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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述 •

心律失常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有调查显

示，在现代人群中，尤其是老年人，由心电图显示患

有心律失常者占总调查人数的 30% 以上 [1]。现代医

学将室性心律失常划为室性早搏、非持续性与持续性

心动过速、心室扑动及心室颤动 4 类，引发心律失常

的原因多为结构性心脏病和离子通道病。室性心律失

常的临床表现差异很大，多表现为心悸、胸闷、心动

过缓和心跳搏停感等，严重者甚至可能导致晕厥、休

克和死亡 [2]。临床上用于治疗的抗心律失常药物种类

很多，根据其作用机制的不同，将抗心律失常药通常

分为 4 类，即Ⅰ、Ⅱ、Ⅲ、Ⅳ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其

中Ⅰ类抗心律失常药物的作用机制是阻滞钠离子通

道、延长动作电位持续时间，代表药物有奎尼丁、丙

吡胺、普鲁卡因胺等 [3]。

心律失常通常可归属中医学的“怔忡”“惊悸” 
“厥证”的范畴，表现多包括精神上的异常 [4]。随着

近年来中药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不断发展，越来越

多的学者研究表明中药成分或中药复方具有与Ⅰ类抗

心律失常药物相同的作用。

笔者以“心律失常”“钠离子通道”为关键词，

在中国知网和 PubMed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时

限为 2000—2019 年，检索学科为中药学。结果在中

国知网共检索到 183 篇文献，在 PubMed 数据库共

检索到 66 篇文章，经去除重复和不相关文献，筛选

纳入本文的文献共 55 篇。笔者对纳入的文章进行归

纳分析，总结出多种具有抗心律失常疗效的中药成分

和中药复方作用于心肌细胞钠离子通道的药理机制，

为未来研究中药防治心律失常提供参考。

1 中药成分

1.1 葛根素 葛根为常见中药，有解肌退热、

透发麻疹、生津止渴、升阳止泻等功效。现代药理研

究证明，葛根中葛根素、大豆苷元和大豆苷等异黄酮

类化合物为有效成分，其制剂用于治疗头晕头痛、高

血压病、心绞痛和突发性耳聋等疗效显著 [5]。近年来

经统计发现，葛根素制剂联合多种基础治疗可改善患

者心律失常的症状，其效果明显优于单一葛根素制剂

治疗疗效 [6]。究其机制，亦与有效成分作用于钠离子

通道相关。现有研究者发现，用葛根素预处理心室肌

细胞可以显著增加钠离子电流峰值密度，从而加速钠

离子内流及冲动传导速度，有助于预防快速性心律

失常 [7]。

1.2 甘草次酸 甘草是我国重要的传统中药，

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缓急止痛、调和诸药等功

效。甘草中的化学成分较多，主要包括甘草酸、甘草

素、甘草多糖等，甘草次酸是由酶在消化过程中将甘

草酸分解后得到的产物，是最终起效的产物，具有抗

肿瘤、调节免疫、治疗心血管疾病等作用 [8]。杨继媛

等 [9] 发现甘草次酸可对抗乌头碱、氯化钡、冠状动

脉结扎等多种原因引发的心律失常，他们还通过观察

甘草次酸对大鼠心室肌细胞钠电流的影响，发现甘草

次酸可以浓度依赖性地抑制钠离子通道和钠电流，减

少除极时钠离子内流，降低细胞内钠离子浓度 [10]。

1.3 人参皂苷 Re 人参属于五加科植物，有大

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安神益智的功效。人

参中最主要的有效成分当属人参皂苷，根据人参皂苷

化学结构的不同又分为了人参皂苷Ⅰ、Ⅱ、Ⅲ型，其

中人参皂苷 Re 属于Ⅱ型人参皂苷。孟红旭等 [11] 通

过全细胞膜片钳法记录大鼠心肌细胞在人参皂苷中的

离子通道电流，发现人参皂苷 Re 能够浓度依赖性的

抑制心肌细胞钠电流。电生理研究表明，钠离子通道

超载会使得钠 - 钙通道发生反转，钙离子流入细胞内，

同时钠离子大量排出。因此推测人参皂苷 Re 通过抑

制钠离子通道电流，从而阻断钙离子超载的发生，起

到保护心肌细胞缺氧的作用。

1.4 川芎嗪 川芎嗪来源于中药川芎。川芎是

伞形科藁本属植物，性温味辛，“上达颠顶，下达血

海”，其功效为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川芎中的有效

成分除川芎嗪外还有阿魏酸钠、川芎内酯等。川芎嗪



• •1276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1 年 10 月第 41 卷第 10 期 CJITWM，October 2021，Vol. 41，No. 10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为川芎的主要活性成分 [12]。马宏昕等 [13] 通过全细

