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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瘀方药延缓衰老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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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血瘀”现象的出现是增龄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衰老必瘀是衰老人群重要的中医病机特征之一。基于血瘀致衰理

论探讨活血化瘀方药在延缓衰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常用活血化瘀中药（丹参、红花、三七、牛膝、姜黄、川芎、赤

芍、银杏叶）及活血化瘀复方（血府逐瘀汤、当归补血汤、补阳还五汤、当归芍药散等）在延缓衰老方面基础研究的相关进展，为未

来开展活血化瘀方药延缓衰老的临床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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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医疗保障体系的
逐渐完善，人口老龄化现象进一步加重，衰老和抗衰

老成为各个领域关注的热点
［１～３］

。衰老是一种自然

的生理现象，组织器官的功能在进行性退化，随着年

龄的增长，血液黏稠度增加，机体代谢减慢，体内代谢

废物淤积且随年龄增加淤积逐渐增多，因此血瘀现象

的出现是增龄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意味着衰老必

瘀。中医理论认为人类的生生不息，与气血的作用密

切相关，人之气盛则流畅，少则壅滞。随着年龄的增

加、内外因素的影响气滞血瘀是很常见的病理现象。

血瘀阻碍气机的运行，气机运行不畅，血脉瘀阻，影响

新血的生成，血瘀的存在使人体出现失养衰怠、脏腑

机能下降等衰老表现
［４］
。血瘀是衰老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既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加剧衰老的进程。

基于血瘀致衰的理论探讨活血化瘀方药在延缓衰老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活血化瘀单味中药

及活血化瘀复方两方面阐述其在延缓衰老基础研究

的进展。

一、活血化瘀中药与延缓衰老

１．丹参：丹参功可活血调经，祛瘀止痛，凉血消
痈，除烦安神。有研究分别给予 Ｄ－半乳糖所致的衰
老模型小鼠丹参药液 ３０ｇ／ｋｇ及 ６０ｇ／ｋｇ灌胃连续 ３０
天，发现丹参３０ｇ／ｋｇ、６０ｇ／ｋｇ的剂量组均能延长衰老

模型小鼠的游泳时间及耐缺氧时间，能增加衰老小

鼠血浆中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及一氧化氮（ＮＯ）的
含量

［５］
。刘品月等

［６］
以 １２０ｍｇ／（ｋｇ·ｄ）的剂量连续

６周给小鼠注射 Ｄ－半乳糖注射建立衰老小鼠模型，
建模成功后，连续２８天腹腔注射丹参注射液（０．１ｍｌ／
ｄ），对照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结果提示丹参注
射液可显著改善衰老模型小鼠的认知、学习记忆能

力，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增强血液和脑组织中 ＳＯＤ及
ＧＳＨ－Ｐｘ的活力，降低海马中 ＭＡＯ活性、减少 ＭＤＡ
含量有关。

２．红花：红花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传统功
效。羟基红花黄色素（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ａｆｆｌｏｒｙｅｌｌｏｗＡ，ＨＳＹＡ）
为红花的主要药效活性成分之一

［７］
。徐慧等

［８］
采用

双侧颈总动脉结扎的方法建立血管性痴呆大鼠模型，

术后１周按照１０ｍｇ／ｋｇ的剂量给模型鼠灌胃黄花红
色素，实验研究发现：空间探索实验中红花黄色素灌

胃组痴呆大鼠穿越平台次数较对照组降低，同时发现

红花黄色素组可以使痴呆大鼠体内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的含量增加，结果说明红

花黄色素可以改善痴呆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其作用

机制可能与降低脑组织中氧化应激水平及增加胆碱

能神经功能有关。马勤等
［９］
利用头颅注射 Ａβ１－４２

的方法建立痴呆大鼠模型，术后５天予不同剂量（１０、
３０、１００ｍｇ／ｋｇ）的红花黄色素灌胃，实验研究发现红
花黄色素可以使大脑皮质中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含量增
加，ＭＤＡ含量降低，结论表明红花黄色素改善大鼠痴
呆的机制可能与提高脑组织抗氧化能力、改善胆碱能

神经系统损伤有关。

３．三七：三七具有化瘀止痛、活血定痛的功效，三
七总皂苷是三七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谢盨等［１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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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ｍｇ／（ｋｇ·ｄ）的剂量连续 ４０天给大鼠皮下注射 Ｄ
－半乳糖溶液造成衰老模型，用三七总皂苷混悬液
（每只大鼠的剂量为成年人每日剂量的 ２０倍）给大
鼠连续灌胃４０天，研究发现三七总皂苷混悬液可降
低肝细胞 ｍｔＤＮＡ及血清ＭＤＡ的含量，增强血清ＳＯＤ
活性，说明三七总皂苷通过清除氧自由基，防止脂质

