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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也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重要因素。

AS的形成及发展与脂质代谢功能紊乱、炎症反应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黄连解毒汤作为具有抗炎、降血

脂和稳定斑块等多种功效的中药复方，在治疗抗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方面具有显著疗效。因此，本文通过

探索黄连解毒汤中的有效成分抗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效果，以期深入了解黄连解毒汤的药理作用机制，

为进一步深入利用清热解毒法防治AS开拓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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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herosclerosis (AS) is a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cardi-
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S is closely related to 
lipid metabolism dysfuncti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other factors. Huanglian Jiedu Decoc-
tion,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und with anti-inflammatory, hypolipidemic and 
plaque-stabilizing effects, has a wide range of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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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therosclerotic les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active ingre-
dients in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against atherosclerosis, in order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
standing of the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of 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and open up new ideas 
for further use of heat-clearing and detoxifying methods to prevent and trea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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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 AS)是动脉管壁内膜的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是结合了遗传、代谢、免

疫以及炎症等多因素的病理过程。由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使得临床治疗的难度加大，

因此探索 AS 的发病机制对 AS 的诊治具有重要的意义[1]。中医药在 AS 的防治上有诸多特色和优势，成

效显著[2]。黄连解毒汤(Huanglian Jiedu Decoction, HLJDD)中富含多种活性成分，广泛应用于动脉粥样硬

化的治疗。本文采用综述的方式对黄连解毒汤的药理作用，以及其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原理进行深

入分析，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及合理应用黄连解毒汤防治 AS 提供参考。 

2. 动脉粥样硬化的理论基础 

2.1. 现代医学对 AS 的认识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AS 是慢性炎症性疾病，AS 斑块的形成是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的高度危

险因素[3]。血液中的脂质长时间积累下就会粘附在光滑的动脉内壁上，脂纹部位会不断演变而形成纤维

帽，逐渐演变成脂质斑块，这一类的病变就被称为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4] [5] [6] [7]。人体大血管发生动

脉粥样硬化后，体内血管就会逐渐变得狭窄，发生闭塞，血液供血变得异常；其次，当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破裂后就会出现原位血栓，脂质成分会出现血液栓塞远处血管的情况，导致动脉血管的堵塞[8] [9]。当

代医学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是人体的血管发生损伤后而出现的慢行持续性炎症反应，而炎症反应又

与脂质代谢紊乱有密切的关系，脂质代谢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两者之间

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导致动脉管腔变得狭窄以及不稳定斑块的形成[10] [11]。 

2.2. 中医药对 AS 的认识 

AS 属于现代医学的病理概念，祖国医学中并没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名。根据 AS 发生发展引起心、

脑等脏器病变而将其归属于“眩晕”、“头痛”、“胸痹心痛”、“中风”等疾病范畴。中医认为其病

因多以痰浊、血瘀、湿热以及脏腑虚弱致病，治疗原理主要为健脾消痰，活血化淤以及清热解毒。 
随着现代医家对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炎症机制研究深入，AS 与热毒学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

重视。关于“热毒”之说，多指诸邪积聚，日久化火毒，是诸邪日久不解的必然转归，且热毒证候与机

体内亢进的炎症病理改变相通[12]。AS 斑块破裂、炎症反应、血栓形成等都与火热毒邪有关。其中，又

以炎症反应与火热毒邪最为直接关联。现代药理研究认为，清热解毒类的方药有良好的抗炎作用，能调

节炎症细胞因子，改善炎症和组织损害[13]。炎症反应贯穿于 AS 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为具有“消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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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清热解毒法代表方黄连解毒汤治疗 AS 奠定了药理学基础。 

3. 黄连解毒汤的抗动脉粥样硬化治疗 

3.1. 黄连解毒汤的方义分析 

黄连解毒汤始载于东晋时期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本方苦寒直折，具有泻火解毒之功，是清热解

毒的经典方剂。由黄连、黄芩、黄柏、栀子四味药物组成，是近年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广泛应用的复方。

方中以黄连为君，既入上焦以清泻心火，盖因心为君火之脏，泻火必先清心，心火宁，则诸经之火自降；

又入中焦，泻中焦之火。臣以黄芩清上焦之火，黄柏泻下焦之火。栀子清泻三焦之火，导热下行，用为

佐使。诸药相伍为用，共奏泻火解毒之效。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黄连解毒汤中的活性成分具有抗血栓、抗氧化、抗动脉粥样硬化等药理作用，临

床应用多以此方治疗 AS、高血压病、冠心病等多种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主的病症。 

3.2. 西药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目前在 AS 的防治中，西药主要为抗血小板的药物，例如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等；其次是血管活性

药物、调节血脂的药物，例如，他汀类药物。由于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非常复杂，导致单一靶点治疗的

疗效不明显，少数患者服用此类西药会有消化道不适，在一定程度上个别可能有肝功能、肌肉损害，限

制了临床使用[11]。其中，他汀类药物会导致患者出现肝损害，转氨酶升高、肌肉疼痛、肾损害而出现血

尿、蛋白尿等症状，同时还可发生发热、血糖升高以及消化道不适等副作用。 

3.3. 中医药干预动脉粥样硬化 

在 AS 的诊疗过程中，中医药采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思维，具有远期疗效佳、毒副作用小等特点，

可能会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医宗必读·积聚》言及：“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正所谓

