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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灵 仙 的 成 分 、药 理 活 性 和 临 床 应 用 的 研 究 进 展

赵燕强 1, 3 ,杨立新 2 ,张宪民 2 ,邱明华 23

(11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昆明 650204; 21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650224; 31云南

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本文对中 药威 灵仙 的有 关研 究 进行 了综 述 。主 要为 威 灵仙 (C lematis chinensis Osbeck)、棉团 铁线 莲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1)和 东北 铁线 莲 (Clematismanshurica Rupr1)成分 中发现 的化合 物 。包括皂 甙 、黄酮 、挥发

油等 ,并对新发现的药理作用进行 阐述 ,也说明了治疗一些疾病的机制和起作用 的化合物 ,还对威 灵仙的临 床应用

进行了介绍 。

关键词 　威灵仙 ;成 分 ;药理活性 ;机制 ;临床应用

中图分类号 : R284 /R285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124454 (2008) 0320465205

作者简介 赵燕强 ,男 ,讲师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植物化学 ; T 8 26 8 。
3 通讯作者 邱明华 ,博士生导师 ,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 T 8 25 33 , 2 @ 1 1 1 。

　　中药材威灵仙是毛茛 科铁线莲属植物 威灵仙

(Clematis chinensisOsbeck)、棉 团铁 线 莲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1 )或东北铁线莲 (Clematismanshurica

Rupr1)的干燥根和根茎。它是习用传统中药 ,味辛

咸 、性温 、有毒 ,具有祛风除湿 、通络止痛的功效 。自

古就有应用威灵仙治病的记载 :《海上集验方 》言威

灵仙“去众风 ,通十二经脉 ”;《太平圣惠方 》载威灵

仙调酒可治“腰脚疼痛久不瘥 ”;《本草正义 》载“威

灵仙 ,以走窜消克为能事 ,积湿停痰 ,血凝气滞 ,诸实

宜之 。”《本草纲目 》也记载 ,用威灵仙配的药方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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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停痰宿饮 ,喘咳呕逆 ”;在《抗癌验治本草 》中 ,称

威灵仙能“抗癌败毒 ”等等 。〔1〕威灵仙中不断发现新

的化学成分 ,其药理活性和机制的研究也有许多新

的进展 。本文简要概述了威灵仙在化学成分 、药理

活性以及临床应用几个方面的进展 。

1 　化学成分研究

111 　皂甙类化合物 　从威灵仙和东北铁线莲中发

现的皂甙或次皂甙种类较多 ,多数是三萜皂甙 ,发现

了 20多种 。从其根部发现的皂甙种类较多 ,在茎叶

中的含量少 。这些五环三萜的皂甙之甙元主要为齐

墩果酸和常春藤皂甙元 。甙元的 3位和 28位连接

有糖 ,并且大多数为双糖链甙 。详见表 1。

112　黄酮化合物 　董彩霞等
〔10〕

利用高效液相色

谱和波谱等手段 ,首次从棉团铁线莲 (C1hexapetala
Pall1)的根茎分离 鉴定了 12个黄酮化 合物 。详见

表 2。
　　表 1 　中药威灵仙中分离到的皂甙类化合物

基原植物 化合物 提取部位 参 考文 献

威灵仙 (C1chinensis
Osbeck)

Cp1、Cp2、Cp3、Cp4、Cp5、Cp6、Cp7、Cp8、Cp9、Cp10、Cp2b、Cp3b、Cp7a、Cp8a、Cp9a

齐墩果酸 32O2β2D2吡 喃葡 萄糖 (1→4) 2β2D2吡喃木糖 (1→3) 2α2L2吡喃 鼠
李糖 (1→2) 2α2L2吡 喃阿拉 伯糖 甙 、常春 藤 皂甙 32O2β2D2吡喃 葡萄 糖 (1
→4) 2β2D2吡喃木糖 (1→3) 2α2L 2吡 喃鼠 李糖 (1→2) 2α2L2吡 喃阿拉 伯 糖

甙 、齐墩果酸 32O2β2D2吡喃葡萄糖 (1→4) 2β2D2吡喃葡 萄糖 (1→4) 2β2D2
吡喃木糖 (1→3) 2α2L2吡喃 木糖 (1→2) 2α2L2吡喃 阿拉伯 糖甙 、常 春藤 皂
甙 32O2β2D2吡喃 葡萄糖 (1→4) 2β2D2吡 喃 葡萄糖 (1→4) 2β2D2吡喃 木 糖
(1→3) 2α2L 2吡喃鼠李糖 (1→2) 2α2L2吡喃 阿拉 伯糖甙