过氧化达到维持细胞代谢及功能的效果，维持机体平

衡从而预防衰老。研究通过分别以不同剂量（１００、
２００、６００ｍｇ／ｋｇ）的三七多糖给 ＣｏｎＡ诱导的小鼠脾淋
巴细胞转化实验和二硝基氟苯诱导的小鼠迟发性变

态反应模型的小鼠连续灌胃 ３０天，研究发现三七多
糖能增进脾淋巴细胞的增殖转化，加速迟发性变态反

应，提高细胞生成抗体的能力，使自然杀伤细胞活性

作用增强，从而增强小鼠的免疫功能
［１１］
。

４．姜黄：姜黄具有活血行气、通经止痛之效。姜
黄素是其主要活性成分。卢婉怡

［１２］
用含有不同剂量

（２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ｍｇ／ｋｇ）姜黄素的饲料喂养健康雄性罗
非鱼，研究发现添加不同剂量的姜黄素与对照组相比

均能使罗非鱼 ＧＳＨ－Ｐｘ和 ＳＯＤ的活性提高，有利于
清除 Ｈ２Ｏ２、活性氧和脂质氢过氧化物，从而间接降低

脂质过氧化物损伤。Ｍｏｏｄｉｔｈａｙａ等［１３］
将白化病致衰

小鼠分别给予 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ｍｇ／ｋｇ的姜黄素灌胃，连
续灌胃６个月后研究发现给予２００、４００ｍｇ／ｋｇ的剂量
时，ＣＲＰ水平显著下降，４００ｍｇ／ｋｇ剂量时 ＭＤＡ水平
显著增加，其余的观察指标没有显著的变化，上述研

究表明姜黄素在某种程度上可通过抑制炎性因子的

变化达到抗衰老的目的。

５．牛膝：牛膝具有活血通经、补肝肾、强筋骨等传
统功效。李俊丽等

［１４］
采用给小鼠皮下注射 Ｄ－半乳

糖的方法诱导衰老模型，注射 Ｄ－半乳糖的同时给予
川牛膝多糖或维生素 Ｃ进行干预，连续 ４２天后后检
测小鼠肝脏、心脏、脑组织抗氧化指标，研究发现给予

川牛膝多糖干预时可使小鼠脾脏和肝脏指数明显增

加；肝、心、脑总抗氧化能力（Ｔ－ＡＯＣ）、超氧阴离子
及羟自由基清除能力显著增强；肝脏总超氧化物歧化

酶（Ｔ－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和过
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明显提高，结果提示川牛膝多糖
具备体内抗氧化活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预防衰

老。

６．川芎：川芎具有活血祛瘀、行气开郁等功效。
邓彩霞等

［１５］
用 Ｄ－半乳糖注射的方法建立衰老小鼠

模型，造模成功后灌服川芎提取液 １２ｇ／ｋｇ，连续灌胃
２１天，研究发现与衰老模型组相比，川芎提取液可明

显升高脑组织中 ＳＯＤ活力、增强抑制羟自由基的能
力，降低丙二醛的含量，结果提示川芎具有降低氧自

由基，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的作用，因此具有抗衰老

的功效。

７．银杏叶：银杏叶可活血止痛、敛肺平喘的传统
功效。银杏酮酯是其有效成分。贺改英等

［１６］
用 Ｄ－

半乳糖以１００ｍｇ／ｋｇ的剂量给大鼠进行腹腔注射，连
续腹腔注射４２天，建立衰老大鼠模型，将模型大鼠随
机分为不同的 ４组（正常组、模型组、ＧＢＥ５０组和
ＥＧＢ７６１组），在腹腔注射 Ｄ－半乳糖的第 ２１天时，
ＧＢＥ５０组和 ＥＧＢ７６１组给予银杏叶提取物，按照
６０ｍｇ／ｋｇ的剂量进行灌胃，连续灌胃 ２１天。研究发
现衰老模型大鼠的海马组织中的促炎症细胞因子和

抗炎细胞因子出现失调，而银杏叶提取物 ＧＢＥ５０和
ＥＧＢ７６１能够使模型大鼠海马的 ＩＬ－１βｍＲＮＡ、
ＴＮＦ－α、ＩＬ－１β的表达水平降低，上调 ＩＬ－１０蛋白
含量。郝莉等

