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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律失常是心脏电活动的频率、节律等活动异常的一种疾病，中药中生物碱、黄酮、皂苷、挥发油、酯类、萜类等多种活性
成分可以通过影响Ｎａ＋、Ｃａ２＋以及Ｋ＋通道，使动作电位和有效不应期延长，进而对肾上腺素、缺血复灌以及氯化钙等引起的心
律失常具有明显的抵抗作用。本文对这几种活性成分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综述，为进一步研究中药活性成分以及抗心律失常的

作用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抗心律失常新药的研究开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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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目前患心律失常的人
们也越来越多，因此关于生物碱、黄酮、皂苷等成分的

抗心律失常作用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对主

要抗心律失常的活性成分作用机制进行了概括，为进

一步研究抗心律失常作用提供理论基础。通过了解中

药活性成分的作用机制，可以更好的开发利用中药，为

新药的研究开发提供依据。

１　生物碱类成分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机制
１１　异喹啉类生物碱　粉防己碱、蝙蝠葛碱以及小檗
胺在抗心律失常作用机制中均是 Ｌ－型 Ｃａ２＋阻滞剂，
可以抑制 Ｃａ２＋通道，对有效不应期和动作电位具有延
长的作用，并且小檗胺没有减弱心肌收缩的不良反应，

而且抗心律失常范围广泛［１－３］。甲基莲心碱具有钠、Ｌ

－型钙通道阻滞作用，抑制稳态外向 Ｋ＋电流，达到抗
心律失常并对心肌细胞损伤有保护作用［４］。延胡索碱

通过阻断心肌细胞膜 Ｌ－型钙通道开放，降低心肌细
胞内游离钙离子的浓度，发挥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５］。

青藤碱和去甲乌药碱是通过影响 Ｎａ＋通道，进而起到
抗心律失常的作用［６－７］。

１２　吲哚类生物碱　中药钩藤中的活性成分钩藤碱
是Ｋ＋和Ｃａ２＋通道阻滞剂，钩藤碱可以抑制瞬间心肌
细胞外向Ｋ＋电流，抑制作用较明显［８］。

１３　喹诺里西啶类生物碱　苦参碱能阻断心室肌细
胞快速延迟钾电流，延长ＥＲＰ，使异常冲动更多的落在
了ＥＲＴ上，减少了心梗后快速心律失常的发生［９］。氧

化苦参碱可以通过影响 Ｃａ２＋通道发挥作用，并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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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抑制心肌细胞膜上的 ＶＤＣ［１０］。槐定碱具有抗多
种心律失常的作用，通过抑制心肌细胞Ｎａ＋内流及Ｋ＋

外流而发挥作用，无抗胆碱－Ｍ受体作用［１１］。

１４　二萜类生物碱　从关附子中提取出来的关附甲
素对多种心律失常具有很好的抵抗作用，是一种 Ｎａ＋

通道阻滞剂，在抗心绞痛和改善心肌缺血等方面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并且是一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抗

心律失常的中药［１２－１３］。

１５　喹啉类生物碱　小檗碱俗名黄连素，是 Ｋ＋通道
阻滞剂，通过阻滞钾电流而起作用［１４］。ＣＰＵ８６０１７是
一种新合成的Ｐ－对氯苄基四氢小檗碱，具有明显的α
－阻断作用及显著的钙通道阻断作用，是一种人工合
成的抗心律失常化合物［１５］。

２　黄酮类成分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机制
苦参总黄酮对氯仿及乌头碱等引起的心律失常的

作用机制是阻断β２受体，阻止心肌细胞钠、钾通道，可
以直接减慢心肌细胞的自发搏动频率［１６］。葛根素可

抑制外向Ｋ＋电流，扩张冠状动脉，增强心肌收缩力，在
临床上有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用［１７］。广枣是南酸枣

的成熟果实，从该中药中提取出来的总黄酮可以抑制

钾离子外流，可以延长心室肌细胞的动作电位时程、降

低动作电位的振幅［１８］。

３　皂苷类成分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机制
三七总皂苷对心肌细胞 Ｃａ２＋通道的抑制作用呈

剂量依赖关系，并且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如使血压降

低、使心率减慢、使交感神经的传出受到抑制作

用［１９－２０］。

人参皂苷Ｒｅ、Ｒｂ、Ｒｈ、Ｒｇ、Ｒｏ均具有抗心律失常作
用，Ｒｅ作用最强，具有胺碘酮样作用［２１］，对儿茶酚引

起的心肌毒性具有拮抗作用，对异丙肾上腺素与缺血

再灌注引起的心律失常具有保护和对抗作用，并减少

发生率［２２］。人参皂苷 Ｒｈ１对再灌注引起的氧自由基
的产生具有清除作用；Ｒｂｌ通过对钙通道的阻滞作用
使心肌细胞的凋亡受到抑制［２３］。

４　挥发油类成分的抗心律失常作用机制
从蒙药肉豆蔻中提取的挥发油对肾上腺素引起的

心律失常具有很好的拮抗作用［２４］。而甘松挥发油则

是通过抑制快钠通道、外向钾电流以及动作电位的上

升速度来起到抗心律失常的作用，并且通过同时影响

多个通道而延长ＡＰＤ、ＥＲＰ［２５－２６］。
５　倍半萜内酯类成分的抗心律失常作用机制

青篙素可以抑制内向钾电流，使其发生时间明显

延长，室颤明显减少，体现出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

用［２７］。

６　其他类成分抗心律失常作用机制
除上述活性成分，还有酚类、萜类、中药提取物等

均可以起到抗心律失常的作用。酸枣仁含大量有机酸

及丰富的维生素 Ｃ可作用于自主神经系统而调节心
律［２８］。阿魏酸钠可以通过抑制 Ｋ＋通道来延长不应
期［２９］；甘草次酸可增加 Ｌ型钙通道，使心肌细胞内钙
浓度增加［３０］。

通过对黄酮、生物碱、挥发油、酯类等活性成分抗

心律失常作用机制的介绍可知，各类活性成分主要是

通过影响心肌细胞膜离子通道来起到抗心律失常的作

用，为抗心律失常新药的研究开发提供科学的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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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医家遵循《内经》中“心主神明”这一统治中医

界２０００多年的理论，从心 －血 －神三点立论，认为心
主血脉，脉舍神，并结合现代医学以及临床心脏手术后

患者的情志改变来予以为证。但随着现代医学及解剖

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部分医家主张“脑主神明”并提

出另立脑为脏。且引用明代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

来印证。但此学说仍停留在初步发展阶段，并没有一

个完整的体系，且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神”的涵义，

将神仅局限于影响人体精神情志思维活动的识神。这

是不全面不客观的。笔者赞同“心脑共主神明”的说

法，即心所主的神，是调控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

识神，而脑所主的神是人与生俱来的元神，且脑神受心

精心气的支配。此说法即将“脑为元神之府”“心主神

明”融为一体，又解释了现代解剖学中大脑皮层的识神

功能隶属于心，心主神志来支配认识和处理一切事物

这一脑与心孰主神明的矛盾。将《内经》与现代医学

相结合，全面阐述了心脑共主神明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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