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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M ：T0 investigate the e仟ect of corn pound xueshuan— 

tong on angIOgenesIs． 

· METHODS：Chick embryo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CAM ) method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仟ect of 

com pound xueshuant0ng on angiogenesis． MTS method 

was used to access the e什ect of compound xueshuantOng 

at di仟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ECV一304 

cells induced by vascuIar endotheIial g rowth factor 

f VEGF)．Transwell insert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仟ect of 

compound ~ueshuantong at di仟erent cOncentratiOns on 

the mig ration of ECV一304 celIs． Matrigel was used to 

assess the e仟ect of compound xueshuantong at di仟erent 

concentrati0ns on the tube formation of ECV一304 cells． 

·RESULTS：Compound xueshuantong at median and Jow 

c0ncentrati0ns COUId inhibit the angiogenesis 0f chick 

embryo CAM．The proIiferation of ECV-304 cel1s jnduced 

by VEGF was inhibited by compound xueshuant0ng at 

cOncentratiOns fr0m 1．5625 to 1 00g／L．wh．1e it wasn t 

inhibited by compound xueshuant0ng at higher or lower 

c0ncentrati0ns． W hen the c0ncentratiOn of com pound 

1476 

xueshuantong was 0，3．125，6．25，and 12．5 g／L，cells 

number that m~grated to under the TranswelI mem brane 

was 219±17．183±14．135±13，and 19±9 respectively． 

W hen the c0ncentrati0n of compound xueshuantOng was 

0．0．390625，0．78125，and 1．5625 g／L，tubes number 

formationed in Matrigel was 26．3±1．2，18．7±1．5．14．7± 

0．6．and 2．7±0．6．respectively． 

·CONCLUSlON：Compound xueshuant0ng seems to play 

a notable role in inhibiting angiogenesis． 

·KEYW ORDS：compound xueshuantong；angiogenesis； 

ch0ri0aIIantOic mem brane；ECV一304；proliferation；migra— 

tion：tu be formation 

Luo XS，Wu XW，Gu Q，et a1．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ound 

xueshuantong in inhibiting angiogenesis． ，JOphthalmol(C．oji Yanke 

Zazbi 2009；9(8)：1476—1480 

摘要 

目的：探讨复方血栓通对血管生成的作用。 

方法：鸡胚绒毛尿囊膜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CAM)法 

检测复方血栓通对血管生成的影响；采用 MTS比色法观 

察不同浓度的复方血栓通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诱导的 ECV一304细胞增殖 

的影响；Transwell小室检测不 同浓度 的复方 血栓通对 

ECV一304细胞移行的影响；Matrigel实验检测不同浓度的 

复方血栓通对 ECV-304细胞内皮管腔形成的影响。 

结果：复方血栓通中、低浓度组能够抑制鸡胚 CAM血管生 

成；MTS比色法显示 ，1．5625～100g／L复方血栓通对 

VEGF诱导的ECV一304细胞增殖具有抑制作用，而更低和 

更高浓度的复方血栓通则无抑制作用 ；Transwell小室实验 

显示，复方血栓通为0，3．125，6．25和l2．5g／L时ECV一304 

细胞移行数分别为219±17，183±14，135±13和 19±9； 

Matrigel实验显示，复方血栓通为0，0．390625，0．78125和 

1．5625g／L时 ECV．304细胞内皮管腔形成数分别为26．3± 

1．2．18．7±1．5．14．7±0．6和 2．7±0．6。 

结论：复方血栓通具有明显抑制血管生成的作用。 

关键词：复方血栓通；血管生成；绒毛尿囊膜；人脐静脉内 

皮细胞株(ECV一304)；增殖；移行；管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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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血管生成(angiogenesis)是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学过程， 

首先血管扩张、血管通透性增加、周围基质降解，接着内皮 

细胞活化、移行 、增殖、出芽生长并形成管腔，最后新生血 

管成熟、重塑构成血管网 。几乎所有的眼部组织均可 

形成新生血管，如角膜、虹膜 、睫状体、视网膜 、脉络膜以及 

视盘等，由其引发的出血、渗出及瘢痕形成等一系列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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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可以导致眼部结构的破坏，严重损害视功能。眼部 