胞膜片钳技术研究了川芎嗪对 SD 大鼠心室肌细胞上

钠离子通道的影响，发现川芎嗪对钠离子通道电流有

浓度依赖性抑制的作用，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川芎

嗪对电流的抑制作用增强。

1.5 丹参酮Ⅱ A 丹参的功效是活血祛瘀、通经

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归心经。丹参中的有效

成分颇多，目前已发现的包括 50 多种脂溶性成分，如

邻醌类和对醌类，还有 20 多种水溶性成分，其中丹

参酮Ⅱ A 已知对心肌细胞有保护作用 [14]。马宏昕 [15] 

发现丹参酮Ⅱ A 可浓度依赖性抑制心肌细胞钠离子

电流，还可加快通道失活，延迟通道恢复。在治疗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传统组方中，丹参和川芎两味药

以及丹川对药出现的频率都非常高 [16]，不少研究也

从药理层面证实了其作用机制。如马宏昕 [15] 还发现

了将丹参酮Ⅱ A 和川芎嗪联合应用，仍然可浓度依

赖性抑制 SD 大鼠心室肌细胞钠通道电流，且两者联

合应用后发挥的抑制作用更强，同时对通道激活、失

活及失活后恢复动力学特征产生的影响较小。黄文东 
等 [17] 亦发现丹参酸与川芎嗪联合应用作用于心血管

系统有互相协同的作用。

1.6 甘松新酮 甘松是我国二级保护藏药，具

有理气止痛、醒脾健胃、收湿拔毒的功效，现代研究

发现甘松具有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抗氧化、抗

疟等作用 [18]。胡明娟等 [19] 从甘松中提取出甘松新酮、

β- 谷甾醇、甘松新酮二醇、咖啡酸、5,3'- 二羟基 -7,4'-
二甲氧基黄酮等成分。甘松提取物有明显的抗心律失

常的作用，是通过抑制钠钾电流来实现的 [20]，其中

甘松新酮为中药甘松中的主要活性成分，目前已发现

甘松新酮可通过影响 cAMP-PKA 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促进心功能的恢复，抑制心肌细胞钙超载，能够明显

改善快速性心律失常大鼠心律 [21]。此外，钱薇等 [22]

研究还发现，甘松新酮对 SD 大鼠心室肌细胞的钠离

子通道电流有阻滞作用，且呈现出浓度依赖性关系，

可加快钠离子通道电流失活速度、延长通道转换时

间，从而进一步证明了甘松新酮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

用。

1.7 苦参碱 苦参的功效是清热燥湿、杀虫、

利尿。苦参碱是苦参中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抗心

律失常、抗慢性心功能不全、保护心肌缺血、抗心

肌细胞纤维化、降血脂、抗病毒等作用 [23]。早些年

已有研究者确认苦参碱的抗心律失常的作用与苦参碱

抑制多种钾电流和延长动作电位时程有关 [24]。近年

来在临床上，苦参碱用于治疗心律失常具有作用温和

持久、不良反应小、相对缓和的特点。韦祎等 [25] 通

过观察苦参碱对豚鼠心室肌细胞钠离子通道电流的影

响，发现苦参碱的作用效果与其浓度息息相关，具有

双向调节的药理作用，从而解释了苦参碱药效缓和的

原因。苦参碱已知的机制是持续动作电位和维持离子

通道，以此减少梗死后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1.8 薯蓣皂苷 薯蓣皂苷存在于多种植物体中，

