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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肝纤维化基本病机总属本虚标实%气虚血瘀络阻!与动物类中药补虚%破瘀%通络作用相契合" 冬虫夏草%鳖甲%土鳖虫等

单味中药或其提取物及相关复方应用广泛!可通过调控相关细胞因子及多种信号通路!如转化生长因子 >

$

$%核因子 >

"

`

等!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增殖&或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等基因表达!恢复胶原蛋白的生成与降解平衡

状态&或阻止病理性血管新生及调节免疫反应等发挥抗肝纤维化作用"

关键词"肝纤维化&动物类中药&转化生长因子>

$

$&核因子>

"

&̀肝星状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8@?AB(CDDE($@:# >?999(!"!#($"(8#9

中图分类号"F!G9(:G%%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 >?999!!"!#"$" >!$!@ >":

K1;1*9)6*,3K1.'1)-%&,&,<1)6*,%;7&.G9*3%-%&,*'+6%,1;1<13%)%,1&.

=,%7*'<*-19%*';=(*%,;-R1:*-%)N%>9&;%;

=3&OJEPCE

$

$63&dLJEXCJE

$

$^/&HaJCPLJE

$

$73&H5QLKCEN

$

$OR J̀'VCEN

$$!

$(1Q-5-*'EU 0<CEC*J<6-UC*J<5*Q''<'T2-EJE RECS-.DC+K'T0QCE-D-6-UC*CE-$fQ-ENhQ'L 2-EJE 0QCEJ#G"""!# !(3ED+C+L+-'T

2-VJ+'<'NK$2-EJE RECS-.DC+K'T0QCE-D-6-UC*CE-$fQ-ENhQ'L 2-EJE 0QCEJ#G""#@

=>;-9*)-%1Q-,JDC*VJ+Q'N-E-DCD'T<CS-.TC,.'DCDCD+Q-U-TC*C-E*KCE .''+JEU -P*-DDCE DKWV+'WDJD\-<<JDZCU-TC*C-E*KJEU ,<''U

D+JDCD',D+.L*+C'E CE *'<<J+-.J<$\QC*Q CD*'EDCD+-E+\C+Q +Q--TT-*+D'T+.JUC+C'EJ<0QCE-D-W-UC*CE-JECWJ<WJ+-.CJ<D+'.-V<-ECDQ U-TC*C-E[

*K$,.-J_ D+JDCDJEU *<-J.+Q-*'<<J+-.J<D(7'EN*Q'ENPCJ*J'!0'.UK*-VDDCE-EDCD"$ C̀-BCJ!+L.+<-DQ-<<" JEU 1L,C-*Q'EN!H.'LEU ,--<[

+<-" JEU '+Q-.DCEN<->T<JS'.+.JUC+C'EJ<0QCE-D-W-UC*CE-D'.+Q-C.-P+.J*+DJEU .-<J+-U *'WV'LEUDJ.-\CU-<KLD-U CE *<CEC*$CE .-NL<J[

+CEN.-<J+-U *K+'_CE-DJEU JSJ.C-+K'TDCNEJ<CENVJ+Q\JKD$DL*Q JD+.JEDT'.WCENN.'\+Q TJ*+'.>

$

$ JEU EL*<-J.+.JED*.CV+C'E TJ*+'.>

"

$̀

-+*(3+*JE CEQC,C++Q-J*+CSJ+C'E JEU V.'<CT-.J+C'E 'TQ-VJ+C*D+-<<J+-*-<<D$'..-NL<J+-+Q--PV.-DDC'E 'TWJ+.CPW-+J<<'V.'+-CEJD-DJEU WJ[

+.CPW-+J<<'V.'+-CEJD-CEQC,C+'.D$.-D+'.-+Q-,J<JE*-'T*'<<JN-E V.'UL*+C'E JEU U-N.JUJ+C'E$'.V.-S-E+VJ+Q'<'NC*J<JENC'N-E-DCDJEU

.-NL<J+-CWWLE-.-DV'ED-D(

?12 @&93;%<CS-.TC,.'DCD#+.JUC+C'EJ<0QCE-D-W-UC*CE-JECWJ<WJ+-.CJ<D#+.JEDT'.WCENN.'\+Q TJ*+'.>

$

$#EL*<-J.+.JED*.CV+C'E TJ*+'.>

"

#̀Q-VJ+C*D+-<<J+-*-<<#WJ+.CPW-+J<<'V.'+-CEJD-#WJ+.CPW-+J<<'V.'+-CEJD-CEQC,C+'.