新生血管主要包括视网膜新生血管(retinal neovasculariza— 

tion，RNV)和脉络膜新生血管(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CNV)，RNV主要见于视网膜静脉阻塞(retinal vein occlu— 

sion，RVO)、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retinopathy of prematurity，ROP)、视网 

膜静脉周围炎(retinal periphlebitis，RP)等疾病；CNV主要 

见于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 

ration，AMD)、病理性近视 (pathological myopia，PM)黄斑 

病变、中心性渗出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 (central exudative 

chorioretin0pathy，CEC)等疾病。上述新生血管性 眼病不 

仅严重影响视功能，而且 目前 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抗 

血管 内皮 生 长 因 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药物 只是阻断新生血管发生过程 中的单一环 

节，而且其长期反复玻璃体腔注射的侵袭性治疗，安全性 

和疗效都 有待进 一步 观察；光 动力疗 法 (photodynamic 

therapy，PDT) 仅针对 CNV破坏性治疗，不能消除新生 

血管形成的根本因素，故可能复发及产生多种并发症；而 

目前备受推崇的联合疗法 ，其各种疗法毒副作用的叠加效 

应以及潜在的风险尚有待科学评价 ；此外，上述治疗药 

物普遍十分昂贵 ，非我国普通患者所能承受。复方血栓 

通是由三七 、黄芪 、丹参 、玄参组成的纯中药制剂，功能活 

血化瘀 、益气养阴，具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改善血液 

循环和微循环的药理作用 ，能有效防治糖尿病大鼠视网膜 

微血管病变 ，目前临床广泛用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视 

网膜静脉阻塞等视网膜新生血管性疾病 ，也用于脉络膜 

新生血管性疾病，李旭等 报道其临床治疗湿性 AMD有 

效 ，对干性 AMD疗效不明显。由此推测复方血栓通对眼 

部新生血管可能有抑制作用，我们观察了复方血栓通对鸡 

胚绒毛尿囊膜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CAM)血管生成 

的影响，以及对体外培养 的人脐静脉 内皮细胞株 ECV一 

304细胞增殖 、移行以及管腔形成的影响，以探讨复方血 

栓通对血管生成的干预作用 ，为其应用于眼部新生血管 

性疾病提供实验支持。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鸡蛋为海新种蛋，购 自上海市农科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 ，每只50～65g。恒温恒湿箱 spx一250C型，上海博 

迅实业有 限公司医疗设备厂。吸收性明胶海绵 (6cm× 

2cm×0．5cm)，金陵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 

ECV一304细胞，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系，上海细胞生物研究 

所。复方血栓通药物由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实验样品(样品为褐色粉末状 ，不含辅料的中药提取物。 

22g实验样品相当于 237粒临床用胶囊粉末 ，胶囊粉末为 

含有辅料的中药提取物，0．5g／粒 ，即 1g实验样品相当于 

5．3864g胶囊粉末 )。将实验样品溶解于蒸馏水 ，配制成 

0．5kg／L的浓度 ，3 000r／min离心取上清液 ，经微孔滤 

膜(0．22 m)过滤除菌 ，置一30℃冰箱保 存备用 。原溶 

液作为高浓度(0．5kg／L)，并以灭菌注射用水稀释成 

中(0．25kg／L)、低 (0．125kg／L)共 3个浓度用 于鸡胚 

CAM实验；细胞实验时则以低糖 DMEM培养液稀释到所 

需浓度。VEGF(Product Number：V7259)，Human，Recom— 

binant，Sigma公 司，以 PBS溶解 ，浓度为 l0。 L，分装后 

置-30~C冰箱保存备用。硫酸鱼精蛋白(Protamine sulfate 

salt from salmon，P4020)，Sigma公司，以注射用水溶解为浓 

度 1g／L，分装置-30~C冰箱保存备用。新型四氮唑类化合 

物 MTS，Promega公司，购自上海盛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answell小室 (型号 3422)，Coming—Coastar公司，购 自上 

海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atrigel(BD Matrigel Base- 

ment Membrane Matrix)，购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1．2方法 