尤其以穿山龙含量较大。中医学认为薯蓣皂苷归脾、

肺、肾经，具有祛痰、舒筋活血、消食利水等作用。

现代药理学显示薯蓣皂苷对多种疾病具有预防及治疗

作用，如抗肿瘤、降低血糖、降脂、抗骨质疏松、保

肝、抗炎止痛等 [26]。刘静等 [27] 发现薯蓣皂苷含药

血清通过加快激活及恢复过程促进钠离子内流，且呈

浓度依赖性，证实了薯蓣皂苷保护心肌细胞、抗心律

失常的作用。此前也有研究表明，薯蓣皂苷具有增强

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的作用，正心肌力作用是通过

钙离子浓度增大而实现的，且薯蓣皂苷可促进钠离子

内流同时升高细胞内钙离子浓度 [28]。由此可见，薯

蓣皂苷通过促进钠离子内流从而具有抗心律失常和正

心肌力的作用。

1.9 蛇床子素 蛇床子为植物蛇床的干燥果实，

蛇床子的主要功效为杀虫止痒、燥湿祛风、温肾壮阳，

其化学成分主要为香豆素类化合物，目前发现具有抗

心律失常作用的化合物为蛇床子素 [29]。许正新等 [30]

利用分离大鼠心室肌细胞，在蛇床子素的作用下用全

细胞记录膜片钳方法记录并观察钠离子电流的方法，

观察到蛇床子素可以浓度依赖性地抑制钠电流，并影

响点位激活、失活、失活后恢复等各个阶段。

1.10 山莨菪碱 山莨菪碱是一种从唐古特山莨

菪根中提取出来的生物碱，具有显著抗心律失常作

用。丁超等 [31] 通过分离兔的心室肌细胞，并在不同

浓度山莨菪碱的影响下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并观察钠

离子电流的变化，发现山莨菪碱具有可逆性和浓度依

赖性阻断钠电流，从而推断出山莨菪碱抗心律失常的

作用机制是通过钠离子电流和钙离子电流的多通道拮

抗作用，提高室颤阈，增加细胞膜的稳定性。

1.11 金雀花碱 金雀花碱是一种存在于多种植

物中的喹诺西汀类生物碱，常见的有苦参、山豆根、

苦豆子 [32-34]。有报道称金雀花碱及金雀花类生物碱

能够在由乌头碱诱导的心律失常模型中显示出很高的

抗心律失常活性 [35]。沙毛毛等 [36] 通过全细胞膜片

钳记录和观察大鼠心室肌细胞在金雀花碱的作用下产

生的变化发现，金雀花碱可以浓度依赖性地抑制钠电

流，加快通道失活，延长通道恢复时间，此为金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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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抗心律失常的机制。