%%肝纤维化!Q-VJ+C*TC,.'DCD$2M"是由多种原因导

致的肝脏炎症及肝损伤后的病理变化$肝脏细胞外

基质!-P+.J*-<<L<J.WJ+.CP$406"的过度沉积与异常

分布是主要病理特征$其本质是一种可逆的过度修

复反应$可逐渐发展成肝硬化*肝癌或肝衰竭$影响

患者的生命健康'$(

) 因此$早期干预治疗或延缓肝

纤维化的发展对降低肝硬化及肝癌的发病率尤为重

要$但目前临床尚无疗效明确的化学药物或生物药

物'!(

)

2M是现代病理学概念$根据其临床症状可归属

中医+胁痛,+积聚, +肝着, +黄疸,等病证范畴$其

基本病机为本虚标实*正虚血瘀'8(

) 动物类中药味

厚$为血肉有情之品$多具有补虚*活血*破瘀*搜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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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络之功$与肝纤维化正虚血瘀的病机相契合$在肝

纤维化治疗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冬虫夏草*

鳖甲*土鳖虫*蜚蠊*地龙等中药及相关复方可通过

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改善炎症反应*减少细胞外基

质沉积*阻止血管新生及调节免疫反应等发挥抗肝

纤维化作用) 本文对常用动物类中药及相关复方抗

肝纤维化的具体作用机制及研究现状进行阐述$以

期为临床应用动物类中药及其化合物制剂逆转肝纤

维化提供策略和参考)

AB肝纤维化发病机制

肝脏受多种病因损伤后$肝内细胞分化为表达

!

>平滑肌肌动蛋白!

!

>DW''+Q WLD*<-J*+CE$

!

>

56/"的肌成纤维细胞!WK'TC,.',<JD+D$6MD"$而后合

成大量的
&

型胶原*

)

型胶原等多种 406成分$从

而导致 406在肝组织内过度沉积$肝脏结构破坏$

肝纤维化由此发生'#(

) 其中$肝星状细胞! Q-VJ+C*

D+-<<J+-*-<<$250"是 6MD的主要细胞来源$因此

250的激活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核心环节) 在

致病因子的作用下$邻近的肝细胞*肝窦内皮细胞*

库普弗细胞!aLVTT-.*-<<$a0"*血小板等通过旁分

泌作用分泌的多种细胞因子持续激活250$406持

续生成$而降解胶原的酶基因表达降低$406大量

沉积'G(

$见图 $)

图 AB肝纤维化发病机制图

DB单味动物类中药抗RN作用机制

DCAB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

材$其记载可追溯到 $G 世纪的藏文文献-藏医千万

舍利.$其中记载了冬虫夏草可以治疗胆汁疾病'@(

)

现代研究表明$冬虫夏草及其提取物能够通过抑制

转化生长因子 >

$

$!+.JEDT'.WCENN.'\+Q TJ*+'.>

$

$$

1HM>

$

$"及与之相关的通路和其他因子$发挥促进

胶原降解抗纤维化的作用': >9(

) 目前$1HM>

$

$ 是

公认最有效的促 2M因子$其可诱导下游 5WJU8 蛋

白磷酸化$

!

>56/及
&

型*

)

型胶原蛋白的转录$

导致406生成增多$加快2M的发展$其水平与 2M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 吴建良等'$$(通过观察不同

剂量的虫草对小鼠肝纤维化的作用$发现虫草组的

肝脏炎症与胶原沉积轻于模型组$+2:;

!