［１７］
通过抗过氧化氢（Ｈ２Ｏ２）的方法诱

导衰老大鼠的海马神经元氧化 ＤＮＡ损伤，予 ２００μｇ／
ｍｌ的银杏酮酯和银杏叶提取物预处理 ６ｈ后再加入
Ｈ２Ｏ２进行诱导１８ｈ，观察各组神经元中 ８－羟基脱氧
鸟苷（８－ＯＨｄＧ）和 ＳＩＲＴ１的表达强度，检测 ＳＩＲＴ１、
Ｐ５３和 Ｐ２１的蛋白水平，研究发现予以银杏酮酯和银
杏叶提取物进行干预后，可减少 ８－ＯＨＤＧ及 Ｐ２１蛋
白的表达，使 ＳＩＲＴ１的表达增加，有研究证实 ＳＩＲＴ１
表达减少时通过 Ｐ５３／Ｐ２１途径诱导细胞老化，所以
银杏内酯可以上调 ＳＩＲＴ１的表达、下调 Ｐ２１蛋白的表
达，从而缓解衰老大鼠海马神经元氧化 ＤＮＡ的损伤，
达到改善脑衰老的作用。

８．赤芍：赤芍具有散瘀止痛，清热凉血的传统功
效。赤芍总苷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张海燕等

［１８］

连续 ８周皮下注射 Ｄ－半乳糖的方法建立衰老模型
大鼠，连续４周按照３００、１５０和７５ｍｇ／ｋｇ的剂量给予
赤芍总苷进行灌胃，实验发现赤芍总苷可以使衰老模

型大鼠迷宫实验中错误次数减少，到岸时间缩短，可

增加模型鼠体内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和 ＩＬ－３３ｍＲＮＡ含量，
且存在剂量依赖性，３００ｍｇ／ｋｇ时效果更为显著，赤芍
总苷改善衰老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可能是通过调节

ＴＬＲ４ｍＲＮＡ和 ＩＬ－３３ｍＲＮＡ含量的变化。
二、活血化瘀复方与延缓衰老

１．人参三七川芎提取物：人参三七川芎是行气活
血化瘀的常用配伍。景晓杨等

［１９］
研究发现，将自然

衰老模型大鼠分为低、中、高剂量组（２３０５．６４ｍｇ／ｋｇ，
１１５２．８２ｍｇ／ｋｇ，５７６．４１ｍｇ／ｋｇ），并按照上述剂量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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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三七川芎提取物３个月，研究发现人参三七川芎
提取物可以改善衰老大鼠精神动作迟缓的状态，增强

衰老大鼠的空间探索性，使血清活性氧的含量降低，

并能够增强其免疫功能。人参三七川芎提取物高、

中、低剂量［剂量分别为１．４２、１．０７、０．７１ｇ／（ｋｇ·ｄ）］
喂养自然衰老模型小鼠３个月，观察发现人参三七川
芎提取物能够明显减少血管组织中活性氧的生成，减

少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

性，从而最终改善衰老小鼠血管的僵硬度，减少血管

重构，延缓小鼠血管老化的发生
［２０］
。人参三七川芎

提取物还能够保持复制性衰老心脏微血管内皮细胞

（ＨＣＭＥＣ）微丝的正常形态、促进衰老内皮细胞自噬
体的产生及自噬蛋白的表达、抑制 Ｐ５３基因表达促进
衰老内皮细胞增殖、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

体 γ延缓血管内皮细胞衰老、对外膜局部 ＡｎｇⅡ、
ＡＴ１Ｒ等多靶位的干预、改善外膜重构，从而延缓衰
老

［２１～２５］
。

２．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源自李东垣的《内外
伤辩惑论》，是益气补血活血的代表方剂，此方由黄

芪、当归两味药以５∶１的比例组成，具有益气、生血的
传统功效。王培利等采用 Ｈ２Ｏ２诱导的方法建立内
皮细胞缺氧模型，利用 ４８培养孔，根据黄芪、当归配
伍的大、中及小剂量，将内皮细胞分为不同的组别，进

行细胞培养，结果显示含有当归补血汤培养药物的各

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受体均有不同程度的
表达，提示当归补血汤具有体外抗缺氧的作用，可以

上调 ＶＥＧＦ受体、ＶＥＧＦｍＲＮＡ的表达，促进血管新
生，一定程度上具有抗衰老的作用。

３．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汤出自王清任的《医林
改错》，方由黄芪、当归、芍药、川芎、桃仁、红花、地龙

等药物组成，具有补气活血通络的传统功效。李伟等

分别用生理盐水、补阳还五汤低剂量（含生药 ７．２ｇ／
ｋｇ）、中剂量（含生药 ２１．６ｇ／ｋｇ）、高剂量（含生药
３６．０ｇ／ｋｇ）、通心络胶囊组（１．０ｇ／ｋｇ）灌胃健康小鼠 ７
天，分别观察末次给药后 ３０ｍｉｎ，采用小鼠耳后 ２ｍｍ
处断头的方法造成小鼠脑死亡，观察小鼠脑死亡前张

