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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花生四烯酸(AA)代谢途径 、细胞因子及其受体 、细胞内第二信使 、活性氧 、一氧化氮 、血小板活化因子及

其受体 、核因子 、细胞间粘附分子等多个方面对当前中药抗炎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认为该领域的研究

已发展到从炎症的不同途径和环节在分子水平对中药抗炎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 ,但对绝大多数中药抗炎作用

的具体作用过程还了解得不够详细 、全面 ,在基因水平的研究也还比较少。建议今后应该从与炎症有关的信号

转导途径 、AA 代谢途径中的环氧化酶(COX)异构酶及其下游的前列腺素(PGs)合成酶系和相应受体 、磷酸二酯

酶及其同功酶等更多的抗炎途径和环节对中药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进行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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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review the progress of the study onmolecular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an-
ti-inflammatory effect from many aspects , such as arachidonic acid metabolism pathway , cytokine and its re-
ceptor , cell second messenger , active oxygen ,nitrogen monoxidum , 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 and its receptor ,
nuclear factor ,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 etc.In conclusion , the study have already developed to the
molecular level and related to defferent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s and links ,but the specific anti-inflamma-
tory process of mos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seldom studied on gene level is still unknown.It sug-
gests that we should study in-depth in more anti-inflammatory pathways and links , such as the inflammatory
signal transduction ,COX isoenzymes or their downstream PGs synthase system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recep-
tor in arachidonic acid metabolism pathway ,phosphodiesterase and its isoenzymes and so on.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molecular mechanism , progress of study

　　目前 ,抗炎药是临床上仅次于抗感染药的第二大

类药物 。除了非甾体类抗炎药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类

外 ,中药也是应用很广泛的抗炎药 。我国的传统中药

经多年的临床及实验证实 ,很多中药均具有良好的抗

炎作用 ,且毒副作用小 、资源丰富 ,因此近年来 ,中药

的抗炎药理研究成为当今世界上新药开发的热点 ,也

是中医药现代研究极为活跃的领域 。与以往比较 ,随

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中药抗炎药理研究已

从“整体-器官-细胞”水平发展到在分子 、基因水平

探讨中药的作用机制 ,逐渐呈现出涉及中药品种更

多 、研究范围更广 、研究水平比以往更高的局面 。本

文就近年来中药抗炎作用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作一

简要综述。

1　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

1.1　磷脂酶 A2

　　磷脂酶 A2(PLA2)是近年来受到高度重视的一种

炎症损伤细胞的关键酶 。内毒素等可以激活 PLA2 ,

PLA2 水解膜磷脂产生溶血磷酯和花生四烯酸(AA),

AA则可通过脂加氧酶途径和环加氧酶途径分别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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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白三烯(LT)及前列腺素(PGs)、血栓素 A2(TXA2)

等介质 ,同时形成大量氧自由基 ,引起脂质过氧化[ 1] 。

药物若能抑制 PLA2 的活性 ,就会阻碍 AA 及其之后

各类炎症介质的产生 。苦参碱是中药苦参的主要有

效成分 ,具有抗炎作用 ,苦参碱对 PLA2活性的抑制可

能是其抗炎机制之一[ 2] ,但有报道认为 ,PLA2参与了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产生机制[ 3] ,而对 TNFα的

抑制也是苦参碱抗炎作用的主要表现[ 4] 。由此可见 ,

苦参碱对 PLA2 活性的抑制可能是其抗炎作用机制中

更上游的调节因素[ 2] 。胆必清颗粒不仅能明显抑制

PLA2和炎性细胞因子 TNFα、白介素-6(IL-6)的过量产

生 、降低血清一氧化氮(NO)和血浆血栓素 B2(TXB2)