< WF&/*

5WJU8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且与剂量呈正相关$

说明虫草可能通过降低+2:;

!

< WF&/及 5WJU8蛋

白表达水平达到抗 2M的作用) 由其他外部刺激或

已损伤肝细胞激活的a0可通过分泌1HM>

$

$*肿瘤

坏死因子>

!

!+LW'.E-*.'DCDTJ*+'.>

!

$1&M>

!

"*白

细胞介素 >$!CE+-.<-L_CE >$$3O>$"*3O>@ 等促炎

因子从而激活 250$导致 2M的发生'$!(

) 李风华

等'$8(研究表明$虫草菌丝提取物及其组分可通过抑

制a0活化及1&M>

!

*1HM>

$

$ 的释放$抑制 250

活化和肝细胞凋亡$减少胶原生成$保护肝脏细胞)

付晓琳等'$#(采用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纤维化大鼠为

模型$分析虫草对肝纤维化的作用$发现其能通过调

控1HM>

$

A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WC+'N-E >J*+CSJ[

+-U V.'+-CE _CEJD-$6/]a"降低=1 ;> WF&/的表达$

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发挥抗2M的作用)

DCDB鳖甲%鳖甲为鳖科动物鳖的背甲$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言%+主心腹瘕坚积$寒热$去痞*息

肉*阴蚀*痔*恶肉),随着时代的更迭$古籍文献所

记载鳖甲的功效以及主治病种逐步增加$涉及内外

妇儿各科$其主要功效可概括为益阴除热*软坚散

结'$G(

) 现代研究表明$鳖甲能够有效改善肝纤维

化$其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是其所含的寡肽类化合

物'$@(

) 核因子 >

"

!̀EL*<-J.TJ*+'.>

"

$̀&M>

"

"̀

是目前所公认的参与炎症反应的主要通路$可促进

a0分泌各种炎症因子$加重肝脏的炎症反应'$:(

)

研究表明$鳖甲提取物活性肽可抑制 &M>

"

`信号

通路激活以减轻炎症反应$同时可通过抑制 1HM>

$

$A5WJU信号通路以减少 250>1@ 细胞的活化增

殖$减少406生成*促进其降解$从而发挥抗 2M作

用'$? >!"(

) 此外$ Ê+A

$

>*J+-ECE 信号通路在 2M发

展中同样起着关键作用$其中经典的 Ê+A

$

>*J+-[

ECE信号通路是
!

>56/和 1HM>

$

介导纤维化所

必需的) 5LE 等'!$(研究发现$鳖甲提取物寡肽 3>

0>M>@ 可通过下调&M>

"

`信号通路和 Ê+A

$

>

*J+-ECE信号通路$抑制肝星状细胞活化$从而改善

四氯化碳诱导的2M)

DCEB土鳖虫%土鳖虫$又称 虫*地鳖虫*土元等$

其基原动物是地鳖蠊科中华真地鳖或冀地鳖) -神

农本草经.云其%+主心腹寒热洗洗$血积$瘕$破

坚下血闭),可见其入药历史悠久$而后世医家对土

鳖虫的应用总体来说离不开血瘀这一病机$其功效

大致可总结为破瘀血*续筋骨'!!(

) 近年来$学界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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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鳖虫抗 2M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发现其主要通

过调控1HM>

$

*6/]a通路延缓肝纤维化进程) 杨

广越等'!8(研究发现$土鳖虫能够抑制 1HM>

$

的表

达$减少胶原生成以改善纤维化$其作用途径可能与

调控 250中的黏结合蛋白聚糖 8 有关) fQJEN

等'!#(研究结果显示$土鳖虫乙醇提取物可下调

6/]a*&M>

"