根部 [ 2～7 ]

威灵仙皂甙 A (ClematichinenosideA )、威灵 仙皂 甙 B (Clematichinenoside
B)、威灵仙皂甙 C (Clematichinenoside C)、HuzhongosideB、clemaphenol A
[ ( +) 22, 62di (32hydroxy242methoxypheny1 ) 23, 72dioxabicyclo [ 3, 3, 0 ] oc2
tane]

根部

东北铁线莲
(C1manshurica Rup r1)

铁线莲甙 A (Clematoside A )、铁线 莲甙 A′(Clematoside A′)、铁线 莲甙 B
(ClematosideB )、铁线莲甙 C (Clematoside C)

根部 [ 8 ]

32O2乙酰基齐墩果酸 2122烯 2182α2齐墩果烷 茎叶 [ 9 ]

　表 2 　中药威灵仙中分离到的黄酮化合物

基原植物 化合物 提取部位 参 考文 献

棉团铁线莲
(C1hexapetala Pall1)

3, 5, 6, 7, 8, 3’, 4’2七 甲氧 基黄 酮 、Nobi letin、L iqui ritigenin、橙 皮 素 、柚 皮
素 、7, 4’2二羟基 2氢黄 酮 272O2β2D2葡萄 糖甙 、5, 7, 4’2三羟 基 23’甲氧基 黄
酮醇 272O2α2L 2鼠李糖 (1→6) 2β2D2葡 萄糖甙 、62hydroxybiochain A、芒柄 花
素 ( formononetin)、大豆素 (daidzein)、染料木素 (genistein)、鸢尾甙

根与茎 [ 10 ]

113 　挥发油 　何明等〔11〕采用水 蒸汽蒸馏法和超

临界萃取技术 ,从威灵仙 (C1chinensisOsbeck)中各

自提取到挥发性成分 。从蒸馏提取物中鉴定出 25

种化合物 ,从超临界提取物中鉴定出 21种化合物。

徐涛 等〔12〕也 对 峨 眉 山 的威 灵 仙 ( C1chinensis Os2
beck)进行了分析 ,发现其挥发油含有 50种化合物 。

东北铁线莲 (C1manshurica Rupr1 )果实的挥发

油含 有 烷 类 、酸 类、醇 类 、脂 类 、酮 类 化 合 物 50

种〔13〕。另有文献报道 ,从这种植物的花分离鉴定到

七种化合物〔14〕。详见表 3。

114　其他化学成分 　从威灵仙中还鉴定得到多个

化合物 : ( + )丁香树脂醇 、( 2)丁香树脂醇 24’2O2β2
D2葡萄糖甙

〔15〕
、二氢 242羟基 252羟甲基 22 ( 3H ) 2呋喃

酮 、胡萝卜甙 、52羟甲基呋喃甲醛 、52羟基乙酰丙酸 、

棕榈酸 、亚油酸 、白头翁素 ( anemonin)
〔7〕

、白 头翁内

酯 ( anemonol)、原白头翁素 (p rotoanemonin)
〔16〕

。威

灵仙中还含有 Zn、Ca、Fe、Ni、Mg等微量元素
〔17〕

。

2 　药理活性研究进展
　　表 3 　挥发油中的主要成分

基原植物 化合物 提取部位 参 考文 献

威灵仙 (C1chinensis
Osbeck)

苯丙素 、倍半萜 、三 萜 、有机酸 、有 机酸 脂 、酚 类 、白头 翁素 、异 阿魏 酸 、齐
墩果酮 、β2谷甾醇 (β2sitosterol)、十六酸 、肉豆蔻酸 、22氢双环庚烷 、麝香 草
酚

[ 11、12 ]

东北铁线莲
(C1manshurica Rup r1)

二十二烷 、三十九烷 、132二丁烯酸 、十六烷酸 、酞酸二丁酯 果实 [ 13 ]

, 52呋 喃二 酮 、2环 戊烯 2 , 2酮 、芳 樟醇 氧化物 、52三甲基 252乙烯 基四 氢
化 2 2呋喃甲 醇 、 , , 62三 甲基 262乙 烯基 2四 氢 化 2 2吡 喃 232醇 、正 十 五
烷 、山愈酸甲酯