1．2．1鸡胚绒毛尿囊膜法 将新鲜鸡胚种蛋气室端(即大 

头端 )向上 ，长轴与蛋托大约呈 45。角，置于设定温度为 

37．5℃，相对湿度为 65％的孵化箱中孵育。为促进羊膜运 

动，防止胚胎发生粘连 ，每天翻蛋 2次。孵化 6d(0～24h 

为 1d，24～48h为2d，依此顺推)，在超净台上将蛋胚用乙 

醇消毒后用尖镊在蛋胚顶端戳一小口，然后以无齿镊小心 

地去掉周围的蛋壳和壳膜，使开 口约 为 1．5cm X 1．5cm 

大小。此时可以看到气室底部隔着一层气室膜就是绒 

毛尿囊膜(CAM)了，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 CAM上血管网 

的大小和分布位置以及跳动的鸡胚心脏--⋯。确定加样部 

位后小心地用注射针头从气 室与卵黄分隔处挑破气室 

膜 ，注入 1～2滴无菌注射用水 ，使气室膜与 CAM分开，然 

后用无齿镊轻轻去除上层的气室膜，暴露下层的 CAM。 

将事先剪成约 0．25cm 大小的无菌明胶海绵，置于 CAM 

表面两条主干血管之间相对无血管区，以微量加样器加药 

于海绵载体上，20p~L／鸡胚，然后用无菌透明胶带封窗，放 

回孵化室继续孵育。每 日加药 1次，连续 3d。孵化 9d，孵 

育结束后，用镊子去除鸡胚气室端堵塞的透明胶带，小心 

地用无齿镊轻轻去除残余的气室膜，为避免将 CAM撕破， 

可注入注射用水于 CAM之上，再小心剥除周 围的蛋壳和 

壳膜 ，最大程度暴露 CAM便于观察 ，体视显微镜下运用 

Image—ProExpress程序拍摄鸡胚 CAM照片。用 Image—Pro— 

Plus 6．0图像分析软件对鸡胚 CAM血管面积与 CAM面 

积之比值(VA／CAM) 进行定量分析。 

1．2．2 ECV一304细胞增殖的检测 取对数生长期 ECV一 

304细胞，计数后 以含 IOOmL／L小牛血清的低糖 DMEM 

培养液稀释为 7×10 ／L，接种于96孔培养板，每孔加入细 

胞悬液 lOOp,L，37oC，50mL／L CO，条件下培养 24h，吸去上 

清，PBS清洗2次 ，换无血清培养液孵育 24h，去上清，各组 

每孔分别加入不同条件的无血清培养液 100~L。培养24h 

后每孔加入 MTS 201~L，37℃避光培养 3h，选择 490nm波 

长，在酶联免疫检测仪上测定各孔吸光度。每组各设 6 

孔，实验重复 3次。 

1．2。3 ECV-304细胞移行的检测 预先加低糖 DMEM培 

养液到培养孑L和 Transwell小室内，37℃，50mL／L CO，温 

箱中孵育一整夜 ，吸掉 培养基后加 含 l00mI／L小牛血 

清的低糖 DMEM培养基 600 L到培养板培养孔 中，置 

Transwell小室于培养孑L中，再接种 ECV一304细胞于上室， 

每孔细胞数 2×10 个 (浓度 2 X 10 个／L)。每孑L上室加 

入不同条件的无血清培养液 101xL。37℃，50mL／L CO，孵 

化培养 24h。 取出小室 ，用干棉签将小室内液体吸去，再 

用蒸馏水浸湿的棉签轻轻擦去小室 内聚碳酯膜上表面的 

细胞。40 L多聚甲醛 固定小室 20min，PBS洗 3次。小 

心将聚碳酯膜自上室基底用刀片切割下来，置载玻片上。 

苏木素染色 1min。然后将其置于盛有 自来水的烧杯中， 

反复漂洗几次，将多余苏木素洗去。二甲苯透明2～ 

3min，中性树脂封片。附着于聚碳酯膜下表面的细胞在显 

微镜下随机取 5个视野照相，所得照片应用 Image—ProPlus 

6．0图像分析软件对 Transwell移行细胞进行计数，取平均 

值。每组 3个复孔，重复实验 3次。 

1．2．4 ECV-304细胞管腔形成的检测 从。30℃冰箱中取 

出保存的Matrigel置4℃冰箱融解整夜使之成为液态。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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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鸡 胚 O A M 血 管 生 成 ( × 1 ． 7 ) A ：阴性 对 照 组 ；B ：鱼 精 蛋 n 组 ；( ：：V E G F 组 ；I) ：复 方 皿 栓通 低 浓度 组

