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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基于炎症相关通路的靶点用于补气类中药单体改善心衰的机制研究

推荐单位

/科学家
辽宁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该项目聚焦当前临床补气类中成药药效和作用机制不清的问题，从疾病发病机制到补气类

中药的筛选，药效验证，单体成分制剂学研究和作用机制等进行了一些列研究，并重点聚焦于炎

症相关信号通路在心脏，血管损伤中的作用阐述了黄芪甲苷和人参皂苷Rg1改善心衰的作用和作

用机制。重要创新点包括：1）首次筛选出了用于改善心肌肥厚和心衰疗效明显的黄芪甲苷和人

参皂苷Rg1，完成了药效学和制剂学研究。2）动物水平和细胞水平明确了炎症反应与异丙肾上

腺素，脂多糖，压力超负荷以及缺血诱导心脏损伤之间的关系。3）动物水平和细胞水平明确了

炎症反应与异丙肾上腺素、高糖和低氧诱导血管内皮损伤之间的关系。4）采用普通大小鼠和基

因工程小鼠阐明了calpain-1、CaSR、 NLRP3、TLR4/NF-κB信号通路对心脏血管炎症的调

节作用。5）体内体外研究明确了黄芪甲苷，人参皂苷Rg1通过对calpain-

1、CaSR、NLRP3、TLR4/NF-κB信号通路的调节，抑制心脏和血管的炎症反应，调节自噬和凋

亡，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进而改善心脏功能的作用机制。目前该项目获得了5项国家自然基

金和6项省部级课题的支持，8篇代表性论文中，单篇最高他引频次98次，研究生两篇相关内

容的论文获得辽宁省优秀硕士毕业论文。相关理论成果进一步阐明了心衰的发病机制，解释了临

床补气类中药改善心血管疾病的作用机制，让中药能够 “说明白、讲清楚”，为中医药发展和中

药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内容符合中华医

学会科技奖提名要求。        

项目简介     心衰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阶段，也是心血管领域最后的战场，发病率高，预后差。临

床西医的治疗短期内可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但长期看并不能有效阻止疾病的进展。近年来，青

蒿素在疟疾治疗中的成功范例引起了人们对丰富的中草药资源的关注。中药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

中也确实发挥了西药无法比拟特色和优势，但因成分复杂，作用机制不清，加之缺少完善的治疗

标准体系，使得中药制剂很难走向世界。深入探讨中药作用机制，并开发疗效确切，作用机制明

确的中药制剂是当前中药研究者以及中药企业面临的关键难题。

    炎症反应贯穿于心血管疾病发展的整个过程，炎症因子在心血管中的表达水平已成为判断

心血管疾病发展和预后的新指标，提示抗炎或许是预防心衰的重要方向。2023年秋水仙碱获得

FDA批准，成为首个用于心血管疾病的抗炎药物，然而目前通过抗炎策略来降低心衰风险的大多

数临床试验得到的结果令人失望。炎症因子网络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完全针对炎症改善心衰似

乎行不通，而中药的抗炎没有特异性，兼具有改善内皮功能，改善能量代谢和调节免疫的作用，

或许是心衰防治药物的重要方向。鉴于此，本团队成员结合古方和临床治疗经验，辅以大量的动

物和细胞实验，首次提出了补气类中药单体成份人参皂苷Rg1和黄芪甲苷通过多靶点抑制心肌炎

症反应，抑制血管炎症反应，改善内皮功能障碍，进而改善心衰的作用和机制研究。该项目自

2010年启动，获得了5项国家自然基金和6项省部级课题的支持，目前已经完成了制剂学和分

子机制研究，下一步将与企业对接，向着应用成果转化。该项目主要创新点有：1）首次筛选出

了用于改善心肌肥厚和心衰疗效明显的黄芪甲苷和人参皂苷Rg1，完成了药效学和制剂学研究。

2）动物水平和细胞水平明确了炎症反应与异丙肾上腺素，脂多糖，压力超负荷以及缺血诱导心

脏损伤之间的关系。3）动物水平和细胞水平明确了炎症反应与异丙肾上腺素、高糖和低氧诱导



血管内皮损伤之间的关系。4）采用基因工程小鼠阐明了calpain-1、CaSR、 

NLRP3、TLR4/NF-κB信号通路对心脏和血管炎症的调节作用。5）体内外研究明确了黄芪甲苷，

人参皂苷Rg1通过对calpain-1、CaSR、NLRP3、TLR4/NF-κB信号通路的调节，抑制心脏

和血管的炎症反应，调节自噬和凋亡，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进而改善心脏功能的作用机制。

上述理论成果进一步明确了calpain-1/CaSR/NLRP3/NF-κB介导的炎症反应在心衰发展中的

作用，同时证实了补气类单体成分通过多靶点，多途径的干预方式抑制心脏和血管的炎症反应，

进而改善心衰的作用机制。目前该项目获得了5项国家自然基金和6项省部级课题的支持，8篇

代表性论文中，单篇最高他引频次98次，研究生两篇相关内容的论文获得辽宁省优秀硕士毕业

论文。相关研究为中药人参和黄芪的开发提供了实验依据和理论基础，同时让中药能够 “说明白、

讲清楚”，助力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现代中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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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洪新 1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教授 新药研究所所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贡献者，负责整个项目设计，为 7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主持相关 4 项相国家级课

题和 3 项省课题研究，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大部分论文的指导。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鲁美丽 2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黄芪甲苷和人参皂苷 Rg1 对心脏损伤的改善作用研究，主持相关国家自然基金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3 项，代表作中第一作者身份 1 篇，通讯作者身份 1 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唐富天 3 锦州医科大学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黄芪甲苷对高糖诱导的内皮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探讨黄芪甲苷对糖尿病血管重构的保护作用及其相关

机制，共同申报课题，撰写论文，为 1 篇代表作的通讯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冷彬 4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黄芪甲苷对高糖诱导心脏损伤的改善作用，以第一作者完成代表作论文 1 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尹波 5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黄芪甲苷对心肌缺血损伤改善作用研究，探讨黄芪甲苷对心肌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相关机制，以第

一作者完成代表作论文 1 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玲 6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黄芪甲苷对脂多糖诱导心脏损伤的改善作用研究，共同申报课题，参与撰写代表作论文 1 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秋宁 7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黄芪甲苷对脂多糖诱导心脏损伤的改善作用研究，共同申报课题，以第一作者完成代表作论文 1 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聂取 8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副主任护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黄芪甲苷对高糖诱导血管损伤改善作用研究，以第一作者完成代表作论文 1 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许崇花 9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黄芪甲苷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血管损伤的改善作用研究，共同申报课题，以第一作者完成代表作论文 1

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杨娟 10 锦州医科大学 锦州医科大学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负责项目所涉黄芪甲苷对异丙肾上腺素诱导心脏损伤的改善作用研究，共同申报课题，以第一作者完成代表

作论文 1 篇。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锦州医科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所涉及的补气类中药的提取，药效实验，以及黄芪甲苷和人参皂苷的制剂学研究均在锦州医科大学完

成。项目相关课题、专利和奖励的申报，论文的实验，撰写，统计分析均在锦州医科大学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