`等与2M相关的多种信号通路$表明

其可能以此发挥抗 2M作用) 此外$土鳖虫正己烷

与正丁醇提取物中含有
$

>谷甾醇已被证实'!G(

$而

$

>谷甾醇可下调 6?@AB WF&/的表达$抑制

4Fa>6/]a信号通路$降低成纤维细胞增殖活性$

以减轻纤维化'!@(

)

DCFB蜚蠊%蜚蠊$俗称蟑螂$属昆虫纲蜚蠊目$美洲

大蠊是其主要药用来源$首载于-神农本草经.$言

其%+主血瘀$坚$寒热) 破积聚$喉咽闭$内寒无

子),-新修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经集注.等著作

中均有记载$言其具有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消积*生

肌等功效'!:(

) 现代研究证实$蜚蠊及其提取物具有

保肝*抗肿瘤*抗氧化等多种作用$并开发出康复新

液*肝龙胶囊*消益肝片等中成药制剂$在临床上

用于 2M的治疗'!?(

) OC等'!9(在应用美洲大蠊提取

物治疗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纤维化大鼠模型时$发现

其可能通过抑制肝脏中1HM>

$

$*

!

>56/和&M>

"

`的表达$从而阻断相关信号通路$减轻炎症反应$

抑制250的活化增殖$减轻或逆转肝纤维化) 周

杰'8"(基于网络药理学及蛋白组学探究以美洲大蠊

提取物为主要成分的肝龙胶囊抗 2M作用机制$发

现其能够通过调控磷脂肌醇 8 >激酶!VQ'DVQ'CE'DC+[

CU-8 >_CEJD-$]38a"A蛋白激酶 !̀V.'+-CE _CEJD-̀ $

]à $又称/a1"*6/]a*低氧诱导因子 >$!QKV'PCJ

CEUL*-U TJ*+'.>$$23M>$"等信号通路以改善纤维

化)

DCMB地龙%地龙$为蚯蚓的干燥全体$最早称白颈

蚯蚓$具有清热熄风*通络*平喘*利尿的作用) -神

农本草经.载%+味咸$寒) 主蛇瘕$去三虫$伏尸$鬼

疰$蛊毒),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地龙所含的蛋白

质*氨基酸*脂类*核苷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抗凝*

降压*抗氧化*抗肿瘤等多种功效'8$(

) 在胶原降解

过程中$基质金属蛋白酶!WJ+.CPW-+J<<'V.'+-CEJD-D$

66]D"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基质金属蛋白酶水解酶

!+CDDL-CEQC,C+'.'TW-+J<<'V.'+-CEJD-$136]"可抑制

66]的活性$从而减少胶原降解$促进 2M的发生)

在生理状态下$66]与 136]在肝脏中保持平衡状

态$一旦有致病因子打破这种平衡$则会加重 406

沉积$从而促使2M的发生'8!(

) 而被纤溶酶原激活

剂!V<JDWCE'N-E J*+CSJ+'.$]/"所激活的纤溶酶$通常

被认为是66]的激活剂) 地龙提取物地龙 ! 号可

以抑制肝纤维化大鼠模型体内 "@?*+=6@;< WF[

&/及其蛋白的表达$同时上调 66@;<B WF&/及

其蛋白的表达$单味动物类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

!表 $"$从而达到抑制2M的作用'88 >8G(

)

表 AB单味动物类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机制

中药 对作用通路及因子的作用

冬虫夏草 1HM>

$

$A5WJU8

$

*1HM>

$

A6/]a

$

*1&M>

!$

鳖甲 &M>

"

`

$

*1HM>

$

$A5WJU

$

* Ê+A

$

>*J+-ECE

$

土鳖虫 1HM>

$$

*6/]a

$

*&M>

"

`

$

*4Fa>6/]a

$

蜚蠊
1HM>

$

$

$

*

!

