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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妊娠期妇女

患者怀孕6周，丈夫在其怀孕前1个月，每晚服用1片瑞舒

伐他汀钙，患者咨询所服药物对胎儿是否有影响？药师分析：

瑞舒伐他汀钙的妊娠分级为X级，在动物或人的研究表明可

使胎儿异常[6]，孕妇绝对禁用；但其丈夫服用了此药，是否会对

胎儿有影响，由于没有相关资料说明，作为药师不应轻易作出

回答，建议患者结合自身情况谨慎考虑。

2.7 哺乳期妇女

患者处于哺乳期，上呼吸道感染伴发热，需要静脉滴注左

氧氟沙星，咨询是否可继续哺乳？药师分析：用药期间应暂停

哺乳[7]，停药后2 d可以继续哺乳。

2.8 不良反应识别

患者女性，患脑血管病并发头痛，口服卡马西平、氯美扎

酮、双氢麦角碱、银杏叶片治疗，服药 10 d后，面部出现红斑，

摩擦后表皮脱落，形成破溃面，之后躯干、四肢出现红斑，双眼

有脓性分泌物，口腔内散在溃疡。患者无法行走，立即就医。

诊断为大疱性表皮松解坏死型药疹，住院134 d，治疗花费大约

7万元，患者要求医院给予经济赔偿。药师分析：卡马西平和

氯美扎酮的不良反应均有罕见的Steven-Johnson综合征（重型

大疱性多形红斑）或中毒性表皮坏死溶解症[8-9]。药师应首先

向患者解释药品不良反应，并表示同情和理解。同时，向患者

解释当前我国还没有“药害”补偿政策，无法给予“药害”当事

人经济补偿。

3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指导老师对住院药师进行药物咨询工作

流程、沟通技巧和专业技能实践等方面的培训，可以使住院药

师基本具备药物咨询的专业实践能力，实现药学基础理论与

临床实践相结合，完成新时期药师角色的转变，成为适应药学

发展的合格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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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深入研究黄芩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及促进其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通过查阅近年来国内外黄芩药

理作用方面的研究文献，对黄芩相关有效成分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和归纳。结果与结论：黄芩的多种有效成分

具有降血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抑制心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及保护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抗凝血和抗血栓形成及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

增殖、扩张血管及降血压等方面的药理作用。对于黄芩有效成分药理作用及机制的深入研究，将为开发出具有国际水平和中药特

色的现代化创新药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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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为唇形科草本植物黄芩（Scutellaria baicalensis Geor-

gi.）的干燥根，味苦，性寒，归肺、胆、胃、大肠经，具有清热燥

湿、凉血解毒、安胎的功效[1]。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芩中主要

含黄酮类成分，包括黄芩素、汉黄芩素、黄芩苷、汉黄芩苷等。

近年来，黄芩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芩

的多种有效成分对心脑血管系统所具有的保护作用逐渐被证

实。笔者对近年来国内外文献进行研究，就黄芩相关有效成

分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进行总结和归纳。

1 降血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
研究发现，黄芩苷可能通过提高脂肪因子脂联素的表达，

降低血脂、炎症因子、黏附分子等的水平，改善内皮功能，从而

发挥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2]。周晓霞、周晓慧等 [3-4]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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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芩茎叶总黄酮对实验性高血脂症大鼠脂质代谢紊乱和