量 移 液 枪 头 和 9 6 孔 板 在 冰上 预 冷 。 在 9 6 孔 培 养 板 的 每

个 孑L 内缓 慢 加 入 M a t r i g e l 1 0 0 ~ L
， 小 心 摇 动 使 之 均 匀 分 布

于 孔 的 各 个 部 位 并 避 免 气 泡 。 所 有 操 作 均 在 冰 上 进 行 。

然 后 将 培 养 板 放 入 含 5 0 m L ／L C O ， ，
3 7 ℃ 细 胞 孵 育箱 中 0 ． 5 ～

l h 。 采 集 E C V 一 3 0 4 细 胞 ， 用 含 2 0 0 m L ／L 小 牛 血 清 的 低 糖

D M E M 培 养 液 稀 释 细 胞 至 1 ． 6 X 1 0
。

／L
， 各 孑L 均 加 入 细 胞

混 悬 液 5 0 ¨ L
， 即 每 孔 均 加 入 8 × 10

。

个 细 胞 ， 每 孑L 再 加 入

不 同 条件 的 无 血 清 培 养 液 5 0 ¨ L 。 再 将 培 养 板 放 入 5 0 m I ／L

C O ， ，
3 7 ℃ 细 胞 孵 育 箱 中 孵 育 ，

3
，

6
，

1 2
，

2 4 h 相 差 显 微 镜 下

观 察 ， 随机 取 5 个 不 同视 野 照 相 ， 对 形 成 的 完 整 管 腔 计 数 ，

取 平 均 值
” ’

。 每组 设 3 个 复孑L ， 重 复 实 验 3 次 。

统 计 学 分 析 ：计量 资料 多 组 比 较 ，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 用 D u n n e t t 检 验 将 所 有 的 处 理 组 均

数 分 别 与指 定 的 对 照 组 均 数 进 行 比 较 。 P < 0 ． 0 5 为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使 用 S P S S 1 4 ． 0 统 计 软 件 分 析 。

