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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稳定性心绞痛

可视化分析和网络药理学机制研究进展

卢琛１，杨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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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心脑血管疾病在致死性病症的排名中稳居前三。文章首先就医学领域对于中医药防治稳定性心绞痛（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ｇｉｎａｐｅｃｔｏｒｉｓ，ＳＡＰ）的重要课题以及未来趋势进行梳理，随后在网络药理学方法的基础上，针对治疗ＳＡＰ有效处方中的
复方丹参滴丸展开研讨，包括其活性成分、靶点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等多个方面，旨在为ＳＡＰ的中医药防治提供重要的
参考与依据。同时文章通过就中医药防治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展开的可视化分析以及网络药理学机制予以综述，以此

促进未来临床中医药防治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临床疗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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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医角度来看，稳定性心绞痛（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ｇｉｎａｐｅｃｔｏｒｉｓ，
ＳＡＰ）归属为“胸痹”“心痛”范畴。随着近年中医学的高速发
展，以及人们对其的愈发重视，中医药疗法涉及的领域愈发广

泛，ＳＡＰ也不例外，且已获得全球范围内的重点关注［１］。截至

目前，有关中医药治疗ＳＡＰ的研究不断深入，相关文献愈加沉
杂，再加上以往应用的总结方式存在较多弊端，因此在客观体

现方面具有一定难度，缺乏对文献的充分利用及分析。本文主

要在对中医药防治ＳＡＰ的研究热点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梳理
的基础上，对治疗ＳＡＰ的常规中药及相关组方展开探究，旨在

为中医药防治ＳＡＰ提供重要参考。
１　中医药防治 ＳＡＰ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有数据调查显示，近年ＳＡＰ的发病比率正在不断攀升，不
仅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极为不利，且还给社会造成较

大负担。通过大量的实践研究发现，中医药治疗 ＳＡＰ可获得
理想疗效，且具备多项西医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大数据等信息

化技术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的背景下，中医药领域也得到了长足

发展，如何能借助这些技术，是对医疗信息展开分析，并对ＳＡＰ
中医诊疗的潜在知识进行发掘，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已

成为现阶段研究的重要课题。

１．１　关键词可视化
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可在充分体现中医药防治 ＳＡＰ领域研

究焦点的同时，分析其未来趋势。共现分析则主要体现与内容

关联潜在的共现关系，聚类分析则是在同质性对相关关键词实

施归纳分类的基础上，体现出相关领域的知识结构，突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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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主要在观察一定时段中，关键词的应用频率是否突然出现大

幅增加，而对相关的研究热点展开分析。在就关键词可视化分

析后发现，关键词在文献的书写中存在一些缺陷，各研究者需

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治疗方法的描述中，在外治方法中出现较

多的关键词主要包括各个穴位、针刺、推拿等；而在内治疗法出

现较多的关键词则包括“复方丹参滴丸”“养心消痹汤”“血府

逐瘀汤”等［２］；在量化理化指标的描述中，常见的关键词包括

“炎性因子”“血脂”“Ｃ反应蛋白”等；在辨证分型的描述中，最
常出现的关键词包括“心血瘀阻证”“气滞血瘀证”“气虚血瘀

证”等；在针对临床疗效评价的描述中，常常会出现的关键词

主要有“心功能”“中医证候积分”“生活质量”等；在对合并疾

病的描述中，常见的关键词有“失眠症”“高血压”“抑郁症”

等［３］。通过关键词的搜索频次发现，现阶段的研究焦点有临

床疗效、辨证分型等方面，由此可见，有关中医药防治 ＳＡＰ的
临床疗效与辨证分型已成为当前深入研究的热点问题。

１．２　文献可视化
有研究通过对７００余篇文献展开分析后指出，近年中医药

防治ＳＡＰ领域的整体研究在逐渐增多，且文献数量也在大幅
提升；同时对于中医药防治 ＳＡＰ相关研究较为重视的期刊主
要包括《中国中医急症》《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等，且

文献水平相对较高，但依然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４］。参与此

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已超过１８００余名，但核心作者的占比不
足５％，这说明此领域在核心研究人员方面存在较大不足，整
体结构以松散为主，发文量较少，影响力较低的研究人员占据

大部分比例［５］。参与此领域研究的机构不足６００家，且多为中
医药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核心机构的占比较低，不足１０％，充
分说明此领域研究机构的活跃度较低，不同机构的发文量也存

在较大区别，且以东北各省市地区为主，各个研究机构均能密

切协作，但在地区不同的情况下，协作的概率较低［６］。由此可

见，中医药防治ＳＡＰ领域研究在网络合作及跨区域合作方面
存在较大弊端，且缺乏足够的核心作者，地域间的发展平衡性

较差。各研究机构与团队之间应加强学术之间的交流，并在确

保知识理论构建的前提下，为实践研究协作平台的建立奠定基

础［７］。所以，为推进中医药防治ＳＡＰ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就
要不断就研究成果展开交流，重视区域间合作，从而构建紧密

合作网络。

２　中药防治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的网络药理学机制分析
在使用中医药治疗疾病时，主要以中药复方为主。中药配