水平 ,还能通过抑制 PLA2 活性和 AA 合成从而抑制

TXA2的产生 ,保持 TXA2/前列腺素 I2(PGI2)的平衡 ,

林秀珍等认为这些揭示了该方剂的抗炎和屏障保护

作用机理[ 5] 。

1.2　脂加氧酶途径

　　黄芩素对AA代谢中的脂加氧酶 、脂加氧酶代谢

产物 5-羟基二十碳四烯酸(5-HETE)和环加氧酶 、环

加氧酶代谢产物 12-羟基十七碳三烯酸(HHT)均有抑

制作用 ,且对脂加氧酶更具选择性 ,黄芩素在大鼠佐

剂性关节炎中的抗炎活性大于在爱兰苔胶诱导的大

鼠足趾水肿的抗炎活性 ,其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可能

是抑制了 AA 代谢中的 5-脂加氧酶途径[ 6] 。候艳宁

等研究证实 ,黄芩苷对白细胞白三烯 B4(LTB4)和白

三烯 C4(LTC4)的生物合成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认

为黄芩苷对 5-脂加氧酶有抑制作用
[ 7]
。麝香水提物

的抗炎作用与其抑制 LTB4 的生成有关
[ 8] 。

1.3　环加氧酶途径

　　PGs是环加氧酶途径中一类重要的炎症介质 ,在

炎症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着 PGs的合成和释放 ,其中 ,

前列腺素 E2(PGE2)不仅能增强组织胺和缓激肽的作

用 ,提高血管通透性 ,而且还有很强的扩血管和致热 、

致痛作用[ 9] 。研究证实 ,野黄芩苷具有明显的抗炎作

用且呈剂量依赖性 ,并认为野黄芩苷与黄芩苷抗炎机

制一致 , 均是通过抑制 PGE2 的合成使炎症反应减

轻[ 10] 。周军等认为 ,葛根汤抑制炎症区域 PGE2的含

量是其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之一[ 11] 。荆防挥发油对

大鼠佐剂关节炎原发性和是继发性病变都有显著抑

制作用 ,明显减少炎症模型中的PGE2含量 ,说明其抗

炎机制并不完全依赖于肾上腺的存在 , 而与抑制

PGE2的产生有关
[ 12] 。侧柏总黄酮为传统中药侧柏

叶中分离出的有效成分 ,侧柏总黄酮呈剂量依赖性的

抑制二甲苯诱导的小鼠耳肿胀 ,显著抑制大鼠足爪肿

胀 ,降低局部炎症组织中PGE2 的含量 ,且作用强于地

塞米松 ,说明侧柏总黄酮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 ,其抗

炎机制可能与抑制 PGE2 的合成或释放有关
[ 13] 。可

见 ,许多中药是通过抑制环加氧酶途径中的 PGE2 而

发挥抗炎作用的 。另外 ,在环加氧酶途径中 ,还有一

些中药通过抑制该途径的代谢产物 TXA2 发挥抗炎

作用 ,郑咏秋等研究发现 , 《外科正宗》所载经典名方

消风散颗粒能明显抑制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肿胀及二

甲苯致小鼠耳肿胀 ,降低了炎症组织中 TXA2 水平和

TXA2/PGI2 比值 ,提出消风散颗粒对急性炎症模型的

抗炎作用与其恢复TXA2/PGI2平衡有关
[ 14] 。

　　此外 ,近年来 , 对环加氧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

环氧化酶(COX)是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

