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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而各种心血管事件累

积效应最终都会发展成慢性心功能不全乃至心力衰竭。气血理论是中医学的重要理

论之一，用于阐述人体气血相关的生理特点以及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理机制。心主

血脉，心气推动血液在脉中运行周流不息，营养各脏腑组织。因此，气血理论在心

系疾病的诊治中具有重要作用。

        本项目取得以下成果：(1) 构建了应用气血理论研究慢性心功能不全的新范式，

采用多种技术手段系统研究“心”、“气”和“血”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气血理论提供理论

与实验依据。(2) 基于气血理论，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揭示慢性心功能不全最常见证

型为气虚血瘀证、心肾阳虚证和气阴两虚证，而益气、活血、温阳、养阴等治法调

和气血，增强心脏功能，有效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3) 中医治法通过交感神经和肾

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调和气血，调控 PLCβ/CaMKII、cAMP/PKA、PGC-

1/NRFs 等通路，维持心肌钙稳态、微管稳定性，调控线粒体动力学，改善心肌肥厚、

纤维化和过度自噬，提高心脏功能。

      该成果通过高通量和生物信息学方法，应用分子、细胞生物学和药理学等手段，

采用心肌缺血、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模型，探讨气血理论在指导中医药防治慢性心

功能不全中的调控机制，阐述气血理论的科学内涵。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推荐

其申报 2021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中西医结合领域。

      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根据《中国心血

管病报告 2018 》，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

因首位，直接经济负担占我国卫生总费用 6.61 %。我国现有心血管病现患人数 2.9 

亿，各种心血管事件累积效应，最终都会发展成为慢性心功能不全乃至心力衰竭。

我国 35 岁以上人群中，心衰患者 1370 万，加权后发病率为 1.3 %，较 2000 年全

国性流行病学调查增加了 44%。因此，慢性心功能不全已经成为心血管疾病领域面

临的最严峻挑战。

      气血理论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用于阐述人体气血相关的生理特点以及疾

病发生、发展的病理机制。气、血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人体脏腑组织器官进

行正常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与血分属阳和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二

者互依互存、相互资生。心为“君主之官”，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心主血脉，心脏

功能正常，心气可推动血液在脉中运行周流不息，营养各脏腑组织。因此，气血理

论在中医心系疾病的诊治中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迄今为止气血理论的科学内涵和

实质一直未能得到深入阐发，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进行探索和验证，使气血理

论更加系统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课题。



      本研究通过转录组学高通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方法，揭示不同治则治法防治慢

性心功能不全的调控机制，应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药理学等手段，采用心

肌缺血、心肌肥大和心力衰竭动物模型，探讨气血理论在指导中医药防治慢性心功

能不全中科学内涵和实质，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

      创新点一：构建了应用气血理论研究慢性心功能不全的新范式，采用多种技术

手段系统研究“心”、“气”和“血”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气血理论提供了理论与实验依据。

      创新点二：基于气血理论，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了慢性心功能不全最常见的临

床常见证型为气虚血瘀证、心肾阳虚证和气阴两虚证，而益气、活血、温阳、养阴

等治法可以使机体气血和平，从而增强心脏功能、改善血流动力学，有效治疗慢性

心功能不全。

      创新点三：中医调和气血的治法，主要通过改善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

素-醛固酮系统，调控 PLCβ/CaMKII、AMPKs/mTOR、cAMP/PKA、 PGC-1α/NRFs 

信号通路，维持心肌钙稳态、微管的稳定性，调控线粒体动力学，改善心肌肥厚、

心肌纤维化和心肌过度自噬，提高慢性心功能不全的心脏功能。

      本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3 项，上海市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资助 1 

项。先后培养了硕、博士研究生 33 名，3 名获得国家奖学金，2 名获上海市优秀毕

业生，3 名获得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优秀论文，1 名青年教师获得上海市“晨光计

划”人才项目。本项目发表代表性高水平论文 20篇，他引 202次，被“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收录6篇，他引77次。本项目所构建的研究气血理论的新范

式及所用关键技术，均已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被多家医院应用，促进了中医药防

治心血管疾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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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

943.

1.30

6
卫洪昌 0 17

否

16

不同剂量附子对心衰

大鼠心室重构作用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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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188.