>56/

$

*&M>

"

`

$

*

]38aA/_+

$

*6/]a

$

*23M>$

$

地龙 L]/

$

*+=6@;< WF&/

$

*66@;<B WF&/

%

%注%+

$

,代表抑制#+

%

,代表促进)

EB动物类中药复方抗RN作用机制

ECAB鳖甲煎丸%鳖甲煎丸始载于-金匮要略&疟

病脉证并治.$由鳖甲*乌扇*鼠妇* 虫*蜂巢*蜣螂

等 !8 味中药组成$主治+疟母,$具有活血化瘀*软

坚散结*益气扶正功效$全方攻补兼施$祛邪而不伤

正$因而广泛应用于2M治疗) 对于其抗2M作用机

制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 Ê+与 &M>

"

`相关信

号通路) 有研究证实$鳖甲煎丸可下调 250中的

!

>C#D)$'$ WF&/的表达水平$阻断 Ê+A

$

>*J+-ECE

信号通路$达到抑制 250活化*增殖$发挥抗 2M作

用'8@ >8:(

) 陈冠新等'8?(发现$鳖甲煎丸抗2M作用的

机制可能与抑制 &M>

"

`信号通路$减少 136]>$*

1HM>

$

$ 合成$上调 66]D表达$加快胶原蛋白降

解有关) 庞杰等'89(采用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诱导

的250模型探究鳖甲煎丸抑制 250活化增殖的作

用机制$发现其可能与抑制 250上的 1'<<样受体 #

!1'<<><C_-.-*-V+'.#$1OF#"A&M>

"

`通路有关)

有研究显示$鳖甲煎丸能够促进过氧化物酶体增殖

物激活受体
#

!]]/F

#

"的表达$而 ]]/F

#

能够抑制

250的活化$减少406的沉积'#"(

)

ECDB大黄 虫丸%载于-金匮要略.的大黄 虫丸

亦对 2M有显著的疗效$其由大黄* 虫*蛴螬*水

蛭*虻虫等药物组成$具有活血破瘀*缓中补虚的功

效) 研究表明$大黄 虫丸可通过阻断内毒素主要

成分脂多糖!<CV'V'<KDJ**QJ.CU-$O]5"与 1OF# 交联$

降低&M>

"

`的表达水平$上调 1HM>

$

假受体骨

成形蛋白>激活素膜结合阻断因子! /̀6̀ 3"的表

达$从而达到抑制 250激活的作用'#$ >#!(

) 有学者

采用二甲基亚硝胺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模型研究发

现$大黄 虫丸能够明显改善大鼠纤维化程度$其机

&?!$!&



!"!# 年 $" 月 $" 日%第 $" 期

&'($"%%%$" )*+',-.!"!#

%%%%%%%%%

中%医%学%报
/01/023&454647303&4

%% %%%%%%%%

第 89 卷%总第 8$: 期

;'<(89% %%&'(8$:

制可能与下调 250细胞膜上的血管紧张素
%

>$

型受体!/1>$F"基因表达水平有关$/1>$F与血

管紧张素
%

!/EN

%

"结合可刺激250的增殖速度$

加快胶原生成'#8 >##(

) 刘旭东等'#G(

*卜文超等'#@(研

究表明$大黄 虫丸可通过抑制 ]8? 6/]a信号通

路*2-UN-Q'N!2Q" 信号通路$抑制250的活化及增

殖) 曹锐等'#:(从 2M肝内病理性血管重构这一病

理特征出发$发现大黄 虫丸能够通过调控酸敏感

离子通道 $J!/530$J"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SJD*L<J.

