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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果简介 

  1、课题来源与背景： 

  课题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立项项目,项目批准号：81260522。尽管经皮冠脉成形术及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等血运重建术已在 AMI 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介入术后冠脉内皮修复障碍导致的再狭窄发生,旁路移植术后

桥血管的粥样硬化病变,以及一些广泛弥漫性冠状动脉微循环病变,使得很大一部分患者不能持续有效地实现冠脉血运

重建,AMI 患者远期预后仍不理想,此外介入治疗费用较高,很多病人难以负担。研究表明内皮祖细胞(EPCs)可以向缺血

心肌归巢,在缺血局部促进血管再生,加速损伤血管内皮修复、减少内膜增生,加速受损血管重新内皮化,从而改善心脏功

能。改善 EPCs 数量和功能已经成为了 AMI 的一个重要干预靶点。 

  2、研究目的与意义： 

  养心通脉方是全国名老中医李锡光主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经验方,具有益气活血养阴之功效,标本兼治的有效验方,现

代药理研究显示其组分可能可以改善 EPCs 功能并促进心肌血管新生和抑制促血管新生常见副反应。本研究我们通过分

离培养内皮祖细胞,观察养心通脉方含药血清对其增殖、迁移和粘附能力的影响,观察含药血清预处理内皮祖细胞对急性

心肌梗死兔的梗死面积的影响,并同步测定缺血心肌区和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的微血管密度及血管生长因子水平,阐

述益气养阴活血法对内皮祖细胞数量和功能的影响,并观察该法预处理内皮祖细胞的促血管新生作用及副反应的发生情

况,为益气养阴活血法促缺血心肌血管新生提供科学依据。 

  3、主要论点与论据： 

  养心通脉方含药血清的含药浓度及干预时间与 EPCs 线粒体活性呈线性关系,在含药浓度为 10%与干预 96h 时 EPCs

的增殖、迁移、黏附能力明显增强;术后 2 周,与模型组相比较,干预组能显著降低左室舒张及收缩末期内径,提高射血分

数及心排血量,抑制主动脉粥样硬化区和促进缺血心肌区、梗死心肌区血管新生,新生血管密度：缺血心肌区＞梗死心肌

区＞正常心肌区,术后 2 周,养心通脉方能够促进梗死心肌区和缺血心肌区的 bFGF、VEGF、VEGFR2、HIF1α、Ang、

TGF-β表达水平,能够促进主动脉粥样硬化区的 Ang、TGF-β表达和抑制 bFGF、VEGFR2、VEGF 表达。结果表明,具

有益气养阴活血作用的养心通脉方可能是通过调节相关区域血管生成因子表达及增强EPCs功能,从而促进梗死心肌区、

缺血心肌区血管新生,同时抑制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内的血管新生,提高心功能,并可能具有一定稳定粥样硬化斑块的作

用。 

  4、创见与创新： 

  本项目主要通过观察具有益气养阴活血法的养心通脉方含药血清对 EPCs 的增殖能力、迁移能力和粘附能力的影响和

养心通脉方含药血清预处理的 EPCs 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合并急性心梗双模型兔的心肌梗死面积、梗死边缘区心肌微血

管密度的影响以及及其对血管生长因子的蛋白和基因表达的作用,从微观层次阐述益气养阴活血法对 EPCs 数量和功能

的影响,为益气养阴活血法促缺血心肌血管新生提供科学依据,并为进一步寻找更合理的内皮祖细胞移植方法提供借鉴

及思路。 

  5、社会经济效益,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发现具有益气养血活血作用的养心通脉方能够明显增强内皮祖细胞功能并促进梗死心肌区及缺血心肌区的血

管新生,同时还能抑制主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在血管新生中起到双向调节作用,对改善 AMI 远期预后有着重大意义,为今

后中医药治疗缺血性心脏病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存在问题：受到目前伦理审查等因素的限制,干细胞移植工作

在冠心病方面还没有得到临床应用, 故我们的研究结果目前还只能停留在实验阶段,我们拟下一步对相关机制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为临床应用打下更好的基础。 

  6、历年获奖情况：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