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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Ｊ］．中医学报，２０２２，３７（４）：７２８－７３４．

［２８］　王聘，高建．血脂水平与晚年认知障碍相关性的研究进展［Ｊ］．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学报，２０２２，４３（４）：３１６
－３２１．

［２９］　刘欣，龙雄权，陈金智，等．载脂蛋白 Ｅ在胆固醇逆向转运中作
用的研究进展［Ｊ］．中南医学科学杂志，２０２３，５１（３）：４５６－４６１．

［３０］　郑秀璐，林秋燕，郑智慧．中药成分干预氧化应激保护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的研究进展［Ｊ］．中国医药导刊，２０２３，２５（３）：２６１
－２６６．

［３１］　姚文强，王旭，张擎，等．王旭基于枢轴运动理论辨治糖尿病认
知功能障碍经验［Ｊ］．中医药导报，２０２３，２９（４）：１７６－１７８．

［３２］　杨荣禄，柳诗意，张宁．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糖尿病相关认知功能障
碍可视化分析［Ｊ］．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２０２１，２３
（１１）：４０３１－４０３８．

［３３］　刘红喜，梁晓，申伟，等．国家中药复方专利治疗血管性痴呆的
用药规律研究［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２３，２１（１０）：
１７６４－１７６９．

２０２４年
第３８卷　第９期

实 用 中 医 内 科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２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８１３．Ｚ２０２３１６９７

虫类药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研究进展

刘铮１，王洋２，３，刘光辉２

（１．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４７；２．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２；
３．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虫类药因其独特的生物活性，在中医学一直发挥着巨大优势，临床多治疗风湿性、骨性等疾病。随着医学的发
展，医者对于虫类药的研究愈加深入，虫类药的应用范畴也随之扩大，逐渐应用于肿瘤病、心脑血管病的治疗中去。许多

医者运用虫类药对冠心病患者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疗效。近些年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罹患率呈不断攀升

之势，其致死率也持续攀升。但西医治疗的不良反应众多，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选择不良反应少且可以长期服用的中药

治疗。文章对虫类药治疗冠心病的概况进行梳理，并深入探究其药理作用和作用机制，以及临床中获得的确凿治疗效

果，同时对其安全性进行简单总结，以期为今后临床更好地应用虫类药提供参考。

关键词：虫类中药；冠心病；综述；破血行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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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的病机为心脉痹阻、心脉不通，而虫类药大多可以
破血逐瘀，相比草本中药功效更为迅猛，在治疗中可以起到速、

猛、效的目的［１］。现将近年虫类药治疗冠心病取得的进展综

述如下。

１　虫类药的历史及应用
１．１　虫类药的历史源流

虫类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山

海经》，其中记载道：“青耕之鸟，可以御疫”。《周礼》中更是将

虫类药作为“五药”之一进行分类［２］。《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

１６种虫类药［３］，《神农本草经》记载了２０余种虫类药，并对它
们的功效加以描述。《本草纲目》将虫类药单独归类，曰“虫

部”。这些古籍均为后世医家在临床中运用虫类药提供了文

献基础。

１．２　虫类药的特点及应用
从古至今，虫类药在临床中一直发挥其特有优势，解决了

许多疑难杂症，是功效显著的良药。虫类药具有活血祛瘀、散

结消、平肝熄风、蠲痹通络等多种功效，因其行走攻窜，又是

血肉有情之品，与人体有相似之处，故容易被吸收，更好地发挥

其效用。近年来，虫类药因其种类多、作用广、易于提取得到关

注，并被国内外学者加以研究，其活血化瘀的功效也获得了更

多的重视，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冠心病的治疗［４］。

虫类药以其蠕动之性，飞灵走窜，具有搜剔络中瘀血，推陈

致新之功，广泛应用于机体循环瘀滞或代谢障碍，出现瘀血征

象者，尤以妇科常用。近些年虫类药的应用范围日趋扩大，也

逐渐应用于心脑血管病等见血瘀症者［５］。

２　虫类药治疗冠心病的优势
２．１　冠心病病机

冠心病的中医病名为“胸痹”，胸痹的病机为心脉痹阻、心

脉不通［１］。临床治疗大多以此为纲，以活血通络、宣痹止痛为

治疗原则。

２．２　虫类药治疗冠心病的依据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有云：＂血实者宜决之＂。血脉

