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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参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作用机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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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缺血性心脏病发病率及致死率逐年升高，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巨

大威胁。该疾病治疗环节，药物疗法的应用相对较多，如西洋参等，可对心肌细胞凋亡速率加以抑制，改善患者心律失常

症状，提升抗氧化酶活性。本文对西洋参主要作用机制加以阐释，如改善血液循环等，为缺血性心脏病治疗方案的完善提

供支持，保障西洋参效用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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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运行过程中，若其冠状动脉管腔出现狭窄现象，

甚至呈现闭塞特征，难以实现血液输送目标，使得心肌供

血存在一定问题，导致心肌缺氧现象，引发缺血性心脏病。

据统计，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相对较高，致死率相对较大，

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此种疾病的成因相对较

多，不仅与高血压与糖尿病等具有密切联系，而且与高脂血

症息息相关。临床领域中，对该疾病进行治疗时，常采用药

物疗法，或利用冠状动脉内支架术，重新建构血液运输机制，

或是运用血管新生治疗法，如基因治疗等。在此过程中，患

者可能仍会出现心绞痛等现象，加之部分治疗方法技术难度

相对较高，会提升术后并发症产生概率，使得治疗方案的改

进势在必行。

当前，心血管疾病防治过程中，中药的应用效果相对

显著，如西洋参等，可将该药物用于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治

疗中，提升患者症状缓解水平，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升。

1 西洋参的成分与药理作用

对西洋参进行分析，其属于五加科人参，是多年生宿

根草本植物，其味道相对甘甜，带有些微的苦涩之感，进入

机体心、肺、肾等部位，可实现补气目标，增加血液运输速率。

中医相关著作中，如《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言明，若人们想

用人参对自身进行滋补或是治疗疾病等，却难以承受人参温

补之效，可以西洋参代替。西洋参主要成分为皂苷类与氨基

酸类等，可结合苷元结构，将西洋参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齐

墩果酸型、原人参二醇型与原人参三醇型 [1]。现代医学表明，

西洋参皂苷效用的发挥，有助于机体神经系统改善目标的实

现，提高机体心血管系统疾病治疗水平，增强机体免疫系统

功能。西洋参在心血管疾病治疗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可对心

肌细胞凋亡现象加以控制，降低心律失常现象产生概率，强

化机体抗氧化酶活性，使得患者心血管疾病症状有所缓解。

2 缺血性心脏病治疗环节西洋参的作用机制

2.1 对心肌细胞凋亡现象加以抑制，提升线粒体膜电位

稳定性

机体运行环节，细胞的正常凋亡，主要受基因控制。

细胞凋亡过程中，通路与蛋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 C/EBP 同

源蛋白等。相关学者开展缺血再灌注等病理实验时，发现，

西洋参茎叶总皂苷在葡萄糖调节蛋白表达水平方面具有一定

优势，降低心肌细胞损伤度。李冬等人开展研究时，主要

借助 TUNEL 法，辅以 Western blots 法，对西洋参茎叶总皂

苷效用发挥过程进行观测，发现，该物质可对心肌 cleaved 

caspase-3蛋白表达量加以控制，使得再灌注期线粒体膜电位

处于稳定状态中 [2]。与此同时，西洋参茎叶总皂苷在信号通

路调节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如 FOXO3a/Bim，其主要通过基因

转录与蛋白质翻译发挥效用，提升心肌细胞保护水平，提升

缺血性心脏病症状减轻程度。

2.2 对氧化应激反应加以控制，提高炎性反应消除水平

随着心血管疾病病情的进展，会引发一定的氧化应激

反应，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炎性反应。机体运行环节，若其内

部各项功能正常，其虽会产生一定的氧自由基，但其产生与

清除处于平衡状态中。然而，若机体遭遇病理性刺激，会

产生氧化应激反应，对机体抗氧化防御系统造成一定影响，

甚至可能使其受到损伤，难以及时清除自由基，自由基堆积，

未对有害物质进行有效处理，组织损伤度有所提升，心肌缺

血严重程度逐渐提高，加快细胞凋亡速率，组织坏死水平随

之提升。脂质过氧化反应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丙二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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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物质呈现一定的毒性特征，与机体心肌损伤度具有密切联