19

不同中医治法对异丙

肾上腺素致大鼠心肌

肥大的比较研究

中西医结合

心脑血管病

杂志

2011,

9(2):

19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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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

成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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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吕嵘

排名：1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副院长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主要负责人，主持本项目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工作，率先

在国内建立了构建了应用气血理论研究慢性心功能不全的新范式，采用多种技术手

段系统研究“心”、“气”和“血”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气血理论提供了理论与实验依据。

在基础性试验研究进行深入审视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假说，围绕假说开展深入探索，

从而得出科学的认识和结论，保证了本项目的实施。是代表性论文 1-7、10-14的

通讯作者，是 19的第一作者。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一）、（二）、

（三）项创新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陈会花

排名：2

职称：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完成课题的实施和项目推广

应用工作，协助搭建本项目整体功能和离体细胞实验药效评价及作用机制研究平台。

运用中医气血理论和辩证论治原则，和多种现代技术手段阐明不同治法中药防治慢

性心功能不全的分子机制。完成部分论文撰写和科研成果的推广。是代表性论文

1、2、3、5、10、11 的第一作者。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一）、（二）项

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吴美平

排名：3

职称：主任医师

行政职务：副处长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利用 β-AR激动剂 ISO制备慢

性心功能不全模型，结合现代药理学和分子生物学，证实温阳中药附子可以通过 β-



AR/AC/PKA 信号通路，调节心肌肌浆网钙转运，改善心肌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并将

本项目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广至上海市中医医院，指导研究生及医院专科人员进行科

研和临床实践研究，大大推动了成果的应用。是代表性论文 8、16的通讯作者。对

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一）、（三）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徐明

排名：4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本项目的总体设计，协助搭

建本项目整体动物实验药效评价及作用机制研究平台。证明加味补阳还五汤可抑制

TGF/Smad和 MAPK 信号通路过度表达，改善心肌纤维化，抑制心肌肥大，降低左

室 Stiffness 和左室内压，提高心肌顺应性和舒张功能。是代表性论文 2 的通讯作者。

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三）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章忱

排名：5

职称：讲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参与本项目的总体设计，负责

TAC小鼠模型构建、成年小鼠心肌细胞分离培养、单细胞钙离子成像、钙转运异常

相关信号调控等研究，保证了本项目的实施。在体内外证明加味补阳还五汤及其有

效组分可以改善心肌钙稳态，抑制心力衰竭钙瞬变和心肌收缩。是代表性论文

1、3、5的通讯作者，是代表性论文 7、14的第一作者。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

的第（二）、（三）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郭炜

排名：6

职称：副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线粒体动力学及活血利水和

益气养阴中药对慢性心功能不全的课题研究，负责小动物超声和心肌细胞自噬流的

检测，为本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技术支持。是代表性论文 6、9的通讯作者，是代

表性论文 15的第一作者。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二）、（三）项创新做

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赵培

排名：7

职称：高级实验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协助项目负责人搭建研究平台，

实施研究方案。协助完成慢性心力衰竭临床研究文献的检索。证明加味补阳还五汤

有效组分盐酸水苏碱可通过抑制心肌纤维化减轻压力超负荷诱导的舒张性心力衰竭。

是代表性论文 1、5的第一作者。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三）项创新做出

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单晓莉

排名：8

职称：实验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负责成年小鼠心肌细胞分离培养、

激光共聚焦成像、单细胞钙离子成像、钙转运异常相关信号调控等研究，保证了本

项目的实施。在体内外证明活血利水药益母草有效成分盐酸水苏碱可以改善心肌钙

稳态，抑制心力衰竭钙瞬变和心肌收缩。是代表性论文 7的第一作者。对本项目中

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二）、（三）项创新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姓名：卫洪昌

排名：9

职称：教授

行政职务：无

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

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完成人之一，是最早对本项目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

导工作。本研究进行开始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中医气血理论研究，采用不同

中医治法研究慢性心功能不全的疗效。进行气血理论的基础性实验研究，为气血理

论提供了理论与实验依据。是所有代表性论文 15、17、18、19、20 的通讯作者。

对本项目中主要科技创新的第（一）、（二）项创新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主要完

成单位

情况

单位名称：上海中医药大学

排名：1

对本项目的贡献：项目研究全部在上海中医药大学进行，项目组成员均为依托上海

中医药大学建设的上海市心脑血管重点实验室成员，为本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人

力、物力、财力和组织实施保障。特别为项目组争取基金资助和项目推广应用方面

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协助，切实保障了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取得预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