2 结 果

2 ． 1 复 方 血 栓 通 对 鸡 胚 绒 毛 尿 囊 膜 血 管 生 成 的 影 响 通

过 观 察 C A M 血 管 的 大 体 形 态 而 进 行 判 定 。 血 管 稀 疏 、 颜

色 浅 淡 、 甚 至 出 现 无 血 管 区 ， 定 性 为 抑 制 血 管 生 长 的 表 现 。

而 常 见 的促 进 血 管 生 长 的 特 征 有 ：原 正 常 的 树 状 结 构 发 生

改 变 ， 血 管 杂 乱 ， 出现 小 m 管 的 弯 曲 、 螺 旋 度 增 加 ；在 被 检

物 周 围 生 长 出 朝 向被 检 物 的 放 射 状 血 管 ， 谓 之 血 管 辐 辏 ；

主 干 血 管 向载 体 弯 曲 和 靠 近 ， 称 之 为 血 管 的 吸 引 。 正 常 状

态 的 C A M 血 管 呈 非 特 异 性 的 贯 穿 、 包 绕 、 叶 脉 样 、 平 行 生

长 。 实 验 结 果 观 察 ：复方 血 栓 通 的 低 浓 度 组 与 硫 酸 鱼 精 蛋

白组 新 生 细 小 血 管 减 少 ， 已 有 血 管 变 细 ， 血 管 色 淡 ， 或 者

血 管 避 开 明 胶 生 长 ， 见 到 无 血 管 区 或 血 管 断 裂 现 象 ， 可

能 具 有 抑 制 C A M 血 管 生 成 作 用 ；V E G F 组 细 小 咀 管 增

加 ， 血 管 变 粗 、 杂 乱 迂 曲 ， 或 m 管 趋 向 于 明 胶 海 绵 生 长 ，

可 见 血 管 辐 辏 或 吸 引 大 血 管 现 象 ， 可 能 具 有 促 进 C A M

血 管 生 成 作 用 ( 图 1 A — D ) 。 而 复 方 血 栓 通 的 高 、 中 浓 度

组 未 见 明 显 血 管 促 进 与 抑 制 现 象 。 图 像 分 析 显 示 ， 同

阴 性 对 照 组 ( 2 2 ． 9 ± 3 ． 1 ) ％ 比较 ， 复 方 血 栓 通 的 巾 ( 19 ． 0 ±

3 ． 1 ) ％ 、 低 浓 度 组 ( 14 ． 3 ± 1 ． 9 ) ％ V A ／C A M 减 少 ， 具 有 统

计 学 显 著 意 义 ( 中 浓 度 组 P < 0 ． 0 5 ， 低 浓 度 组 P < 0 ． 0 1 ) ，

表 明 鸩 胚 C A M 血 管 生 成 被 有 效 抑 制 。

2 ． 2 E C V - 3 0 4 细 胞 增 殖 M T S 法 实 验 显 示 ， 同 V E G F

( 10
。

g／I ， ) 诱 导 的 E C V ~ 0 4 细 胞 增 殖 组 ( A ：2 ． 3 9 ± 0 ． 0 3 )

比 较 ，
1 ． 5 6 2 5 ～ 1 0 0 g ／L 复 方 血 栓 通 组 值 ( A ：1 ． 8 2 ± 0 ． 10 ～

2 ． 10 ± 0 ． 0 2 ) 显 著 减 少 ( P < 0 ． 0 5 ) ， 而 更 低 ( 0 ． 7 8 1 2 5 ∥ L
，

2 ． 3 6 ± 0 ． 0 4 ) 和 更 高 浓 度 ( 2 0 0 g ／L
，

2 ． 4 8 ± 0 ． 0 4 ) 复 方 m 栓

通 组 值 则 无 明 显 变 化 ( P > 0 ． 0 5 ) 。 结 果 表 明 1 ． 5 6 2 5 ～

1 0 0 ∥ L 复 方 m 栓 通 对 V E G F 诱 导 的 E C V 一 3 0 4 细 胞 增 殖

具 有 抑 制 作 用 。

2 ． 3 E C V - 3 0 4 细 胞 移 行 T r a n s w e l l 小 室 实验 显 示 ， 同不 加

药 的 对 照 组 ( 2 19 ± 17 ) 比 较 ，
3 ． 1 2 5 g ／L 的 复 方 血 栓 通 组

E C V 一 3 0 4 细胞 移 行 数 ( 1 8 3 ± 14 ) 减 少 ( P < 0 ． 0 5 ) ，
6 ． 2 5 g ／L ±

1 3 ) 和 1 2 ． 5 g ／L ( 1 9 ± 9 ) 浓 度 的 复 方 血 栓 通 组 E C V 一 3 0 4 细

胞 移 行 数 减 少 ( P < 0 ． 0 1 ) ( 图 2 A — D ) 。 结 果 表 明 3 ． 1 2 5 ～

1 2 ． 5 g ／L 复方 血 栓 通 对 E C V G 0 4 细 胞 移 行 具 有 抑 制 作 用 ，

且 随浓 度 增 大 ， 抑 制 作 用 增 强 。

2 ． 4 E O V - 3 0 4 细 胞 管 腔 形 成 M a t r i g e l 实 验 显 示 ， 细 胞 孵

育 3 h 后 ， 不 加 药 的 对 照 组 即 可 见 管 腔 形 成 ， 1 2 h 后 管 腔

形 成 最 为 明 显 ， 此 后 变 化 不 大 ， 故 取 1 2 h 照 片 观 察 ， 同

对 照 组 ( 2 6 ． 3 ± 1 ． 2 ) 比 较 ，
0 ． 3 9 0 6 2 5 ( 1 8 ． 7 ± 1 ． 5 ) ，

0 ． 7 8 1 2 5 ( 14 ． 7 ± 0 ． 6 ) 和 1 ． 5 6 2 5 g ／L ( 2 ． 7 ± 0 ． 6 ) 浓 度 的 复

方 血 栓 通 组 E C V 一 3 0 4 细 胞 管 腔 形 成 数 减 少 ， 具 有 统 计 学

极 显 著 意 义 ( P < 0 ． 0 I
， 图 3 A ． D ) 。 结 果 表 明 0 ． 3 9 0 6 2 5

，

0 ． 7 8 1 2 5 和 1 ． 5 6 2 5 g ／L 浓 度 的 复 方 血 栓 通 对 E C V ~ 0 4 细

胞 内 皮 管 腔 形 成 具 有 抑 制 作 用 ， 且 随 浓 度 增 大 ， 抑 制 作 用

增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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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复 方 血 栓 通 对 E C V - 3 0 4 细 胞 移 行 的 影 响 ( X 2 0 0 ) A ：对 照 组 ；B ：复方 m 栓 通 3 ． 1 2 5 g ／L ；C ：复方 血 栓 通 6 ． 2 5 ∥ L ；D ：复 方血 栓