限速酶 ,目前发现 COX有三种形式存在 ,即 COX-1 ,

COX-2和 COX-3。COX-1是“看家酶” ,结构性的表达

于大多数组织和细胞中 ,参与维持机体正常的生理功

能;COX-2是诱导酶 ,生理状态下在多数组织中以极

低拷贝数表达 ,只有受到相应的刺激如细胞因子 、脂

多糖 、促肿瘤剂 、生长因子等 ,COX-2才开始大量表

达;COX-3 与疼痛 、高热有关 ,主要参与痛觉的传递 、

感受和敏化[ 15～ 17] ,COX-3能否成为抗炎新靶点也在

研究当中[ 18] 。阿魏酸钠是传统中药当归的主要药性

成分之一 ,用阿魏酸钠灌肠能使大鼠乙酸性结肠炎升

高的COX-2和 PGE2 显著降低 ,而对 COX-1表达的抑

制作用较弱 ,说明抑制 COX-2表达从而抑制AA代谢

产物合成的上游环节为阿魏酸钠抗炎机制[ 19] 。青藤

碱是从中药青风藤中提取的一种单体生物碱 ,临床治

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 ,青藤碱在浓度范围内对

COX-1酶活性作用较弱且未表现出明显的量效关系 ,

而对COX-2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较强 ,表现出一定的

选择性 ,青藤碱对 COX-2酶活性的选择性抑制可能

是其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而副作

用小的部分原因[ 20] 。白藜芦醇具有抗菌 、消炎等多

种药理特性 ,它对 COX-1的环氧化酶活性具有非竞

争抑制作用且呈浓度依赖性 ,对 COX-1的氢过氧化

酶活性也有抑制作用 ,对 COX-2 氢过氧化酶活性抑

制作用稍弱 。实验显示 ,白藜芦醇通过直接或间接抑

制COX-1而致 PGs合成减少 ,故其能强烈抑制角叉胶

诱导的脚掌急 、慢性水肿且活性强于消炎痛和保泰

松[ 21 , 22] 。研究者还推测 ,至少有 7种 COX 同工酶存

在 ,其中 4 、6 、7 型为最有希望的抗炎药物研究靶

点[ 17] 。

2　细胞因子及其受体

　　对细胞因子及其受体的影响是中药抗炎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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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分子机制 ,中药在通过其他途径发挥抗炎作

用的同时 ,往往还通过影响细胞因子或其受体而共同

发挥抗炎作用。细胞因子种类很多 ,其中白介素-1β

(IL-lβ)、TNF-α因能通过核因子κB(NF-κB)使巨噬细

胞和其它细胞分泌其它细胞因子 IL-6 、白介素-8(IL-

8)、粘附分子等而显得尤为重要 。葛根汤除能抑制炎

症区域 PGE2 的含量外 ,还能抑制炎症区域细胞因子

IL-lβ 、TNF-α的活性[ 11] 。商陆皂甙是传统中药商陆的

主要有效成分 ,研究证实 ,商陆皂甙甲明显抑制人外

周血单核细胞(PBMC)产生 TNF ,且能抑制脂多糖诱

导的兔滑膜细胞产生白介素-1(IL-1)和肿瘤坏死因子

(TNF),这可能是商陆皂甙甲强大的抗炎作用的机制

之一[ 23] 。锦红汤能降低急性胆源性感染全身性炎症

反应综合征患者的血浆 TNF-α、IL-6 、IL-8水平 ,升高

白介素-2(IL-2)水平 ,抑制其过度炎症反应 ,调节细胞

免疫功能 ,维持机体促炎症与抗炎症之间的平衡
[ 24]