瘀阻应给予活血化瘀药进行对症治疗，其中活血能力最强的是

破血药，这类药物以虫类居多，归肝经，走血分，大都有毒［６］。

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的观点，胸痹日久，常规草木类药

的疗效较差，虫类药的优势也就显露出来。张仲景将胸痹病机

概括为 “阳微阴弦”，对应到络病理论中，“阳微”指络气虚，

“阴弦”则指瘀热痰毒等病理产物。虫类药多以活血通络见

长，与胸痹病机不谋而合，既破瘀血，又通络脉。国医大师朱良

春继承章次公先生的理论经验，进一步发展通络理论，在常规

辨证治疗的基础上，运用“活血通络”的虫类药物治疗胸痹患

者，得到了良好的反馈［７］。

２．３　医家经验
张仲景在运用虫类药物时，最常见就是取其破血行瘀的功

效。他根据瘀血的量、新旧之分，并结合患者体质选药组方，自

创了抵挡汤、下瘀血汤、大黄蛰虫丸等方剂一直沿用至今，备受

后市推崇［８］。络分气血，气络主运行经气，血络主运载血液。

病邪由气络入血络，引发瘀血等病理产物的生成，最终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等有形病变［９］。

叶天士认为：“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瘀。”但凡病程

日久，一定会导致气滞血瘀、脉络不通、不通则痛。他认为久痛

证可在治疗中加入全蝎、土鳖虫、水蛭等虫类药以搜络活血止

痛［１０］。《本草述·二十七卷·虫部·白颈蚯蚓》中曾用阳毒

结胸方治疗“阳毒结胸，按之极痛，或通而后结，喘促，大躁

狂”，其症状与现代冠心病心绞痛相似，其中就以地龙（蚯蚓）

为君药发挥其功效。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创方２０余首治
疗血瘀症，其中配伍虫类药的方剂高达９首，经典的补阳还五
汤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使用［４］。张锡纯善用水蛭，他在瘀血

类疾病的治疗中常加入水蛭以“破瘀血而不伤新血，专入血分

而不伤气分”。《世中联名老中医典型医案》中记载国医大师

李士懋加入水蛭、蜈蚣治疗胸痹患者。

虫类药物搜剔病邪，通经达络，破血逐瘀。而冠心病的病

机在于心脉不通，虫类药在冠心病的治疗中可以助心络之通

畅、气血之脏腑，疾病的运行，发挥其特有的功效。

３　部分虫类药治疗冠心病的药理学研究进展
３．１　水蛭

水蛭的主要功效为破血通经、逐瘀消。性咸、苦、平，有

小毒。《汤液本草》记载：“水蛭，苦走血，咸胜血。近年来的多

项研究表明：水蛭具有抗凝血、抗血栓和抗炎症等多重功效，在

临床被应用于冠心病、脑梗塞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

欧阳罗丹等［１１］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水蛭活血化瘀的作用

机制，发现水蛭不仅预防血栓的形成，还能通过多条通路直接

抗凝、溶栓。水蛭以其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共同发挥活血
化瘀的功效，这也是该功效强于其他药物的原因所在。吴晶魁

等［１２］的大鼠造模实验表明中药水蛭能使血清 ＴＣ和 ＬＤＬ－Ｃ
这类ＡＳ危险因素水平降低，同时使 ＡＳ的保护因素 ＨＤＬ－Ｃ
水平升高，调控ＡＳ进程。徐藜栩［１３］首次从水蛭干体中分离纯

化得出序列明确的多肽ＨＥ４－１，该多肽可以通过抑制巨噬细
胞向受损血管的迁移活性，进而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

展，该实验也为中药水蛭对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

据。刘俊丽［１４］基于数据挖掘对治疗冠心病的核心药物进行聚

类分析，得出水蛭是化瘀通络的代表药物之一。

３．２　全蝎
全蝎的具有通络止痛之功。性辛、平，有毒。古籍中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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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活血功效明确的记载，但在现代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其