通 1 2 ． 5 g／L

图 3 复 方 血 栓 通 对 E C V - 3 0 4 细 胞 内皮 管腔 形 成 的 影 响 ( 相 差 显 微 镜 X 1 0 0 ) A ：对 照 组 ；B ：复方 血 栓 通 0 ． 3 9 0 6 2 5 g ／L ；C ：复 方 血 栓

通 0 ． 7 8 1 2 5 g ／L ；D ：复 方 血 栓 通 1 ． 5 6 2 5 g ／l 。

3 讨 论

鸡 胚 C A M 法 是 研 究 体 内 血 管 生 成 的 重 要 模 型 之 一

。

由于 鸡 胚 早 期 免 疫 系 统 发 育 不 全 ， 对 测 试 药 物 不 会 产 生 排

斥 反 应 ， 实 验 结 果 可 在 解 剖 显 微 镜 甚 至 肉 眼 下 直 接 观 察 ，

而 且 采 用 计 算 机 可 进 一 步 对 新 生 血 管 生 长 情 况 进 行 量 化 。

我 们 运 用 这 一 经 典 模 型 ， 观 察 到 复 方 m 栓 通 中 、 低 浓 度 对

鸡胚 C A M 血 管 生 成 具 有 明 显 抑 制 作 用 。 此 外 ， 血 管 生 成

涉 及 内皮 细 胞 增 殖 、 移 行 、 基 底 膜 降 解 和 血 管 内皮 管 腔 形

成 等 一 系 列 复 杂 的 生 物 学 过 程
⋯

。 所 以 ， 我 们 观 察 了 不 同

浓 度 的 复 方 血 栓 通 对 E C V 一 3 0 4 细 胞 增 殖 、 移 行 和 管 腔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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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影响，以探讨复方血栓通对体外培养内皮细胞血管生 

成的抑制作用。从 MTS法实验可知，1．5625～100g／L复 

方血栓通对 VEGF诱导的 ECV一304细胞增殖具有抑制作 

用，而更低(0．78125g／L)和更高浓度(200g／L)的复方血 

栓通则无抑制作用；从 Transwell小室实验可知，3．125， 

6．25和 12．5g／L复方血栓通对 ECV．304细胞移行具有抑 

制作 用；从 Matrigel实 验 可 知 0．390625，0．78125和 

1．5625g／L浓度的复方血栓通对 ECV．304细胞内皮管腔 

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其中，抑制细胞移行和管腔形成的作 

用随浓度增大而增强。因此，复方血栓通可能通过抑制内 

皮细胞增殖、移行和管腔形成而抑制内皮细胞的血管生 

成。复方血栓通是由三七、黄芪 、丹参、玄参组成的中药复 

方。已有对方中药物或有效成分干预血管生成的研究相 

互矛盾，如丹参提取物隐丹参酮对鸡胚 CAM血管生成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而丹参含药血清又具有较好的促进 

鸡胚 CAM血管生成的作用 ；三七皂苷对于鸡胚 CAM 

新生血管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而三七总皂苷对人脐静 

脉内皮细胞具有促血管新生作用 ；黄芪提取物对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具有促血管新生作用 与本实验中复方血 

栓通的抑制作用也是完全相反。说明中药复方在配伍后 

的作用较为复杂，不一定能用方中单一药物或有效成分的 

作用来解释。 

总之，本实验表明复方血栓通具有明显的抑制血管生 

成的作用，为其临床广泛用于眼部新生血管性疾病提供了 

初步的实验依据。该药有可能成为跟部有效的血管生成 

抑制剂，但是复方血栓通干预血管生成的具体作用机制， 

以及其抑制内皮细胞增殖作用与浓度相关的复杂性 ，抑制 

内皮细胞移行和管腔形成作用浓度的不一致性 ，都有待进 
一 步研究探讨。 

致谢 ：鸡胚实验方法、细胞移行和管腔形成实验方法承蒙 

赵卉博士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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