。

此外 ,红毛五加总甙抗炎的重要分子机制之一是抑制

TNF的生成[ 25] 。白芍总甙能显著改善类风湿关节炎

患者症状和体征且不良反应轻微 ,可以显著下调可溶

性 IL-2受体(sIL-2R)、可溶性 IL-6受体(sIL-6R)以及

可溶性TNF 受体 1(sTNFR-1)的表达[ 26] 。

3　细胞内第二信使

　　中药对细胞内第二信使的作用主要是对环磷酸

腺苷(cAMP)、Ca2+、肌醇三磷酸(IP3)的影响 。 cAMP

在调控炎症中具有重要作用 ,胞内升高的 cAMP 可抑

制炎症细胞释放自由基而产生抗炎活性 。因此有研

究认为 ,红毛五加总甙增加 cAMP 含量的作用 ,可能

是其抑制炎症细胞功能的一个重要分子机制[ 25] 。黄

芩苷还可使多形核中性细胞内的 cAMP 水平显著升

高 ,而 cAMP 升高可抑制AA代谢的更新 ,考虑这也可

能与其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密切相关[ 7] 。Ca2+作为

肌醇磷脂代谢途径中重要的第二信使在生物信号传

递 、调节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的基因表达中有重要作

用。大黄素可降低脂多糖激活的大鼠腹腔巨噬细胞

内Ca2+升高 ,使之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 ,进而可能抑

制与细胞因子有关的基因表达 ,减少炎性因子 IL-1 、

TNF 、IL-6的产生 ,抑制过度炎症反应[ 27] 。研究还发

现 ,在苦参碱抑制PLA2活性从而可能调节 TNF与 IL-

6产生的过程中 ,Ca2+可能是其中联系的关键 ,外周

血白细胞内Ca
2+
在用了苦参碱后的浓度反而增加说

明了这一点 ,这可能与苦参碱有 Ca2+通道激活作用

相关[ 2] 。三七皂甙对烫伤小鼠巨噬细胞内升高的

IP3 ,Ca
2+、钙调节蛋白(CaM)和 IL-1均有显著的降

低作用 ,说明三七皂甙对烫伤小鼠巨噬细胞中肌醇脂

质信号系统的 IP3-CaM 途径及降低 IL-1的产生和分

泌具有较好的调理作用[ 28] 。粉防己碱对大鼠角叉菜

胶胸膜炎渗出液中炎症白细胞第二信使物质的作用

表现为 ,增加 cAMP 的生成 ,降低炎症白细胞 Ca
2+
和

减少 IP3 含量
[ 29] 。

4　活性氧

　　氧自由基(OFR)是广泛存在于组织细胞内的非

特异性损伤因素 ,也是炎症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 ,而

丙二醛(MDA)是 OFR 脂质过氧化代谢产物 , 也是

OFR造成损伤的最主要因素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是清除体内氧自由基的主要酶 ,过氧化氢酶(CAT)与

SOD有协同作用[ 30] 。实验发现 ,清解灵具有抑制或

清除OFR的作用 ,清解灵可以通过减少 OFR的大量

产生而间接抑制 PLA2 活性的增强 ,减轻急性重症胆

管炎大鼠脏器中过度炎症反应造成的损伤[ 31] 。红毛

五加总甙可以使角叉菜胶致炎大鼠灌洗液的MDA 水

平降低 ,抑制炎症部位脂质过氧化反应 ,减少氧自由

基的生成
[ 25]

。敦煌古方“紫苏煎”能显著降低慢支大

鼠MDA 的含量 、提高 SOD活性 ,说明该方可清除自

由基 ,提高机体抗氧化损伤能力 ,减轻炎症反应[ 32] 。

荆防挥发油还能使过低 SOD恢复活力而发挥抗炎作

用[ 33] 。在药物的抗炎机制中 , 抑制多形核白细胞

(PMN)、单个核细胞(MNC)的呼吸爆发 ,减少氧自由

基的生成十分重要。贺海平等发现 ,黄芩黄素和一种

从黄芩中获得的新的化合物:3′, 5 ,6′,7-四羟基-2′, 8-

二甲氧基黄酮(TDF)对两种激活剂即受调理素作用

的酵母聚糖(OZ)和趋化三肽(fMLP)激活的化学发光

和植物血凝素(PHA)诱导的淋巴细胞增殖有抑制作

用且作用机制明显相同 ,其机制可能与抑制活性氧自

由基的形成有关 ,由于 PMN和MNC在宿主抗感染方

面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TDF 对 PMN 和MNC这两种细

胞的氧呼吸爆发以及化学趋向性均有显著影响 ,因此

他们认为TDF 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抗炎药物[ 34] 。

5　一氧化氮

　　一氧化氮(NO)既是一种新的第二信使神经递

质 ,也是一个活性很强的自由基 ,具有细胞毒性和抗

炎保护的双重作用。黄芩茎叶总黄酮通过抑制可诱

导的NO合酶 ,减少毛细血管内皮细胞释放 NO ,调节

AA代谢使炎症反应减轻 ,其中以黄芩素和黄芩苷作

用最强且存在量效关系[ 35] 。红毛五加总甙和荆防挥

发油也有相似的抗炎机制[ 11 , 24] 。商陆皂甙甲对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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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巨噬细胞分泌 NO 也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因

此 ,商陆皂甙甲的抗炎症机制还可能与抑制机体分泌

NO有关[ 36] 。雷公藤多甙对角叉菜胶大鼠足跖肿胀

及棉球肉芽肿的形成有明显抑制作用 ,且呈剂量依赖

性的抑制血清 、尿液和炎症组织中 NO的生成 ,推断

雷公藤多甙可能部分通过抑制一氧化氮合酶(iNOS)