纯化液抑制血栓形成的效果显著，这归功于全蝎纯化液对凝血

酶多种作用机制的抑制，同时表明了全蝎对凝血酶诱导的血管

内皮细胞损伤具有保护作用［１５－１６］。

３．３　蜈蚣
蜈蚣的主要功效为通络止痛等。性辛、温，有毒。《医学

衷中参西录》曾记载：“蜈……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近

年来，研究人员发掘出蜈蚣具备抗血栓等多种生物活性。

司秋菊等［１７］的家兔试验表明蜈蚣能够维持血管内皮细胞

的健康状态。陈少鹏［１８］探测到了少棘蜈蚣体内蜈蚣纤溶酶的

存在并成功提取，经过小鼠实验验证了蜈蚣纤溶酶具有抗血栓

作用。刘瑞连［１９］试验采用冷浸法和水提醇沉法比较蜈蚣各个

部位抗凝活性的强弱，蜈蚣身体各部均有抗凝活性，其中蜈蚣

身的抗凝活性成分最多。

３．４　地龙
地龙的具有通络的功效。性苦、寒。蚯蚓中提取的蚓激酶

被国内外学者的多项研究证实具有防治血栓形成的效用。蚓

激酶是一种具有纤溶活力的蛋白酶。徐晓夏［２０］的大鼠实验验

证了蚓激酶可以抑制血小板的黏附作用，它作为溶栓药物，既

可以预防血栓形成，又可以改善血栓的预后。这一点在临床研

究中也有所验证。魏海霞［２１］用蚓激酶胶囊治疗冠心病患者后

疗效可观，说明蚓激酶可以改善高凝状态、防治冠脉血栓形成。

因其没有明显毒副作用，可以给阿司匹林抵抗的患者作为替代

药物治疗，以缓解其症状、改善其生活质量。由蚯蚓以及其他

生物提取的纤维蛋白溶解酶，与第一代溶栓剂、链激酶和尿激

酶相比，在治疗血栓方面有着很好的疗效，不仅对纤维蛋白的

直接溶解作用，还具有更低的成本和不良反应［２２］。蚯蚓蛋白

酶因其纤维蛋白的溶解活性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的特点，在抗血

栓形成中发挥作用［２３］。此外，蚓激酶还具有良好的心脏保护

作用［２４］。

３．５　僵蚕
僵蚕具有活血通络之功。性咸、辛、平。现代研究发现僵

蚕具有抗凝、抗血栓、抗癌等多重药理活性［２５］。众多实验证明

僵蚕可以发挥出较强的抗凝作用，且不良反应小，临床广泛应

用于各类心脑血管疾病、血栓性疾病的防治［２６］。

石雕等［２７］将水蛭、全蝎、地龙、僵蚕归纳为抗凝血药：土鳖

虫归类为抗血小板聚集药；蛇毒归类为溶栓药。彭延古的大鼠

实验结果表明僵蚕抗凝成分ＡＣＩＢＢ能抑制凝血酶 －纤维蛋白
原，进而防治血栓形成［２８］。张琳等［２９］通过体内外药理实验证

实僵蚕仿生酶提取液比水提取液具有更高的抗凝活性。

３．６　土鳖虫
土鳖虫的功效为破血逐瘀，续接筋骨。性咸、寒，有小毒。

《雷公炮制药性解》言：“ 虫专主血证，主留血壅瘀。”现代研

究表明，土鳖虫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等生物学效应。

黄镇林［３０］发现，土鳖虫的抗凝活性组分 Ｆ２－２可以在多
环节拮抗血液异常凝固，不仅对血小板聚集有明显抑制作用，

还能抑制凝血酶原激活物以及纤维蛋白原。田晨颖等［３１］初

步进行体外抗凝实验探究土鳖虫不同酶解产物的药效，发现

仿生酶解法（胃蛋白酶 ＋胰蛋白酶）所得产物表现出了更强
的抗凝活力。土鳖虫能对抗血栓可能是许多因素作用的结

果，其中之一是由于其改善炎性微环境和修复内皮损伤的抗

炎作用［３２］。

４　虫类中药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
４．１　成药

近年来，以虫类药为主要成分的胶囊被广泛应用于冠心病

的治疗。香虫逐瘀胶囊中的虫类药物（水蛭、蛰虫、地龙、九香

虫、全蝎、蜈蚣等）均具有破血逐瘀的功效，能够使冠心病患者

瘀血消散，血行畅通。许滔［３３］对该中药制剂进行了临床观察，