口喘气持续时间，末次给药后 ３０ｍｉｎ，将小鼠放入装
有２０ｇ钠石灰的 ２５０ｍｌ广口瓶中，观察小鼠从进入到
死亡的时间。结果显示补阳还五汤能明显延长小鼠

断头后喘气时间及耐缺氧时间，高剂量组延长时间更

加显著，说明补阳还五汤具有明显的抗脑缺血及耐缺

氧作用而表现出一定的延缓衰老的作用。

４．当归芍药散：当归芍药散是《金匮要略》所载

著名活血化瘀方剂，其主要由当归、白芍、川芎、茯苓、

白术、泽泻 ６味药组成，具有养血、活血、止痛等传统
功效。马世平等将 Ｄ－半乳糖所致衰老小鼠以不同
剂量的当归芍药散（０．７５、１．５、３．０ｇ／ｋｇ）进行灌胃，每
日给药１次，连续给药 ５２天，观察触电潜伏期（即为
错误潜伏期）和 ５ｍｉｎ内错误次数，测定 ＳＯＤ、ＭＤＡ
值，结果示 Ｄ－半乳糖模型组脑 ＳＯＤ活性显著降低，
ＭＤＡ含量显著升高。当归芍药散 １．５ｇ／ｋｇ及 ３．０ｇ／
ｋｇ组显著升高 Ｄ－半乳糖诱导的亚急性衰老小鼠
脑、血清中 ＳＯＤ的活力，３．０ｇ／ｋｇ组显著降低小鼠
脑、血清中 ＭＤＡ的含量，该方益智延缓衰老的作用
机制可能与其抑制氧自由基的形成有关。

５．血府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出自《医林改错》，
由桃仁、红花、当归、生地黄、牛膝、川芎、桔梗、赤

芍、枳壳、甘草、柴胡等药物组成。唐汉庆等将 ２７
月龄老年大鼠每日灌胃 １次血府逐瘀汤 ５ｍｌ，连续
２０天。研究结果显示血府逐瘀汤能够降低全血黏
度低切、全血还原黏度、血小板凝聚率，延长体内外

血栓形成时间，提示血府逐瘀汤能显著改善衰老大

鼠的血液流变性，使血液恢复正常的流动性，达到

延缓衰老的目的。

中医理论认为，血是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基本物

质，血液运行于脉中，周流全身，为全身各脏腑组织的

功能活动提供营养，血液运行不畅，不仅不能营养全

身脏腑组织，使组织器官功能受损，而且会导致机体

发生新的病理变化，从而加速机体的老化。随着年龄

的增加，气血流通受阻，瘀血进一步加重，加重衰老的

征象，如老年人常见的皮肤色素沉着、舌下脉络粗长、

舌质紫暗有瘀斑、脉涩均为血瘀的表现。现代研究也

从多个方面证明血瘀对衰老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年

龄的增长，体内血栓素合成释放增加，血管扩张功能

降低，体内血栓形成风险增加。在外周循环方面，老

年人血管内血液黏稠度增高明显，老人血管弹性差，

血管内阻力大，易产生动脉硬化，红细胞流动性变低，

易聚集。这些都与中医血瘀理论极为相似。血瘀对

机体的衰老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方证对应的原则，

应用活血化瘀方药开展延缓衰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１９５６年，Ｈａｒｍａｎ发表的 “衰老的自由基理论”

提出，引起衰老的重要病理因素为体内的自由基产生

过多，体内的自由基和氧化剂保持平衡可以达到抗衰

老的目的。现代衰老学说认为，机体的衰老机制与自

由基及其所诱导的脂质过氧化对细胞和机体的损伤有

关。通过观察常用活血化瘀方药对 Ｄ－半乳糖所致衰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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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鼠、Ｈ２Ｏ２诱导衰老鼠及自然衰老小鼠等各种衰老
鼠模型体内各指标的变化，发现活血化瘀方药可抑制

体内脂质过氧化反应、清除氧自由基，提高抗氧化酶活

性、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表明活

血化瘀方药在延缓衰老中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阐述的活血化瘀方药延缓衰

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方面，笔者

以“衰老”为筛选条件在中国临床试验中心（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ｃｔｒ．ｏｒｇ．ｃｎ／）平台检索未发现活血化瘀方药
延缓衰老的注册临床试验方案。衰老是一个极为复

杂的过程，延缓衰老也应针对导致自然衰老的各个环

节和因素，未来期待开展高质量的临床研究，为活血

化瘀方药延缓衰老的临床应用提供较为可靠的循证

医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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