花 [ ]

β2谷甾醇 (β2 ) [ ]

·664· 中药材 Journal of ChineseMedicinalM aterials　　第 31卷第 3期 2008年 3月

2 2 1 4
2 2 2 2H

14

sitosterol 9



211 　抗 癌 活 性 　邱 光 清 等
〔18〕

研 究 了 威 灵 仙

(C1chinensisOsbeck)不同部位提取物的抗癌活性 ,

发现其总皂甙 (CCS)的抗癌活性较好 。CCS能够杀

伤体外培养的移植性肿瘤细胞 S180A (肉瘤腹水型 )、

EAC (艾氏腹水型 )和 HepA (肝癌腹水型 ) ,且给药

浓度越大 ,杀伤力越强 。CCS也不会减轻实验小鼠

的体重 。张昌浩等
〔19〕

用东北铁线莲 (C1manshurica
Rupr1)进行实验 ,结果表明能明显地抑制 S180A肿瘤

细胞 。赵英等〔20〕则用铁线莲皂甙进行小鼠的体内

抗肿瘤研究 ,皂甙显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 。这些

实验都显示 ,抗瘤作用随浓度增强 ,有一定的剂量依

赖关系 ,由此说明皂甙是抗肿瘤的活性物质 。

然而 ,剂 量 依赖 关 系 并 非 一 直 存在 ,黄 馨 惠

等
〔21〕

研究了 6种中草药对 SMMC27721人肝癌细胞

增殖的影响 ,发现威灵仙的提取物在 011mg/L的浓

度时对肝癌 细胞有显著 的杀伤作 用 ,但 在 10mg/L

和 1 g/L浓度时却促进癌细胞生长 。说明只能在某

个范围之内 ,威灵仙的抗癌效果才与浓度呈正相关。

其抗癌机理还尚待研究 。

毛茛甙具有对肿瘤细胞的体外细胞毒活性 ,并

证实这与 抑制 DNA 聚合酶 和促 进自由 基生成 有

关
〔22〕

。在临床 上 ,威 灵仙治疗食 管癌的 有效率 达

8817%〔23〕,介入化疗联合威灵仙外治老年人头颈部

癌 ,可使肿瘤缩小 50%以上
〔24〕

。

212 　抗炎镇痛活性 　复方威灵仙合剂〔25〕、威灵仙

的水提液〔26〕、注射液〔27〕和大剂量煎剂〔28〕都能减少

冰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的次数 ,表现出显著的镇痛

作用 。对热刺激引起的疼痛反应 ,煎剂能明显提高

小鼠的痛阈值 ,并 对酒炙 品的 镇痛 作用 较强且 持

久
〔29〕

。这几种溶液都能明显减轻 二甲苯导致的小

鼠耳廓肿胀值 ,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明显抑制炎

症早 期 引 起的 组 织水 肿 和 渗出 。大 剂 量灌 服 对

10%蛋清所致的大鼠足跖致炎模型有明显的保护作

用 ,作用强且持续时间长 。抗炎作用依赖于剂量的

大小和所含皂甙的种类〔30〕。

213 　抗菌活性 　威灵仙的抑菌活性成分主要是原

白头翁素和白头翁素。原白头翁素不稳定 ,容易聚

合成白头翁素 。它们有显著的抗菌作用 ,原白头翁

素的抑 菌 浓度 为 大肠 杆菌 1∶83000、链 球菌 1∶

60000、结核菌 1∶40000。白头翁素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 、链球菌 、白喉杆菌的抑菌 浓度为 1∶12500,对结

