５］金华锋，刘 芹．参 附 注 射 液 治 疗 扩 张 型 心 肌 病 失 代 偿 期

２２例［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００，２０（９）：７０１－７０２．
［１６］徐菲飞，彭成，王茁伉，等．参附注射液对戊巴比妥钠致心

衰模 型 心 肌 细 胞 膜 ＡＴＰ酶 和 相 关 离 子 的 影 响［Ｊ］．中 国

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７）：１９６－１９９．
［１７］郑传东，闵苏．参附注射液在体外循环的临床应用［Ｊ］．重

庆医学，２００４，３３（６）：９０８－９０９．
［１８］吴永涛，罗毅，顾云，等．参附注射液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

注损伤的保护作用［Ｊ］．中国比较医学 杂 志，２００７，１７（１）：

２６－２９，６４．
［１９］杨芳炬，郑有顺，李东晓，等．参附注射液的微循环作用研

究［Ｊ］．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０（１）：９１－９４，１００．
［２０］罗巍，万兰青，马超英，等．参附注射液对兔内毒素休克肺

损伤的保护作 用［Ｊ］．中 国 危 重 病 急 救 医 学，１９９５，７（２）：

６８－７０，１２７．
［２１］蒋雄斌，郑杰，邱海波．雷公藤多甙、参附注射液对急性肺

损伤的 防 治 作 用 及 机 理 探 讨［Ｊ］．江 苏 大 学 学 报（医 学

版），２００２，１２（１）：１０－１２．
［２２］王正荣，杨芳炬，徐彬，等．参附注射液对大鼠肠系膜微循

环的作用［Ｊ］．中药药理与临床，２００１，１７（４）：８－９．
［２３］戴晓明，冯振卿，吴慧平，等．参附注射液对大鼠肾缺血再

灌注损伤作用的影响［Ｊ］．南京中医药 大 学 学 报，１９９８，１４
（２）：８４－８５．

［２４］周奇，梁力建，张亮，等．参附注射液对普外患者术后康复

的影响［Ｊ］．中华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２２（２）：１５２－１５３．
［２５］于腊梅，杨丽娟，蒋 淑 君．参 附 注 射 液 对 大 鼠 脑 缺 血 再 灌

注后Ｂｃｌ－２和Ｂａｘ蛋白表达的影响［Ｊ］．滨州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３３（２）：９３－９４，１０８．
［２６］李锋，钟宏，陈喜志，等．参附注射液对颅脑损伤的脑保护

作用实验 研 究［Ｊ］．医 学 理 论 与 实 践，２００６，１９（８）：８７７－
８７９．

［２７］刘景臣，尹飞，赵刚，等．人参皂甙治疗脊髓损伤的实验研

究［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００，２０（５）：３０３－３０５，３２３．
［２８］陈慧萍，周旦阳．参附注射液对Ⅱ型糖尿病病人血液流变

学的影响［Ｊ］．中草药，２００６，３７（４）：５８２－５８３．
［２９］张纯，陈燕，胡豫，等．参附注射液治疗血液病的临床观察

［Ｊ］．华西药学杂志，２００２，１７（１）：７０－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４）

·１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