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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循环系统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正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是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病因。许多医药科研工作人员一直在不断开发相关药物，

不断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临床治疗上除了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本文主要概括了出现的几种靶点。然后向大

家介绍循环系统疾病的治疗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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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系统疾病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规律造成的，

还有一部分是受到基因的影响。目前，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造成

人体死亡的主要疾病，严重地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开发相

关的治疗及预防药物显得特别重要。针对心血管疾病，目前的药物

靶向性一般，我们为大家列举了几种常见的该药物的作用靶点。 

1.循环系统疾病的常规靶点 

随着人们研究的愈加深入，近些年来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心血管

疾病的潜在的治疗靶点。以下将简单探讨下 RNA、肠道菌群、维生

素 D 对心血管疾病治疗提供的一些新的治疗途径。 

1.1 RNA 

目前发现，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都与环状 RNA 的作用有关，

但是我们对其具体的作用方式并不清楚。对环状 RNA 的深入了解

将为基于环状 RNA 的心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干预的发展奠定基础
[0]。许多环状 RNA 是由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基因产生的，包括 Ryr2、

Ttn 和 Dmd，它在健康和患病的人类心脏中有不同的表达，这暗示

了它们在疾病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是环状 RNA，微 RNA 参与动

脉粥样硬化和动脉重塑的几乎所有分子途径，包括内皮功能障碍、

单核细胞激活和动脉壁侵袭、血小板和血管平滑肌细胞激活、还有

菌斑的形成[0]。有研究发现微 RNA 可能是新一代最有前途的心血管

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它有着极大的潜力，未来将它与传统的生物标

志物结合，将会为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带来巨大突破。 

1.2 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作用极其复杂，通过其 VDR 可以对包括心血管系统

在内的多种生物系统产生显著的细胞效应。初步研究表明，它是心

血管系统几个细胞成分的关键调节剂，影响细胞功能、MMP 的产

生和炎症反应[0]。我们或许可以开发相关的药物，作用于 D/VDR 系

统，从而调节心血管系统的细胞成分，同时响其功能和其他作用机

理的变化，从而引导其向抵抗病变的方向去调节机体，达到治疗疾

病的目的。 

1.3 肠道菌群 

随着研究点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又新发现了肠道菌群及其代谢

产物在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心力衰竭、心房颤动和心肌纤维化

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0]。科研工作者需要

通过不断地做实验来验证靶向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对 CVD 患者

的有益作用。 

2.常见药物及其作用机制 

药物名称 治疗作用 

硝酸甘油 用于治疗心绞痛和充血性心衰 

注射用尼可地尔 用于扩张冠状血管、用于治疗心

绞痛 

丹参注射液 用于活血化瘀、通脉养心，用于

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 

大株红景天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等 

心脉隆注射液 肺源性心脏病 

重组人脑利钠肽 治疗急性时代长心衰 

目前针对高血压的治疗药物钙通道阻滞剂包括二氢吡啶和硫

氮卓类,通过与受体结合位点结合,降低通道开放评率。减少外钙内

流,从而让膜的去极化成正比,与失活或静息状态结合,阻滞两者向激

活状态转化,其主要药理作用和药物靶点在心肌、平滑肌和抗动脉粥

样硬化、红细胞和血小板。血管紧张素 I 转化酶抑制剂通过拮抗 AT1

受体,从而促进血管舒张,血压降低和调节醛固酮分泌。 

另外,缬沙坦等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对于高风险的心血管或高血

压疾病患者有良好的的效果,特别是对于高血压肾病的患者,能够改

善患者的肾脏微动脉供血，从而改善肾功能。减少患者蛋白尿的产

生。该药物不良反应较少[5]。 

2.结语 

心血管疾病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仅给患者身体

和心理上造成了伤害，还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应该

加强开发相关的药物。我们通过查阅文献发现了有 VD、肠道菌群、

RNA 三种常见的作用靶点。并且我们也发现传统的药物有很好的治

疗作用。相信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我们一定能够降低患者造

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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