-EU'+Q-<CJ<N.'\+Q TJ*+'.$;4HM"通路以延缓 2M进

展) 由此可知$大黄 虫丸主要通过作用于 1OF#*

/1>$F*]8? 6/]a等多种受体及信号通路$抑制

250的活化增殖及减少病理性血管新生发挥抗 2M

的作用)

ECEB加减三甲散%加减三甲散源于吴又可-温疫

论.中的三甲散$是+主客交,理论的体现) 薛生白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立薛氏三甲散$由鳖甲*

穿山甲*僵蚕*土鳖虫*柴胡*桃仁 @ 味药物组成$具

有活血软坚通络的作用) 此加减三甲散是由薛氏三

甲散加补气之黄芪*补血之当归$在祛邪基础上佐以

扶正之药$以达祛邪而不伤正的目的$与 2M的病机

更加契合) 其抗2M的作用机制也体现了+祛邪,与

+扶正,两方面%一方面$能够改善肝脏微循环障碍$

另一方面$可以调控免疫反应) 研究发现$加减三甲

散不仅能够下调肝组织 EF2:>

"

*@&2:>5基因$

而且能够干预血管活性调节因子 F+;<*'(G0*HI:

基因的表达$阻止病理性血管的形成$减少肝脏微血

管密度$发挥缓解 2M的作用'#? >G"(

) 牟德英等'G$(

研究显示$加减三甲散可通过调节介导免疫应答的

1Q$: 细胞与介导免疫抑制的1.-N的失衡状态$从而

有利于2M的恢复与逆转)

ECFB安络化纤丸%安络化纤丸是以络病理论为立

方依据$以+疏通化纤,为治则$由水蛭*僵蚕*地龙*

地黄*三七等药物组成$具有健脾养肝*凉血活血*软

坚散结的功效$!"$9 年被纳入肝纤维化中西医结合

诊疗指南'!(

) 劳慧霞'G!(通过网络药理学分析发现$

安络化纤丸的抗 2M作用可能与调控 ]38aA/_+*

6/]a信号通路$促进肝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增殖有

关) 研究表明$安络化纤丸可以抑制 +2:;

!

< WF[

&/及+=6@;< WF&/的表达$使 250的活化受到

抑制$同时加快 406降解$从而改善小鼠纤维化程

度'G8 >GG(

)

ECMB其他复方%除以上方剂以外$还有一些以动物

类中药为主药的中药复方或医院院内制剂$也在临

床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如复肝丸可通过抑制肝纤维

化大鼠模型中 /04A/EN

%

A/1>$F信号通路和增

强/04!A/EN

&

>:A6JD信号通路延缓2M的发展$

其中/04A/EN

%

A/1>$F轴能够促进250的活性

和增殖$而/04! 可以降低/EN

%

水平$抑制下游信

号激活'G@(

) 二鳖汤能够抑制 MJDAMJD>O的表达$

而MJD是肿瘤坏死因子受体家族成员$可以介导凋

亡信号的传递$诱导凋亡的发生$肝细胞的过度凋亡

参与2M的发病机制'G:(

) 化瘀软肝胶囊可通过抑制

Ê+A

$

>*J+-ECE+信号通路的活化以及1HM>

$

$的表

达$有效缓解四氯化碳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发展进

程'G? >G9(

) 软肝颗粒可通过调控 ;4HM的表达及转

录$从而抑制微血管新生$发挥抗2M的作用'@"(

) 动

物类中药复方抗肝纤维化作用机制见表 !)

表 DB动物类中药复方抗肝纤维化作用机制

名称 组成 对作用通路及因子的作用

鳖甲煎丸
鳖甲*乌扇* 虫*蜣螂*蜂巢*鼠妇*黄芩*柴胡*干姜*大黄*芍药*桂

枝*葶苈*石韦*厚朴*牡丹*瞿麦*紫葳*半夏*人参*阿胶*赤硝*桃仁

Ê+A

$

>*J+-ECE

$

*&M>

"

`

$

*1OF#A

&M>

"

`

$

*]]/F

#%

大黄 虫丸
虫*虻虫*水蛭*蛴螬*大黄*黄芩*甘草*桃仁*杏仁*芍药*干地黄*

干漆

&M>

"

`

$

*/1>$F

$

*]8?6/]a

$

*

2Q

$

*/530$JA;4HM

$

* /̀6̀ 3

%

加减三甲散 鳖甲*穿山甲*僵蚕*土鳖虫*柴胡*桃仁*黄芪*当归
;4HM>

!$

*]7HM>`

$

*41>$

$

*

C&)5

$

*Ŝ M

$

*1Q$:

$

*1.-N

%

安络化纤丸
水蛭*僵蚕*地龙*地黄*三七*白术*郁金*牛黄*瓦楞子*牡丹皮*大

黄*生麦芽*鸡内金*水牛角浓缩粉

]38aA/_+

$

*6/]a

$

*136]>$

$

*

1HM>

$

$

$

*

复肝丸 土鳖虫*穿山甲*紫河车*红参*参三七*片姜黄*郁金*鸡内金
/04A/EN

%

A/1>$F

$

*/04!A/EN

&

>:A6JD

%

二鳖汤 鳖甲*土鳖虫 MJDAMJD>O

$

化瘀软肝胶囊 鳖甲*龟板*柴胡*枳壳*丹参*赤芍*炒白术 Ê+A

$

>*J+-ECE+

$

*1HM>

$

$

$

软肝颗粒
穿山甲*鳖甲*黄芪*生地黄*当归*五味子*丹参*桃仁*三七*枳壳*茯

苓*叶下珠
;4HM

$

%注%+

%

,代表促进$+

$

,代表抑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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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体会与思考

FCAB动物类中药以多靶点'多途径发挥抗RN作用

%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动物类中药抗肝纤维化作用

机制相关研究发现$目前对于单味动物类中药抗2M

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通过抑制

相关细胞因子及调控多种信号通路如 1HM>

$

$*

&M>

"

*̀ Ê+A

$

>*J+-ECE*]38aA/_+*6/]a等来抑

制250活化增殖#!!"通过调节 66]D*136]D等基

因的表达$使胶原蛋白的生成与降解恢复平衡状态$

减少406的过度沉积) 而中药复方的相关研究则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病理性血管重构及免疫调节方面

的研究) 总而言之$动物类中药能够从多靶点*多途

径发挥抗2M作用)

FCDB动物类中药抗 RN研究的不足与展望%在阅

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有效成分不够明确) 动物类中药有效化学成分

复杂$单一成分难以精准提取$从而造成目前的研究

大多局限于动物类中药混合提取物$而没有对其活

性成分进行深入探究) !!"研究方法较为局限) 现

有关于动物类中药及其制剂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较

为常见的 611检测*细胞流式实验技术*^-D+-.E

,<'+技术等$但对于生物整体水平*分子层面及基因

层面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因此多项结合*深入分析

很有必要) !8"研究所选取的靶点及通路较为集

中$缺少更为细致完整的机制分析及整体性研究$研

究思路较为局限) !#"动物实验造模手段较为单

一$以四氯化碳及二甲基亚硝胺造模方法最为多见$

而未针对不同病因导致的肝纤维化) !G"部分动物

类中药具有一定的不良反应$而现阶段对于动物类

中药活性成分的毒理学研究较少$在临床疗效与用

药安全之间的权衡数据还不够明确$因此减毒增效

是动物类中药潜在的研究方向)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医药科技

创新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中医药理论指导

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取并研发出多种多样

的中药有效活性物质成分$应用于临床治疗中$其疗

效亦是有目共睹的) 动物类中药作为中药的重要组

成部分$且早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已有 @G 种之

多$入药历史悠久$临床应用广泛) 因此$今后应继

续深入分析动物类中药活性物质成分及其抗 2M的

具体作用机制) 随着新技术*新方法如低温柱层析

法*活性组分敲除*药效物质谱及网络药理学等的出

现$可结合人工智能预测等手段$探索并创建出一套

适用于动物类中药的研究方法$分析其具体成分和

机制$并创制相关中药制剂$增加相应临床疗效观

察$形成科学化理论体系$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准确可

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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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活化的影响'=((中药药理

与临床$!"$:$88!!"%! >@(

'8:(孙海涛$文彬$陈冠新$等(鳖甲煎丸对肝纤维化模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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