的诱导而发挥其抗炎作用[ 37] 。尤昭玲等认为 ,NO可

能参与了恒河猴子宫炎性出血的发病机制 ,三七减少

炎性出血的机制可能与调节NO 、iNOS 的活性及 iNOS

蛋白表达水平有关[ 38] 。

6　血小板活化因子及其受体

　　血小板活化因子(PAF)也是一种与AA代谢密切

相关的脂性炎症介质 。陈剑鸿等在研究三七总皂苷

的抗炎机理时发现 ,内毒素可以引起内皮细胞培养基

中的PAF 、NO 、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水平明显

升高 ,而加入三七总皂苷后 ,PAF 、ICAM-1不同程度的

下降 ,但NO变化不显著。因此 ,陈剑鸿等认为 ,具有

抗炎作用的三七总皂苷可以直接作用于内皮细胞 ,对

内毒素引起的内皮细胞炎症介质产生及粘附分子表

达有抑制作用[ 39] 。银杏内酯 B是一种特异性的 PAF

受体拮抗剂 ,银杏内酯 B的抗炎作用可能是通过在

受体水平拮抗 PAF ,从而抑制中性粒细胞内 Ca2+升

高 ,抑制AA代谢酶如 PLA2 和 5-脂加氧酶的活性 ,减

少LTB4 、5-羟基二十碳四烯酸等的生成而实现的
[ 40] 。

山奈酚作为红花的有效成分之一 ,可浓度依赖性地抑

制PAF 与血小板受体的特异性结合 、抑制 PAF 诱发

的血小板粘附及 PMN内 Ca2+浓度的升高 ,表明山奈

酚具有抗 PAF 作用 ,为一新的 PAF 受体拮抗剂[ 41] 。

7　核因子

　　对核因子的研究是中药抗炎分子机制研究的新

领域 ,目前主要集中在对 NF-κB 、T 细胞特异性活化子

(GATA3)和活化 T 细胞核因子(NFAT)三种核因子的

研究上 。NF-κB是一种重要的转录因子 ,可高效诱导

多种细胞因子 、粘附分子 、受体分子等的基因表达 ,同

时对参与炎症级联效应的多种酶的基因表达也有重

要的调控作用。因此 ,抑制NF-κB的活性可阻断炎症

的关键启始步骤及其次级炎症反应[ 42] 。氧化苦参碱

可抑制 NF-κB活化 ,降低 TNF-a 、IL-6 和 ICAM-1的生

成 ,从而减轻葡聚糖硫酸钠诱导的结肠炎炎性损伤和

腹泻 、便血症状[ 42] 。朱峻等研究认为 ,黄芪抗炎作用

的分子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NF-κB生成从而抑制

COX-2 mRNA的表达 ,使COX-2生成减少 ,降低AA转

化为 PGs 的量 , 使血浆 6-keto-PGF-1α浓度显著下

降[ 43] 。GATA3 和NFAT是另外两类重要核因子 ,调控

辅助性 T 细胞 2(Th2)类细胞因子基因转录。活化的

NFAT 通过直接或间接与 IL-2 、IL-3 、IL-4 、IL-5等 Th2

类炎症细胞因子启动子上 NFAT 的 DNA 序列结合 ,

调控这些细胞因子的转录 。GATA3 则是一类带有两

个高度保守的锌指状 DNA 结构的核因子 ,不仅调控

幼稚CD+4 T 淋巴细胞向 Th2 类分化 ,同时上调 IL-4 、

IL-5 、IL-6 、IL-10等 Th2 类细胞因子的表达
[ 44] 。实验

发现 ,用从雷公藤中分离出的雷公藤内酯醇处理后 ,

伴刀豆球蛋白 A(ConA)刺激的致敏小鼠 CD
+
4 T 淋巴

细胞GATA3 和NFAT的 DNA结合活性减弱 ,相应 Th2

类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减少 ,推测雷公藤内酯抑制 Th2

类细胞因子基因转录的分子机制可能与其抑制 GA-

TA3、NFAT 的 DNA结合活性有关
[ 44]