系。机体受刺激后，会产生一定的炎性反应因子，如肿瘤坏

死因子与白细胞介素 6等，发挥此类因子的关键始动作用，

实现细胞因子级联反应激活目标，提高中性粒细胞与黏附因

子的激活水平，进而产生大量的氧自由基，提升机体损伤度

[3]。机体运行环节，对活性氧进行清除时，主要依靠超氧化

物歧化酶等。此类酶活性强度的提升，可有效增强机体抗

氧化能力。相关研究表明，西洋参茎叶总皂苷效用的发挥，

有助于心肌梗死大鼠肌酸磷酸激酶等活性的降低，减少炎性

因子含量，如白细胞介素 6 等，增强抗氧化酶活性，如 SOD

等，让机体具备更高的抗氧化能力，降低炎性反应产生概率，

使得组织损伤状况有所改善，逆转心肌缺血现象，对内皮素

释放过程进行控制，实现血管内皮保护目标。与此同时，西

洋参中茎叶三醇组皂苷作用的发挥，可对自由基加以清除，

实现抗氧化目标。相关研究表明，西洋参茎叶三醇组皂苷效

用的发挥，有助于心肌梗死大鼠游离脂肪酸等活性的下降，

提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降低氧自由基自由度，对心肌组

织细胞进行维护，使得机体血管活性物质平衡失调问题有所

改善 [4]。

2.3 改善血液循环机制，为血管新生提供支持

若机体心肌缺血时间相对较长，会提升心肌细胞坏死

率，加快细胞凋亡速率，对心脏功能造成不良影响，心脏

运行与血流动力学均存在一定问题，对血管内皮细胞造成

不良影响，甚至让其出现损伤现象，血液黏度逐渐提升，甚

至可能使得心肌细胞出现不可逆的损伤。缺血性心脏病治

疗环节，若心肌缺血区的血管出现快速生长现象，会提升预

后水平，为患者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相关研究表明，西洋

参总皂苷在心肌缺血问题改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降低心肌

缺血再灌注对大鼠血小板黏附与聚集状况的影响，使得全血

黏度有所下降，降低血浆黏度，实现血液循环改善目标 [5]。

与此同时，部分研究开展时，会将大鼠做为主要研究独享，

从大鼠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着手，结扎处理该部位，促进心肌

梗死模型的形成，并对西洋参加以利用，确定西洋参的效用，

发现，西洋参茎叶总皂苷作用的发挥，会作用于大鼠心肌梗

死区，提升该区域平均微血管密度，加快内皮细胞生长速率，

为碱性成纤维细胞的生长提供支持，为血管新生打下坚实基

础。除此之外，血浆脑钠肽可对心衰问题加以控制，使得心

脏运行负担有所降低。血浆脑钠肽浓度的提升，说明心功能

衰竭程度愈加严重。部分研究表明，西洋参茎叶总皂苷效用

的发挥，可对心室收缩与舒张功能加以改善，降低血浆脑钠

肽水平，缓解心肌梗死引发的心功能障碍问题。

3 讨论

若患者患有缺血性心脏病，对其进行治疗时，可采用

西洋参，保障西洋参总皂苷效用的充分发挥，对抗哇巴因

诱发的室性心律失常现象，使得患者缺血再灌注环节安全

性有所提升，降低治疗风险。相关研究表明，若受氯化钡等

因素影响，家兔产生心律失常现象，可通过西洋参茎叶总

皂苷对其加以对抗，缩短心律失常时间，降低心室颤动率。

在此过程中，西洋参茎叶总皂苷会对抗心茶酚胺类物质，降

低此类物质对心脏的影响，使得交感神经兴奋性有所下降，

以免胞浆内游离 Ca 离子有所增加，实现心肌收缩力抑制目

标，推动心肌功能不应期的延长 [6-7]。

由上可知，西洋参的应用有助于总皂苷等作用的发挥，

对心肌细胞凋亡情况加以抑制，降低机体氧化应激损伤度，

提升炎性反应消除水平，对机体血液循环状况加以改善，

使得机体心功能得以恢复，实现改善心肌缺血的治疗作用。

总之，针对缺血性心脏病的临床治疗，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抑或是中西医并重的医药技术方法，都应加强副作用小的天

然药物的深入研究，如药食同源物品西洋参等，以提升心血

管药物创新水平，进一步提高缺血性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效果

和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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