核杆菌为 1∶50000,对大肠杆菌和 革兰氏阴性菌也

有效 。与链霉素有协同作用 ,并具有很强的杀真菌

活性
〔3 〕

。对志贺氏痢疾杆菌、皮肤真菌奥杜阳盎氏

小孢子菌有强杀菌能力 。

威灵仙的几种提取液对感染佝氏鼠疟的原虫均

有抑制作用 ,通过灌胃 ,可使小鼠红细胞疟原虫感染

率明显降低 。并且 水提取液的效果 不受剂量的影

响 ,而乙醇提取液的效果与剂量呈正相关
〔32〕

。

214　生理活性 　棉团铁线莲 50%的浸膏能降低麻

醉犬的血压 。对离体蟾蜍的心脏有先抑制、后兴奋

的作用 。浸剂的效果比煎剂强 ,其降压作用可能跟

心脏抑制有关 。威灵仙的浸剂对正常大鼠有明显增

强葡萄糖同化的作用 ,由此推测可能有降血糖的作

用〔33〕。

威灵仙制剂对小鼠 、大鼠 、豚鼠都有极强的抗利

尿作用 。50%煎 剂 012m l约相当于 脑垂体后叶素

011单位的抗利尿作用 ,且作用时间较长 。可能是

由血压下降 、肾血管收缩引起的〔34〕。

威灵仙制剂能显著降低血尿酸 ,同时因威灵仙

有极强的抗炎作用 ,因而能有效地保护肾脏 ,治疗高

尿酸引起的肾病〔35〕。而且威灵仙根稀醇提取液对

小鼠中期妊娠有引产作用
〔33〕

。

威灵仙的水煎剂 、醇提物
〔28〕

和注 射剂
〔27〕

均能

促进肠平滑肌的运动 ,松弛鼠离体回肠平滑肌 ,对抗

组织胺或乙酰胆碱引起的回肠收缩反应 。而且水煎

剂和醇提物
〔28〕

还能促进大鼠的胆汁分泌 ,醇提物可

促进狗分泌胆汁并松弛其总胆管末端括约肌 ,表现

出较好的利胆作用。

日本学者报道 ,含 01001% 22010%威灵仙及其

他植物皂甙提取物的美容剂具有亮肤美白作用
〔36〕

。

3 　有关活性的作用机制研究

311　防治骨关节炎 (OA )的机制 　骨关节炎 (OA)

是一种多发于中老年人的慢性 、进行性骨关节病 ,主

要病理特征是关节软骨的退行性改变 。现已知炎症

因子白介素 21β是导致这一改变的重要原因 。

威灵仙制 剂能防治骨关节 炎 。其防 治机理如

下 :威灵仙能促进和维持软骨细胞合成 Ⅱ型胶原和

蛋白多糖 ,帮助其合成代谢 ;抑制白介素 21β等细胞

因子 ,有效阻 止白介素 21β及其下游分子对软骨的

损伤效应 。威灵仙也因此不能防治外力损伤导致的

骨关节炎
〔37〕
,但威灵仙有效成分及促进软骨合成的

机理等还有待研究。

312　治疗尿酸性肾病的机制 　高尿酸血症由于尿

酸高 ,尿酸盐结晶会在肾小管和肾间质中沉积 ,引起

损伤和炎症 ,刺激细胞产生应激反应 ,进而使得肾小

球和肾血管硬化 、肾间质纤维化 ,最终导致尿酸性肾

病 ,而且还会引起痛风 。威灵仙能显著降低血尿酸 ,

可能是威灵仙通过促进尿酸的排泄 达到降低的效

果 ,而且可能减轻结晶沉积 ,同时因威灵仙有极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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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作用 ,因而能有 效地保护肾 脏 ,起到治 疗的作

用〔35〕。

313 　美白作用的机制 　仲少敏等 〔38〕研究了几种

药物脱色作用的机制 。酪氨酸酶 (Tyr)是关键物质 ,

酷氨酸相 关蛋 白 TRP21和 TRP22也很重要 。它们

直接影响黑素细胞合成黑素的多少 ,因而对它们有

影响的物质就可以促进或抑制黑素的合成 。一方面

威灵仙能减少 Tyr、TRP21和 TRP22的蛋白表达量 ;