“至虚之处，便是容邪之所”，元气充盈有助于推动血的运行，若元气不足，血行滞涩，则必停留为瘀，

瘀血停滞则血脉不通，阻碍气机以致气血津液往来不利，二者相互影响，与痰涎胶着形成痰瘀，郁久化

热成毒。治疗上多主张以调补气血治其本，佐以祛瘀、解毒、化浊等化其形，以使气血调和，阴平阳秘

[14]。基于 AS 本虚标实之病机，调气活血通络的治疗原则，能够使元气足则血行正常，瘀血去则脉道通

畅，病理产物无以化生，周身脉络血管为气血运行提供正常的通道。 

4. 药理研究 

4.1. 降血脂作用 

脂代谢紊乱是 AS 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医认为，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多可导致血

脂过高，将其归属于痰湿、血瘀、湿热范畴，故治疗当清热燥湿，化瘀排浊。高脂血症是常见的由脂肪

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因素。根据药理研究证明黄连解毒汤活性成分能够降

低人体血清中的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甘油三酯(triglycerides, 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的含量[15]。其中，黄连解毒汤中黄连的生物活性成分和黄柏

中丰富的酚类物质以及栀子中的栀子苷、京尼平苷等相互协同，起到了降脂的作用；黄芩成分容易和盐

酸小檗碱发生反应导致沉淀，降低了盐酸小檗碱的降脂作用效果[16] [17] [18] [19]。 

4.2. 降血压作用 

中医学将高血压病归属于“眩晕”“头痛”等范畴，病因不外乎“风、火、痰、瘀、虚”等。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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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发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在发病过程中多有热毒充斥于内的征象[20]。黄连解毒汤作为历来“清热

解毒”的代表方剂，传统用于三焦火毒所致的热症，对于治疗由热毒引起的高血压病具有较好的疗效。

根据朱志华[21]等研究证明黄连解毒汤能够对高血压患者起到非常好的降压效果。黄连解毒汤可通过作用

于人体血管内皮祖，增加内皮祖细胞的数量，增强内皮祖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同时增强人体内皮祖

细胞分泌一氧化碳的能力，修复人体血管内皮，起到保护人体血管，改善血管粘附能力的效果[22] [23] [24] 
[25]。 

4.3. 改善胰岛素抵抗作用 

人体发生胰岛素抵抗会导致患者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因此，预防

和治疗胰岛素抵抗与糖脂代谢紊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6]。胰岛素抵抗可导致对人体的心肌细胞造成严

重的影响，研究显示抑制炎性因子的表达，提高人体免疫力，可对胰岛素抵抗作用进行治疗。通过黄秀

芳[25]等的研究证明，黄连解毒汤是可以通过改善炎性因子的通路来起到抗氧化、抑制脂肪分解等的作用，

即是通过调控 IL-6 和丙二醛的水平达到抑制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4.4. 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本质上就是一种动脉的慢性炎症病变，机体产生的能量免疫反应贯穿到全身，而

且不稳定性斑块的形成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主要原因。通过周凤华等[27] [28] [29]
的研究显示，黄连解毒汤能够有效降低促炎性因子超敏反应蛋白的水平，同时降低 IL-6、TC 和 TG 的水

平、升高 IL-10 和高密度脂蛋白(HLD)的水平。临床上对黄连解毒汤吸收入血的有效成分已有研究，孙健

等[30] [31] [32] [33]在服用黄连解毒汤患者的含药血清中检测出十种来源于黄连解毒汤的活性成分，明确

检测出了栀子苷、黄芩苷、黄芩素等活性成分。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栀子苷、黄芩苷、黄芩素具有抑制

THP-1 细胞产生 IL-1 等炎性因子的作用，起到抑制血管炎性的作用。可见黄连解毒汤能够通过抗炎机制

对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性斑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5. 总结与展望 

作为经典的清热解毒古方，黄连解毒汤临床多用其清热解毒之效，来治疗各种血热毒盛的疾病，因

有良好的抗炎作用，将其应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炎性阶段，可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是不可

多得的千古名方。中医辨证论治认为，热毒内蕴于里，邪客脉络，灼伤血管，导致血管受损、脉络不通。

治疗的主要原理在于清透热毒、疏通血脉、修复血管损伤。黄连解毒汤长于清热解毒，同时方中的化学

成分盐酸小檗碱、栀子苷、黄芩苷等都具有非常好的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功效，在降脂、调脂、抗炎、

增强血管内皮细胞以及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内膜增殖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能够对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

形成和发展起到抑制的作用，相较于西药抗血小板药物的副作用，黄连解毒汤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医

的不足，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34]。 
由此可见中医对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较充分的基础理论支持，且经过大量实验

研究结果对黄连解毒汤中的有效成分的验证，黄连解毒汤可以相对全面地对人体的机能进行调节，相较

于西药的单一靶点药物的治疗，黄连解毒汤中的活性成分，可实现多靶点干预治疗的效果，且对人的毒

副作用小。 
黄连解毒汤抗 AS 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扩宽了黄连解毒汤的应用范围，也提高了

AS 临床疗效。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还是以体外实验为主，体外实验的结果还需进一步的体内实验加

以深入印证，以期更加贴近临床应用的目标。在黄连解毒汤作为药物干预的体内实验中，动物 AS 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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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缺乏热毒证的统一性，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距离现实还有一定差距，有待于进一步优化造模方法，并

确立对于热毒证的检测标准。黄连解毒汤具有药少量大力专的特点，原方的大剂量在治疗动脉粥样硬化

及动脉粥样硬化性相关疾病时是否具有普适性，各个组成药物的用量配比是否能更加优化，有待药理毒

理学、药效学基础实验以及相关临床实验等深入研究，为更加合理、安全、有效地运用中医药防治 AS
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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