结果得出香虫逐瘀胶囊对于冠心病患者具有显著疗效。香虫

饮（檀香、香附、砂仁、红花、水蛭、地龙等）除了芳香行气，还加

入了虫类药物活血化瘀，主要用于治疗气滞血瘀型冠心病患

者。经临床观察，香虫饮能够减少冠心病患者的硝酸甘油服用

量，并改善其心绞痛症状［３４］。中药水蛭提取精炼出的水蛭精

粉与西药配伍使用，对于冠心病患者的心绞痛症状及发作频率

均有改善作用，相比单用西药疗效更佳［３５］。

有些成药不仅能够改善冠心病患者的症状，同时也具有调

控血脂的功效。吴以岭院士以益气活血、化瘀通络为治疗原

则，遣药组方，研发了通心络胶囊，其中包括五种虫类药（水

蛭、全蝎、土鳖虫、蜈蚣、蝉蜕），加以益气药，为临床治疗心气

亏虚、血瘀络阻型胸痹做出了重大贡献［３６］。通心络胶囊可以

抑制血小板ＧＰⅡｂ／Ⅲａ复合物的活性，从而抑制血小板聚集，
同时具有降脂、拮抗内皮素等治疗作用，且药效不刺激，冠心病

患者可以长期服用［３７］。五虫通络胶囊同样五虫并用（全蝎、蜈

蚣、水蛭、土鳖虫、地龙），不但能扩张血管、促进微循环，还能

降低血脂、抗凝、优化血管内皮功能，同时提高动脉血流，增加

冠状动脉的灌注量，减缓动脉粥样硬化，是治疗冠心病安全有

效的药物［３８］。化瘀复元胶囊有调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

用［３９］，该药以水蛭为君药，配伍草本类中药辅佐、制衡，以避免

虫类破血药效力过猛，耗伤气血。在临床上可以明显改善冠心

病患者的心绞痛症状以及心电图缺血改变［４０］。王清任的经典

方补阳还五汤具有降低血脂的作用［４１］，由其加减化裁而成的

脑心通胶囊，加入地龙、全蝎、水蛭等中药，既能益气又能活血

化瘀，在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类疾病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疗

效［４２］。以水蛭为主要成分的祛瘀消斑胶囊不仅能够改善血小

板功能，还能够改善血脂指标，对于冠心病的防治有着积极意

义［４３］。有医者分别用复方水蛭散（水蛭、胆南星等）与阿托伐

他汀片治疗冠心病患者，对比分析得出：复方水蛭散对于缓解

冠心病患者症状和改善心电图缺血方面均优于阿托伐他汀片，

且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４４］。

４．２　经验用药
虫类药在临床中的应用广泛，除了研制的中成药外，单味

中药也被众多医家运用于冠心病的治疗中，并取得了良好

疗效。

吉中强教授临床治疗冠心病久病患者常加入土元、水蛭、

僵蚕、蜈蚣等虫类药物［４５］。临床使用地龙冠心病时，常配伍黄

芪、龙骨、其他虫类药、草木类活血药［４６］。王颖教授通过多年

的临床实践经验提出运用虫类药（水蛭、土鳖虫、蜈蚣和白僵

蚕）配合针刺治疗可以更好破血逐瘀、活血通络，对冠心病患

者的预后有着良好疗效［４７］。严世芸教授临床治疗冠心病患者

喜用虫类药，常用蜈蚣、全蝎、地龙、土鳖虫、水蛭活血化瘀以缓

解患者症状［４８］。于志强［４９］教授治疗胸痹疼痛患者，习惯配伍

水蛭、蜇虫，取其活血通络之功。

另外，虫类药在冠心病患者的术后治疗中也起到了很好的

反响。冠心病患者支架植入术后仍然有可能出现再狭窄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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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其病机在于心阳不足、瘀血阻滞，周亚滨教授在辨证施治时