另一方面 ,威灵仙也 影响基因表 达 :威灵仙 可降低

Tyr的相关蛋白 mRNA的表 达 ,但 却不影响 TRP21
和 TRP22的 mRNA的表 达。因此威灵仙的 作用机

制可能是 :一是在基因转录水平抑制 Tyr mRNA的

合成 ,从而使 Tyr的含量减少 ;二是促使 Tyr家族蛋

白分解 ,使酶的半衰期缩短。结果使得 3种酶的蛋

白含量都明显地减少 。威灵仙对黑素细胞的脱色作

用在几种药物中最为显著 ,由此可知 ,威灵仙的亮肤

美白作用很明显 。实验结论为脱色药物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依据 。

314　抗炎镇痛机制的初步研究 　淋巴细胞与类风

湿性关节炎 (RA )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威灵仙

的醇提物对小鼠的脾脏淋巴细胞的 增殖无抑制作

用 ,而对胸腺淋巴细胞 的增殖有很好 的抑制作用 。

推测威灵仙抗 RA的部分机理是抑制细胞免疫 ,而

不影响体液免疫〔39〕。氧化酶 22 (COX22 )在炎症反

应中起重要作用 ,威灵仙在大剂量时 (10 mg/m l)能

有效抑制 COX22,因此可以发挥抗炎镇痛作用
〔40〕

。

4 　临床作用

威灵仙临床上应用可治愈或有效的疾病大约有

以下几类 ,由于疾病种类很多 ,此处仅举几例 ,以说

明威灵仙的临床功效 。详见表 4。
　　表 4 　临床上可治疗的部分疾病

药理活性 临床治疗

抗癌活性 食道癌 、头颈部癌

抗菌活性 疟疾 、细菌和真菌感染

抗炎镇痛 颈椎病 、烫伤 、风湿病 、疼痛症 、湿疹 、顽癣 、骨关节炎 、子宫肌瘤 、盆腔 炎 、痔疮 、肝硬 化 、急性黄疸性肝炎 、腮腺炎

解除痉挛 咳嗽 (支气管痉挛所致 )、梅 核气 (环咽肌痉挛所致 )、尿路结石 、呃 逆 、胆囊炎 、胆 石症 、骨鲠

生理活性 尿酸性肾病 、痛风 、前列腺增生

5 　讨论

威灵仙的这些药理活性 ,由所含的化学成分决

定 。如了解各化合物的活性 ,就可以推知威灵仙在

临床上的作用 ,从而为下一步的研究开发指示方向 。

现在威灵仙所含的化合物中 ,活性了解得较清楚的

有以下几种 。详见表 5。
　　表 5 　各化合物的活性

化合物 活性 参考文 献

皂甙类 抗肿瘤 、抗炎 [ 18～21,30 ]

原白头翁素和白头翁素 显著抗菌 、镇痛 、抗肿瘤 (抑制癌细胞分裂 )、对神经系统先兴奋后麻痹 [ 31 ]

黄酮类 降血脂 、降胆 固醇 、消除 氧自由基 、抗 氧化 、抗过 敏 、抗 炎 、抗菌 、抗突 变 、抗
肿瘤 、保肝 、雌激素样作 用 、泻下 、杀虫

[ 41、42 ]

齐墩果酸 抗炎 、抗菌 、强心 、利尿 、抗肿瘤 [ 43 ]

　　威灵仙的化学成分很多 ,但是了解其活性的化

合物仅有原白头翁素 、白头翁素和齐墩果酸 ,这些都

是皂甙类化合物 ,也是皂甙有活性的部分原因。其

他很多化合物 ,像其他的皂甙 、具体的某一个黄酮类

化合物 、挥发油等等 。究竟有什么活性还不清楚 ,还

有大量的研 究工 作要做 。由 于中药的化学 成分复

杂 ,中药的疗效往往存在两种以上的成分之间的协

同作用 ,因此 ,在研究一个化合物的活性时 ,还需要

考虑其他化合物的影响 。从表 5看 ,这些化合物有

共同的活性 ,推测它们在药理上可能有协同作用 ,这

也可以成为继续研究的方向之一 。

对威灵仙的处理方式不同 ,也会有不同的治疗

效果 。用棉团铁线莲降血压时 ,可发现其浸剂的作

用比煎剂大 325倍 ;在抗疟疾 实验中〔32〕,水提取液

的抗疟效果不跟着剂量增大而增强 ,而乙醇提取液

的抗疟效果则有剂量依赖关系 。说明当处理方式变

化时 ,药剂内的成分也发 生了变化 ,才会使效果不

同 。因此 ,需要研究不同提取液中的具体成分 。在

加工制剂和成药时 ,应对加工的方式进行改善和完

善 ,充分发挥药材的功效 ,提高治病效率 。

中药威 灵 仙 的 三 种 基 原 植 物 中 ,对 威 灵 仙

( 1 O )和东北 铁线 莲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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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pr1)的研究较多 ,而对棉团 铁线 莲 (C1hexapetala
Pall1 )研究得较少 ,从传统用法和药理活性研究来

