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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便秘又以慢传输型为主。 我们所用受试药润肠通便合剂主
要由玄参、麦冬、大黄、生地等组成，具有补气血、益肾阴、润
肠通便作用，用于年老体弱、产后气血两虚、外伤、术后或久
病长期卧床引起的便秘及习惯性便秘。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润肠通便合剂能兴奋豚鼠离体回肠
平滑肌，引起回肠收缩，但对吗啡所致豚鼠回肠平滑肌收缩
无明显影响，说明该药适用于慢传输型便秘，但不适用于治
疗出口梗阻型便秘， 这与润肠通便合剂的临床适应症相符。
润肠通便合剂对正常家兔离体回肠平滑肌自律性收缩无明

显影响，与豚鼠离体回肠平滑肌的兴奋作用不一致，同时对
豚鼠离体回肠平滑肌还表现为短暂的抑制作用，其作用机理
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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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肿瘤血管生成，是当今肿瘤靶向治疗的一个靶点，
也是现今国内外肿瘤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中医药是否具有抑
制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是否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
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 国内学者已经作了一些研究，有
对中药提取物进行研究的， 有对中药注射剂进行研究的，还
有人对单味中药煎剂和中药复方也进行了研究。 现将有关研
究现状概述如下：
1%%%%中药提取物对肿瘤血管生成的影响
1.1%%%%人参皂甙 Rg3%%%%是存在于中药人参中的四环萜皂甙，其
分子式为 C24%H72O13%，研究表明，人参皂甙 Rg3%体外对小鼠腹
水肝癌细胞、 黑色素瘤 B16FE7%细胞、 人小细胞肺癌细胞（
OC-10%）和人胰腺癌细胞（PSN-1%）的浸润具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1]。同时研究证实人参皂甙 Rg3%有抑制转移的作用，对高转
移性的小鼠黑色素瘤细胞（B12FE17%）肺转移及 BALB/C%小
鼠结肠癌细胞（26-M3.1%）肺转移具有抑制作用，其抗肿瘤转
移的作用与其抑制肿瘤细胞浸润、黏附和抗新生血管生成的
活性有关[2]%。 通过采用体外鸡胚毛尿囊（CAM%）实验观察到
Rg3%对 CAM%血管形成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直接证实 Rg3%
具有抗新生血管形成的作用。 研究表明， Rg3%明显抑制
Lewis%肺癌生长， 其抑瘤作用可能部分是因为通过抑制了肿
瘤诱导的新生血管形成而发挥作用[3]。
1.2%%%%苏木抗癌有效成分 有人对苏木抗癌有效成分 CAE-B%
的抗癌机理进行了探讨，通过实验室研究发现，正常鼠血清
中的恶性肿瘤特异生长因子（TSGF%）的水平明显低于荷瘤
鼠，呈显著性差异。 说明鼠体内移植性肿瘤同样产生 TSGF%，
并促使血管增长，引起肿瘤增大，经过 CAE-B%药物作用后，
荷瘤鼠血清 TSGF%值显著降低， 说明 CAE-B%阻碍肿瘤引发
周围血管增生，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4]。
1.3%%%%白及提取物 白及是一种较理想的末梢性栓塞剂，研究
发现，与其他常规栓塞剂相比，用白及提取物栓塞后，肿瘤侧
支循环形成少且时间晚，可明显提高介入治疗的疗效和肝癌

患者的的生存率。 有人将白及提取物与人肝癌细胞系
Hep-G2%细胞共同培养，发现各组间细胞增殖率、凋亡率及上
清液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差异无显著意义，说
明在这样的实验条件下白及提取物未直接抑制 Hep-G2%肿瘤
细胞的生长及 VEGF%的分泌， 但观察到经白及处理后的
Hep-G2%细胞上清液可以明显抑制 ECV-304%内皮细胞的增
殖，并且抑制率与白及的剂量成正比，推测白及提取物可能
通过影响肿瘤血管生长因子与其受体的结合而抑制血管生
成[5]。