。

8　细胞间粘附分子

　　研究中药对粘附分子表达的影响在我国起步较

晚 。炎症反应发展的重要步骤就是粘附分子表达上

调和内皮-白细胞粘附增加 。细胞间粘附分子-1(I-

CAM-1)是粘附分子家族的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之

一 , ICAM-1表达受多种细胞因子 、转录因子及应激反

应等因素的调节 ,并涉及到细胞内 PKC , MAPK 及

JAK/STAT等信号通路 。因此 ,如果能抑制 ICAM-1的

表达和/或抑制相关因素诱导的 ICAM-1表达 ,将会使

炎症反应减弱[ 45] 。加味玉屏风散能显著下调肺上皮

细胞 ICAM-1表达 ,并降低肺泡灌洗液中炎症细胞数

量和 IL-5含量 ,说明此类中药可能通过上述机制改

善呼吸道的炎症状态[ 46] 。中药复方制剂“艾麻口服

液”能减轻慢支支气管炎症和病理损伤 ,其抗炎作用

的部分分子机制与调低慢支气道 ICAM-1蛋白及 mR-

NA表达有关[ 45] 。商陆皂甙甲能够抑制在脂多糖

(LPS)刺激下中性粒细胞和内皮细胞升高的粘附水

平 ,显著降低 LPS 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

(VEC304)细胞 ICAM-1 mRNA 及中性粒细胞 CD18

mRNA的表达 ,商陆皂甙甲降低粘附分子的表达可能

是其影响细胞间粘附的重要机制 ,而抑制中性粒细胞

与内皮细胞间的粘附可能是其抗炎作用的机制之一 ,

这进一步表明 ,商陆皂甙甲可能通过影响与炎症有关

的不同环节而发挥其抗炎作用的[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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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9.1　血管活性胺

　　目前有关中药通过影响血管活性胺而发挥抗炎

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还较少。白藜芦醇具有抗炎作

用 ,在体外能显著抑制免疫球蛋白 E(IgE)和 Ca2+导

入剂A23187介导的组胺释放 ,是一种对肥大细胞释

放的介质有力的非选择性抑制剂
[ 48]

。荆防挥发油对

炎性组织中组织胺 、5-羟色胺也有显著的抑制 ,推测

这可能是它抗炎机制的又一方面[ 33] 。

9.2　溶菌酶

　　溶菌酶是机体非特异性防御因素之一 ,存在于人

体泪液 、唾液 、组织中 ,是分解粘多糖的多肽酶 ,具有

抗菌 、抗炎 、止血 、修复组织 、分解脓液等作用[ 49] 。金

叶败毒颗粒能明显抑制角叉莱胶引起的大鼠足跖肿

胀和组胺引起的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 ,提高

血清溶菌酶含量 ,产生抗炎作用[ 50] 。至于其他一些

中药的抗炎作用是否也与影响溶菌酶有关 ,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

10　结束语

　　综上所述 ,目前中药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

中 ,诸多中药无论是单体成分 、单药还是中药复方制

剂 ,大多数都从炎症的不同途径和环节对抗炎的分子

机制进行了研究 ,同时 ,一些新的 、分子和基因水平的

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涌现 。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 ,绝大

部分中药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 ,对具体的作用过

程还了解得不够详细和全面 ,在基因水平的研究也仍

然相当少 。而中药作为天然产物 ,其品种繁多 、成分

复杂 ,无论是单方还是复方制剂 ,往往存在着同一种

中药成分有多种不同的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 ,而多种

不同的中药成分又有相同或相似的抗炎作用的分子

机制 ,并且很多分子机制之间还可能相互作用 、相互

关联。总之 ,中药抗炎作用的分子机制十分复杂 ,中

药是通过多途径 、多环节发挥抗炎作用的。因此我们

应该拓宽思路 ,加强多学科合作和交叉研究 ,全面发

现和了解炎症的全过程 ,以找到更多的抗炎新靶点 ,

从更多的抗炎途径和环节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例如:

炎性细胞因子在基因转录水平的调节是当前研究的

热点 ,很多中药抗炎的作用机制也涉及其中 ,对炎性

细胞因子从基因转录水平甚至蛋白表达水平进行研

究 ,将有助于发现更多的抗炎靶点;另外 ,目前关于中

药对粘附分子的作用研究还仅限于“活血化淤”和“清

热”类中药 ,而 ICAM-1是一种关键性炎症分子 ,更深

入研究 ICAM-1等一系列粘附分子及其基因 、蛋白水

平的调控也将有利于全面了解中药抗炎的作用机制;

此外 ,进一步深入研究与炎症反应有关的信号转导途

径 ,如有许多上游和下游激酶以及转录因子的MAPK

通路等 ,也将成为一个很有潜力的抗炎新领域;其他

如 AA代谢途径中的 COX异构酶及其下游的 PG 合

成酶系和相应受体 、在多种炎症细胞内降解 cAMP 的

磷酸二酯酶及其同功酶等也很值得探讨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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