看 ,三种植物的药理作用类似 ,推测棉团铁线莲也应

含有相近的化学成分。今后可以对它进行研究 ,寻

找到有活性的 、或者是新的化合物 。

威灵仙的研究和应用前景都很广阔 ,应对其进

行深入研究 ,了解更多的作用机制 ,继续寻找新的成

分 ,为开发新药做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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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用药 ·

治 心 方 治 疗 心 肌 病 心 力 衰 竭 的 临 床 研 究 总 结

梁碧伟 ,闽存云 ,丘伟中 ,赵瑞红 ,魏国建 ,卜俊敏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080)

　　摘要 　目的 :观察治心方治疗 心肌 病心 衰的疗效及对预后的影响 ,评价治心 方治疗心肌 病心力衰竭 的安全性 。

方法 : 62例心肌病心衰患者用心肌病心 力衰 竭标 准治疗 (对照组 )与 60例心 肌病心衰患 者在心肌 病心力衰 竭标准

治疗基础上加以治心方 (治疗组 )作对比临床研究 ,通过临 床症状体 征疗效 、心功能变 化情况及 超声心 动图指 标的

改变观察治心方对心肌病心衰的影响 ,探讨 治心方对心 肌病心 衰患者 缓解症状 ,改善 心功能 ,提 高生活 质量 ,改善

预后的影响 。结果 :心力 衰竭 纽 约心 脏协 会 (N YHA )分级 ,治 疗 组心 功能 纠 正总 有效 率 95% ,明 显优 于对 照 组

80165% (P <0105)。左心室射血分数 (LVEF)、左室舒张期内径 (LVD S)两组均有改善 ,治疗组与对照组 比较 ,统计

学有显著性差异 ( P<0105)。两组患者症状改善 ,从总有效率看 ,同组与治疗 前比 较 ,均有显著性差异 ,两组 间无统

计学差异 ;从显效率看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P <0105)。两组 治疗前 后肝肾 功能 、血常 规 、电 解质

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在心肌病心 力衰 竭标 准治疗基础上加 以治心 方治疗 心肌病 心衰有 明显疗效 ,有 助于改 善心

衰症状 ,改善心功能 ,提高生活质量 ,而 且比 较安全 ,但对心肌病心衰长期预后有待进一步 探讨 。

关键词 　治心方 ;中 西医 结合 ;心肌病 ;心力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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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mmary of the C lin ic Study of Zh i2X in2Fang Tr eat ing the Hear t
Fa ilure Resu lt ing fr om Card iomyopathy

L IANGB i2wei, M IN Cun2yun, Q IUW ei2zhong, ZHAO Rui2hong, WE I Guo2jian, BU Jun2min
(The Peop le’s Hosp 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08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and prognostic effects an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Zhi2X in2Fang on heart failure

resul ting from cardiomyopathy1M ethods: 62 patientswith cardiomyopathy combinedwi th heart fai lurewere treatedw ith standard west2
ernmedical therapy as treatment group1 The other 60 patientswith the same diseaseswere administered wi th both Zhi2X in2Fang and
standardwesternmedicinesascontrol1 Several parameterswereobserved to evaluate theeffect of Zhi2X in2Fangon the heart failure, con2
tain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clinical symp tom andphysical signs, the imp rovement of heart function and the ul trasonic caridogram1

We also observed the effect of Zhi2X in2Fang to rel ieve the clinical symp tom and imp rove the heart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p rog2
nosis1 Results: A s theN YHA classify fo rheart failure, the effective rate for the treatment group was95% ,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con2
trol group (effective rate: 80165%) (P <0105) 1 Therewas significant imp rovement for LVEF andLVDS for both groups1 However,
the treatment group wasbetter than the contro l group (P< 0105) 1 The clinical symptom was sign ificantly imp roved compared to the un2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1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for effective rate (P<0105) but no t for the total effec2
tive rate1 There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or the function of liver and kidney, blood routinemethod, electrolyte compared to before
for the two groups1 Conclusion: The standardwesternmedicines combinedwith Zhi2Xin2Fang isa good therapy for treatingheart failure
resul ting from cardiomyopathy1 The combined therapy can relieve the cinical symp tom of heart failure, imp rove the heart function and

qual ity of l ife1 It is al so safer for thepatients1 However, its long2term p rognosis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in the futur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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