经常加入粉水蛭、土鳖虫、全蝎、蜈蚣等活血通络、药效迅猛的

虫类药，以获得速效、良效。虫类药不仅对未进行手术的冠心

病患者的疗效显著，还能有效降低冠心病患者术后再狭窄的发

生率，改善患者的预后［５０］。

４．３　国医大师治疗撷菁
刘祖贻教授在自拟方中加入水蛭，用于治疗脉络瘀滞型胸

痹［５１］。雷忠义教授在治疗痰瘀毒互结型胸痹时，应用丹曲方

加减，其中，水蛭发挥了活血祛瘀之功效［５２］。李士懋教授常合

用僵蚕、蝉蜕来治疗郁热型胸痹，另外，他提出治疗血瘀热伏的

胸痹患者，可辅以土鳖虫等活血化瘀药［５３］。在张学文教授胸

痹气滞痰阻血瘀证的临床治疗中，地龙和水蛭均有着较高的使

用频次［５４］。陈可冀教授在冠心病用药方面应用水蛭、虻虫等

破血药；在处方方面，他多运用补阳还五汤以达到益气活血的

功效，治疗时常在辨证基础上加入虫类药以活血通络［５５］。朱

良春教授自拟“川芎芪蛭汤”治疗气虚血瘀型冠心病，并在冠

心病的临床治疗中，善用水蛭、地龙、参三七药对，以活血化瘀

通络［５６］。

根据国医大师临床用药经验可得，治疗冠心病过程中常应

用虫类药治疗血瘀类冠心病，其中水蛭的应用频率更高，根据

辨证加减辅以其他虫类药以加强祛瘀活血之功。

５　用药安全
５．１　使用剂量与用药疗程

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具有活血通络等多重功效，在

临床治疗中逐渐普及。《本草问答》中记载：“动物之攻利，尤

甚于植物”［５７］。虫类药药性峻猛的同时，还存在有毒的弊端，

常用于冠心病治疗的全蝎、蜈蚣有毒，水蛭、土鳖虫等有小毒。

临床上对于剂量的把控是重中之重，既要避免药物毒性太过影

响到患者生活质量，又不能畏首畏尾，因用量不足耽误患者病

情。若患者病重或病势急进，一般应用重剂治疗；病程缠绵难

愈，服用常规剂量疗效甚微者，亦可应用重剂治疗。用药剂量

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医者要胆大心细，根据临床病情进行辨证，

结合患者的体质，年龄等因素，选择适当剂量的药物进行治疗。

对于不同体质但病证相同的患者，剂量应有所区别。如体质较

强的青壮年男性，可给予重剂虫类药，但体弱多病或易过敏体

质者，则应慎用或禁用。若不慎中毒，则立即停药送医［５８］。

根据文献查阅，对临床治疗冠心病常用的虫类药剂量进行

了概括总结：水蛭治疗冠心病常用剂量为１～３６ｇ［５９］；全蝎的
临床用量为０．５～３０ｇ，其中水煎剂常用量２～３０ｇ，研末冲服
用量为０．５～１８ｇ［６０］；蜈蚣水煎剂 ３～５ｇ，研粉用量 ０．６～
１ｇ［６１］；地龙常用剂量为 ３～６０ｇ［６２］；土鳖虫常用剂量为 ６～
１２ｇ［６３］。

用药的疗程长短则取决于季节气候，比如胸痹好发于寒冷

的秋冬季节，则患者秋冬季的用药疗程应适当延长［６４］。

５．２　合理配伍
历代医家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对虫类药的使用累积了诸

多经验，临证时适当配伍其他中药可以使虫类药的毒副作用降

低。例如，借助甘草缓急和中，解毒的功效，能缓解蜈蚣的毒性

和辛散之性；借助当归的滋润之功，能缓解全蝎的辛燥之性，防

止其伤津耗血太过［５８］。若用药过程中监测到患者肝肾功出现

异常，则立刻停药，并益以补肾，保肝类中药［６５］。除了肝肾损

害，服用虫类药还可能引起患者胃肠的不良反应，应嘱患者避

免空腹用药，可佐以健脾消食类药物加以预防［６６］。

此外，合理规范的中药炮制也是重要的一环，不仅能降低

毒性，更能提高虫类药的疗效。医者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恰当合理地使用虫类药物，要灵活使用，避免呆板用药。

６　展望
虫类药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疗效显著，彰显了其独有的优

势。临床常用水蛭、全蝎、蜈蚣、地龙等虫类药对冠心病患者进

行治疗。近年来，在药理学研究和临床治疗方面均有不小的成

果，为临床合理使用虫类药物治疗冠心病提供了大量理论支

撑。从药理学角度，虫类药通过抗血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多个

方面抑制冠状动脉硬化，对冠心病的中医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但药理学研究方面一般局限于单味药的药理作用，仍有

许多探讨空间；从临床角度，运用虫类药治疗冠心病虽然疗效

确切，得到患者的认可，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临床的案例

数量仍有不足，且只是单纯证实其有效性，并未将临床与实验

相结合，两者脱节。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学者对虫类药治疗冠心

病的药理作用机制、临床疗效、安全性评估等方面进行更加深

入的研究，规范研究流程，更好地发挥优势，避其毒性，使该领

域愈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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