1.12 其他 除以上物质之外，还有很多中药成

分也先后发现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如吴茱萸碱、

红景天苷、橙皮素等。

2 中药复方

2.1 稳 心 颗 粒 稳 心 颗 粒 是 由 党 参、 黄 精、

三七、琥珀、甘松组成，临床上常用以治疗心律失常

等病症，应用十分普及且疗效显著 [37]。目前已知稳

心颗粒对钠、钾、钙多种离子通道均有抑制作用 [38]，

尤其是成分中的一味甘松，可明显抑制钠钾电流 [39]。

近年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稳心颗粒抗心律失常的作

用机制可能是抑制了钠离子和钙离子的后期电流，减

轻了心室肌细胞由于缺氧再氧化引起的钙离子超载，

从而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40]。

2.2 养心定悸胶囊 养心定悸胶囊的成分为中

药组方，由炙甘草、桂枝、地黄、麦冬、红参、芝麻、

生姜、大枣、阿胶共九味药材组成 [41]。有临床研究

表明，养心定悸胶囊可明显改善心律失常的症状 [42]，

提高心率，降低血小板活化因子，且与其他常规抗心

律失常西药联合使用效果更佳 [43]。韩爱等 [44] 通过

大鼠实验发现，养心定悸胶囊可明显抑制钠离子的内

流，使得心肌细胞的自律性下降，从而抑制由乌头碱

引发的心律失常。

2.3 参松养心胶囊 参松养心胶囊为中成药组

方胶囊，其主要成分是龙骨、黄连、甘松、丹参等中

药，有平肝潜阳、镇惊安神、收敛固涩等功效，常用

于心律失常等症的治疗。葛志强等 [45] 通过临床观察

发现，将参松养心胶囊应用于临床治疗心律失常，可

进一步缓解患者症状的功效，与传统西医疗法配合可

提高临床疗效。经实验发现，参松养心胶囊可以使钠

离子和钙离子的电流密度 - 电压曲线上移，对钠钙电

流有阻碍有阻滞作用，此乃药物抗心律失常和保护心

肌细胞的作用机制 [46]。

2.4 参连复脉颗粒  参连复脉颗粒原为益气复脉

合剂，由党参、法半夏、黄连、鬼箭羽、川芎等药物

组方而成，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研究发现参连复

脉颗粒可抑制钙离子和钾离子电流从而进行调节，且

可有效抗乌头碱所致室性心律失常 [47]。高群等 [48]

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参连复脉颗粒抗心律失常的机制

还包括改善心力衰竭小鼠心肌细胞峰钠电流，抑制钠

通道的表达及晚钠电流。

2.5 益心定悸方 益心定悸方是由人参、黄芪、

川芎、丹参、赤芍、当归等多种中药组成，具有益心

养阴、安神定悸的功效 [49]。有研究报道，益心定悸

方具有防治快速心律失常的作用 [50]。周亚滨等 [51] 用

PCR 测定各组家兔心肌细胞钠离子通道 INa mRNA 表

达，比较各组快速性心律失常出现时间和持续时间，

得出益心定悸方针对快速性心律失常的作用机制是下

调心肌钠离子通道的基因表达，且其预防作用强于治

疗作用。也有研究发现，益心定悸方可以阻断钠离子

通道，从而抑制钠离子过渡内流，影响动作电位上升

支的速度和幅度，使单向传导阻滞转变为双向传导阻

滞，从而达到抗心律失常的作用 [52]。

2.6 交泰丸 交泰丸由黄连和肉桂两种中药

组成，具有交通心肾的功效，临床上可用于心律失

常、治疗失眠及糖尿病等病症 [53]。交泰丸在抗心

律失常方面的作用机制同Ⅰ类抗心律失常药物，除了

可抑制钾离子和钙离子电流外，还可显著降低心肌细

胞对钠离子的通透性，抑制钠离子内流，消除折返激

动，这可能与君药黄连中所含的主要有效成分小檗碱

有关 [54, 55]。

2.7 其他 除以上复方外，也先后发现还有很

多中药复方具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如安律胶囊等。

3 分析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各类中药成分和中

药复方的总结，抗心律失常作用机制包括抑制钠离

子通道电流、加速钠离子内流、加快钠离子通道失

活、持续动作电位和下调心肌细胞钠离子通道的基因

表达，其中以抑制钠离子通道电流最为常见，这与Ⅰ

类抗心律失常药物作用机制相同。由此可见，目前很

多中药和复方在治疗心律失常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

与西药相较，具有安全指数高和标本同治兼顾的优 
点 [56]，为临床用药提供了很好地指导。

利用膜片钳技术所研究的抗心律失常的中药成

分或中药复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瓶颈：（1）抗心律

失常的作用原理本身就存在多种方法和途径，比如药

物可阻滞钠离子通道或增加钙离子浓度等从而起到疗

效，从研究中药成分的角度来看，中药成分并不一定

是单纯的只作用于钠离子通道才起到抗心律失常的作

用，因此中药成分的的作用机制还可再进行深入研

究；（2）中药及复方中成分多且复杂，主要有效作用

成分难以确定，目前已知复方的作用疗效和复方对钠

离子通道的影响，但具体的作用机制和有效成分仍需

进一步的分析讨论，因此确定有效成分成为开展研究

的首要任务；（3）中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

和多层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上，

因此要深入了解某一中药的作用机制，应当以研究该

药物的成分为基础；（4）大部分中药成分和复方不单

通过调控钠离子通道起到抗心律失常的作用，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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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调控钾、钙离子通道，通过调控多离子通道发

挥功效；（5）此文中所总结的药物大多都是通过全细

胞记录膜片钳技术进行检测，提示今后继续发展该技

术，将更有利于在分子层面上研究药物在电生理方面

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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