另外，研究发现，从蟾酥中提取的抗癌有效成份 Bufalin%
、从斑蝥中提取的去甲斑蝥素、从陆英中提取的乌索酸、鲨鱼
软骨提取物，以及从昆布海带属等植物中提取的昆布多糖经
硫酸化后形成的昆布多糖硫酸酯等，都对肿瘤血管生成有抑
制作用[6]。
2%%%%中药注射剂对肿瘤血管生成的影响
2.1%%%%康莱特注射液（KLT） 这是从中药薏苡仁中提取的有
效抗癌活性物质，已加工制成了可供静脉和动脉注射的新型
抗癌注射剂，在肿瘤临床上已广泛应用。 有人对其是否具有
抗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李氏采用无血清培养基
中三维胶原凝胶培养主动脉环， 共 2~8d， 分 3%组（对照组、
0.1mg/mL%VitE%组、 10滋L/mL%KLT%组）， 每组 8%个血管环，利
用倒置显微镜观察血管生成情况。 结果发现 KLT%能明显抑
制新生血管生成，加快血管进入衰退期，抑制作用明显优于
VitE%，说明抑制血管生成是 KLT%抗肿瘤的途径之一[7]。
2.2%%%%莪术油和苦参素注射液 莪术油和苦参素的药用价值
一直很受人们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莪术油在肿瘤治疗中的
意义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国内利用莪术油微球经肝动脉灌注
治疗肝癌取得较好疗效。 有人对莪术油和苦参素对肿瘤血管
生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验研究表明，莪术油和苦参素注
射液具有抑制肿瘤血管形成的作用，其作用机理可能是下调
VEGF%、 bFGF%的表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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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川芎嗪和丹参注射液 以往的研究表明，川芎嗪可以抑
制肿瘤的生长，其机制与川芎嗪提高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丹
参素在无血清培养液中能明显抑制胃腺癌细胞的生长，并在
实验范围内有较好的剂量依赖关系。 有人通过实验研究，探
讨了川芎嗪和丹参注射液对小鼠 Lewis%肺癌生长和转移的
影响及其与肿瘤血管生成和 VEGF%表达的关系。 结果显示，
川芎嗪对 Lewis%肺癌小鼠移植瘤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对肺
转移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丹参注射液则对 Lewis%肺癌小
鼠移植瘤的生长和肺转移则无明显作用。 另外， 川芎嗪对
Lewis%肺癌移植瘤的血管密度（MVD%）和 VEGF%的表达均有
显著抑制作用，而丹参则无明显作用[9]。
3%%%%单味中药煎剂和中药复方对肿瘤血管生成的影响
3.1%%%%三棱、莪术 以三棱、莪术为代表的活血化瘀类中药在
肿瘤临床应用广泛， 对于这类中药是否会促进肿瘤生长转
移，认识尚不统一。 有人通过动物实验，研究了三棱、莪术对
移植性肝癌大鼠 VEGF%的影响，从一侧面探讨了三棱、莪术
对肿瘤血管生成的影响，试图明确这类中药究竟对肿瘤的生
长转移有何作用。 作者将大鼠分为模型组、阳性化疗组、三棱
莪术组、三棱莪术白芍组、三棱莪术白芍黄芪组，后 3组分别
用三棱莪术煎液、三棱莪术白芍煎液、三棱莪术白芍黄芪煎
液给大鼠灌胃，结果发现三棱莪术组中大鼠血清 VEGF%浓度
显著增加，提示三棱莪术合用可能促进模型大鼠 VEGF%的表
达，从而可能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10]。
3.2%%%%丹参 、 赤芍 丁氏等研究了丹参、 赤芍对大鼠
Walker256%癌肝转移的影响机制。 通过检测 Walker256%癌脾
内移植肝转移大鼠模型经丹参、赤芍活血中药治疗后， VEGF%
及肿瘤血管的变化，从肿瘤血管的角度探讨了活血中药与肿
瘤转移的关系。 结果发现，丹参、赤芍组大鼠血清 VEGF%浓
度、肿瘤微血管密度均显著高于生理盐水对照组，提示丹参、
赤芍能促进大鼠移植瘤模型肝转移的发生，其机制可能是丹
参、 赤芍能促进大鼠移植瘤高表达 VEGF%及肿瘤血管的形
成，肿瘤细胞侵入结构、功能不完全的肿瘤血管，发生远处转
移 [11]。
4%%%%中药复方

肿瘤临床应用的大量中药复方都显示有一定的抗肿瘤
作用， 有人通过实验研究探讨了中药复方抗肿瘤的机制，其
中一个抗癌机理就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如杨氏等将含有龙
葵、冬虫夏草、灵芝、仙灵脾等九味中药的复方，水煎后给荷
Lewis%肺癌的小鼠灌胃，在证实该复方有抑瘤作用的同时，也
发现了该复方能使肿瘤组织中血管密度（MVD%） 及 VEGF%
的表达显著下调， 提示该复方可能通过下调 VEGF%表达，进
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而发挥抑瘤作用[12]。 鳖甲煎丸出自《金
匮要略》，据报道治疗肝癌、食管癌等有效。 但方中有很多破
血、化瘀、散结之品，是否会促进肿瘤生长和肿瘤转移。 陈氏
等通过动物实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将成药鳖甲煎
丸配成悬浊液， 给荷腹水型肝癌细胞株 H22%细胞的小鼠灌
服，结果发现高低不同剂量的鳖甲煎丸组中小鼠微血管计数
（MDC%） 均显著低于环磷酰胺对照组及阴性对照组，且
VEGF%的表达也都低于 2个对照组，提示鳖甲煎丸可以通过

抑制荷瘤小鼠肿瘤的血管生成来达到抑瘤作用 [13]。 田氏等
对自拟肺一丸进行了动物实验，发现含有蜂房、白花蛇舌草
等的中药复方煎剂能够抑制肺癌生长， 抑制肿瘤血管的生
成，减少血管密度，抑制肺转移瘤的发生，降低 VEGF%基因蛋
白的表达[14]。 易氏等也对自拟的中药复血瘤散煎剂进行了研
究，发现含有黄芪、党参、白芍、紫草、等 10余味中药的中药
复方煎剂，也对血管生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5]。
5%%%%结语

总之，在分子靶向治疗已成为全世界肿瘤治疗新热点的
今天， 如何从中药中发掘具有靶向治疗作用的抗癌药物，是
目前摆在我国肿瘤界面前的新课题。 抗肿瘤血管生成是中药
抗肿瘤的靶点之一，目前的研究已经初步显示中药能在这方
面发挥作用。 从整个研究现状来看，中药抗肿瘤血管生成方
面的研究虽已作了一些工作，但研究参与的人员有限，所见
文献不多，建议今后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不仅要对单
味中药的某些有效成分进行研究，而且要对大量的单味中药
进行筛选， 发现有明显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作用的中药后，再
对其中的有效成分进行分析、提纯，直至发掘具有抑制肿瘤
新生血管生成的新药，这应该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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