脂蛋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且能够抑制高脂血症兔主动脉血

管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降低血脂水平，从而发挥抗动脉粥样

硬化的作用。高脂血症能够加速心脑血管动脉的粥样硬化，

而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有效途径便是降低血脂。研究显示，

黄芩中的黄芩素可以明显降低组织中丙二醛（MDA）的含量，

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可以通过降低自由基引

起的脂质过氧化作用并提高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从而降

低高脂血症性脂肪肝大鼠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

水平，升高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从而起到

防治高脂血症的作用[5-6]。蔺兆林[7]研究发现，黄芩茎叶总黄酮

能显著降低大白鼠总胆固醇浓度，增加载脂蛋白A1（Apo-A1）

表达，降低肝脏中MDA含量，提高血清SOD活性，还能纠正高

脂血症大鼠脂质代谢紊乱，对脂蛋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雷

燕妮[8]也通过实验发现，黄芩茎叶总黄酮能显著降低高血脂大

鼠血清中TC、TG、脂蛋白B的水平，显著升高HDL-C和Apo-A

的水平，并且能够促进粪便中胆汁酸的排泄，表明黄芩茎叶总

黄酮对于高脂血症大鼠的调脂作用非常明显。

2 抑制心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及保护脑微血管内皮细

胞
靳楠楠等[9]采用ZeaLonga改良线栓法制作大鼠脑缺血再

灌注模型，应用不同剂量的黄芩苷腹腔注射进行干预治疗，可

使其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IL-1）产生

受到抑制，使得脑组织含水量降低、脑水肿症状减轻、颅内压

下降，达到抑制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目的。研究表明，黄芩苷

还可以通过抑制兴奋性氨基酸毒性作用、干预细胞内钙超载、

抑制凋亡调控基因的激活等方式保护缺血性脑损伤，拮抗

H2O2所致的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氧化损伤；而黄芩苷在抗

氧化的同时，还能增加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的分泌，保护大脑

的微血管结构及功能完整，并促进损伤脑组织的修复，对脑缺

血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10]。相关研究先后采用大鼠 MCAO 模

型，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脑缺血 12 h及 24 h后血浆血栓素

B2（TXB2）的含量，结果显示黄芩苷能抑制缺血 12 h和 24 h后

血浆TXB2的表达[11-13]。刘萍等[14-17]研究发现，黄芩苷可明显改

善缺血再灌注损伤所致的大鼠脑组织病理形态学改变，降低

神经细胞凋亡率，而且黄芩苷治疗组 Caspase-3 mRNA 及其

蛋白表达、热休克蛋白（HSP70）表达较脑损伤模型组均明显

降低[18]。

黄芩素对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损伤也具有保护作用，且

这种作用强于黄芩苷[19]。研究发现，黄芩素可直接清除活性

氧，减轻缺血再灌注心肌细胞氧化应激反应，提高心肌细胞的生

物功能和存活率，有效避免了致死量氧化剂对细胞的损伤[20]。

进一步研究发现，心肌细胞缺氧时，黄芩素在低氧状态下与

O2
－作用生成半醌自由基和H2O2，少量H2O2通过可诱导的抗氧

化防御机制引发细胞适应性反应对抗氧化应激作用；再灌注

时，黄芩素可清除H2O2及其他氧自由基，还能恢复心肌细胞的

收缩能力[21]。最新研究表明，静脉注射黄芩素可以改善内毒素

休克大鼠心肌的收缩能力，这与降低氧化应激、心肌的炎症反

应有关，其机制是通过诱导血红素氧合酶 1蛋白的表达、抑制

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的表达，抑制实验

动物核转录因子（NF-κB）的磷酸化而实现的[22]。

黄芩茎叶总黄酮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细胞凋亡具有保

护作用。于晓敏等[23]通过采用结扎大鼠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的

方法制备心肌缺血再灌注模型，发现黄芩茎叶总黄酮可减轻

缺血再灌注诱导大鼠的心肌细胞凋亡，是通过活化转录激活

因子（JAK/STAT）信号通路实现对心肌的保护作用。于晓敏

等[24]进一步研究证实，黄芩茎叶总黄酮可能通过下调转录激活

因子1（STAT1）蛋白和上调转录激活因子3（STAT3）蛋白表达，

对心肌缺血再灌注伤时细胞凋亡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3 抗凝血和抗血栓形成及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黄芩的多种黄酮类成分均能抑制血栓形成。黄芩中的木

蝴蝶素可竞争性地抑制凝血过程中维生素K3而发挥抗凝血作

用，其抗凝血机制还与其抑制花生四烯酸的代谢有关[5]。冠心

病患者体内的凝血活性明显增强，且血液黏稠度与冠心病的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改善高凝状态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血栓

事件的发生，通过实验发现黄芩苷治疗组纤溶抑制物活性明

显降低，具有抗凝血和抗血栓形成的作用[5]。血管平滑肌细胞

（VSMC）增殖是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后再狭窄

等心脑血管疾病共同的病理基础，抑制VSMC异常增殖是逆

转血管病变及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本措施之一。而黄芩茎

叶总黄酮就具有抑制VSMC增殖的作用，其可能是通过抑制

醛糖还原酶（AR）表达而降低血糖水平，从而发挥上述作用[25]。

4 扩张血管及降血压
黄芩苷静脉注射具有降压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其机制可

能与阻滞钙通道有关[26]，认为黄芩苷可通过阻滞平滑肌细胞膜

上的电压依赖型钙通道和受体操纵型钙通道抑制细胞内Ca2+

浓度的增高，从而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其舒血管作用与维拉

帕米类似。另有研究显示，黄芩苷具有明显的排钠利尿作用，

从而可减少外周血容量及心输出量，导致血管阻力降低、血压

下降[27]。黄芩素对离体大鼠肠系膜动脉平滑肌在低浓度时表

现为收缩作用，而在高浓度时则表现为松弛作用，其机制是抑

制了蛋白激酶对平滑肌的收缩作用。同时，黄芩素不会影响

血压正常大鼠的血压，但能降低高血压大鼠的血压[28]。研究显

示，黄芩素通过扩张高血压大鼠血管、降低血压等途径发挥保

护心脑血管的作用[29]。益文杰等[30]通过研究黄芩茎叶总黄酮

对正常及肾动脉狭窄模型大鼠血压的影响，发现黄芩茎叶总

黄酮对肾动脉狭窄高血压模型大鼠有显著的降压作用，而对

正常大鼠血压无明显影响。

黄芩是我国常用的中药材，其根的药用价值已得到肯定，

其茎叶的药用价值亦引起国内众多研究者的普遍关注。以往

对黄芩有效成分还缺少作用环节或机制方面的深入探讨，其

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作用尚需要更深入的基础研究和

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证实。对于黄芩有效成分药理作

用及机制的深入研究，将为开发出具有国际水平和中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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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创新药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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