方属于特定功效处方，不仅需要对中药药性有充分的掌握，还

需要有整体观念及辨证理论指导。

在复方丹参滴丸结构中，涉及到三七、冰片及丹参等，其蕴

含多种活性成分，如三七皂苷 Ｒ１、人参皂苷 Ｒｂ１及丹参素等，
在使用期间，可起到活血化瘀及理气止痛作用［８］。到目前为

止，复方丹参滴丸在心脑血管疾病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治疗

稳定性心绞痛、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后心绞痛以及心力衰竭等

疾病中获得了显著疗效，在使用中可有效调节机体微循环状

态，使冠状动脉得到扩张，提升血流量，同时对钙离子通道存在

抑制作用，还可有效组织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流变性风险，对血

管内皮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降低机体炎症反应，调节糖脂代

谢状态，在使用中具备多靶点的药理功效。

在中药药理学发展中，中药网络药理学的出现，使其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以中医药整体观念及网络药理学相关理论

作为基础，构建“成分－靶点－通路－疾病”模式关系，可使中
医药中多种作用机制更好的呈现出来，如多成分、多途径等，可

对临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指导，给单味或中药复

方的研发提供参考依据，与此同时，可为中药作用机制及新药

研发赋予理论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撑［９］。在相关研究中，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复方丹参滴丸进行分析，了解到该药物在治疗
ＳＡＰ中的优势，并且诸多临床试验证实，在治疗 ＳＡＰ患者过
程中，使用复方丹参滴丸不仅可有效改善患者症状表现，并

且可改善心电图状态，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与 ＳＡＰ“阳微阴
弦”病机相符合［１０］。在应用复方丹参滴丸治疗 ＳＡＰ机制期
间，相关人员采用网络药理学方法进行研究，将有效成分及

活性靶点作为研究重点，希望可以为药效及作用研究提供更

多的参考依据。

在对复方丹参滴丸ＳＡＰ靶点研究阶段，全面分析了ＧＯ功
能富集及 ＫＥＧＧ通路富集，在研究中发现，复方丹参滴丸可通
过一系列的反应及通路，如氧化应激、类固醇激素、细胞因子受

体结合、ＴＮＦ信号通路、ＩＬ－１７信号通路等来实现治疗ＳＡＰ目
的［１１］。导致ＳＡＰ出现的因素呈现多样化，但是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是其病理基础，氧化应激反应可对机体线粒体功能产生刺

激，使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分泌发生异常，而在

此期间血管平滑肌细胞会出现增殖或迁移，使巨噬细胞泡沫

化，增强炎症反应，给机体内皮细胞功能带来伤害，继而加大

ＳＡＰ发生风险。
转录协同因子类固醇激素受体可以与其他核受体、转录因

子之间关联紧密，存在相互作用，导致靶基因转录活性提升，通

过多种途径，如促进炎症反应及提升巨噬细胞侵润等，引发动

脉粥样硬化的出现。流体剪切应力指的是血流对血管壁切向

的摩擦力量度，高剪切应力可以对内皮细胞蛋白表达起到调节

作用，从而保护动脉血管。此外，往复及低剪切应力可以对动

脉氧化反应起到促进效果，增强炎症反应，为细胞黏附分子生

长提供有利环境，提升因子表达，致使 ＳＡＰ出现［１２］。在 ＴＮＦ
信号通路中，ＴＮＦ－ａ是其关键因子，可对内皮细胞功能产生影
响，加速血管内皮细胞凋亡速度，甚至还会引发冠状动脉血管

出现痉挛，参与血管重建，给生长因子产生刺激，导致趋化因子

释放量提升，加大粥样斑块出现概率［１３］。此外，其还可对内皮

细胞活化起到促进作用，提升微血管通透程度，增加炎性因子

释放量，加速基质金属蛋白酶合成，给血管内膜带来损伤，引发

细胞泡沫化，致使 ＳＡＰ出现［１４］。白细胞介素 －１７（ＩＬ－１７）属
于炎性介质，可对上皮细胞产生刺激，导致炎症细胞浸润，损伤

组织，加速细胞凋亡速度，提升动脉粥样硬化出现概率［１５］。

３　小结
现阶段，对ＳＡＰ的研究不断增多，其中发病机制、各途径

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了研究的重点。网络药理学与中医药的深

度融合，给探究ＳＡＰ作用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很多
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完善。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医网

络药理学会逐步完善，给更多的复杂疾病治疗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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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络病理论辨治雄激素性脱发

郭梓萱１，张小卿１，吴景东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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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在中医辨证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医学络病理论，基于络脉内联脏腑、外充皮毛的生理特性和雄激素性脱
发久病入络的病程演变特点，总结雄激素性脱发的病因病机、临床特点、治则治法及组方用药等内容，提出雄激素性脱发

从络论治的思路。“络脉不通”是雄激素性脱发的核心病机，湿热内蕴痰瘀阻滞络脉、血虚风燥邪气损伤络脉、脏腑亏虚

络脉萎废不用皆可导致头皮失养发根不固，伴有油腻黏着或干燥瘙痒，最终造成毛发凋落。治疗将“络以通为用”作为

基本治疗原则，内服以化浊通络、养脉和络、通补荣络，配合外用活血通络，内外合治使络脉荣顺，毛发得以再生。对构建

基于络病理论的皮肤病基础理论起到推进作用，为临床治疗雄激素性脱发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络病理论；雄激素性脱发；中医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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