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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水蛭具有较强的活血化瘀作用ꎬ为眼病破血逐瘀之要
药ꎮ 水蛭在眼科中常应用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糖尿病
性视网膜病变、白内障、视网膜静脉阻塞等疾病ꎬ其作用机
制可能与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改善微循环以及抗细胞凋
亡等有关ꎮ 此外ꎬ在基础研究方面还发现水蛭提取液具有
使细胞转分化的功能ꎬ对人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有抑制作
用ꎬ具体分子机制尚待进一步验证ꎮ 本文综述了水蛭及其
提取液在眼科疾病中的应用和研究现状ꎬ为水蛭及其提取
液治疗眼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多提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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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２０２０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收录的水蛭为

３ 种蛭的干燥全体ꎬ这种药物性咸ꎬ味道苦ꎬ有少许毒性ꎬ
主破血通经、逐瘀消癥[１]ꎮ 水蛭属于虫类药ꎬ这类药物被
誉为“血肉有情之品”ꎬ在临床中常用于活血化瘀、通络止
痛、镇痉熄风等ꎬ将虫类作为药物治疗的历史非常久远ꎬ并
且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其中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咸走血ꎬ
苦胜血ꎮ 水蛭之咸苦ꎬ以除蓄血ꎬ乃肝经血分药ꎬ故能通肝
经聚血”ꎮ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ꎬ经过不断地研究显
示ꎬ水蛭中含有 １７ 种氨基酸以及蛋白质ꎬ其中包括 ８ 种人
体必需氨基酸[２]ꎬ另含有水蛭素、吻蛭素、组织胺以及肝素
等ꎻ在水蛭中还含有糖脂类、羧酸酯类以及蝶啶类等小分
子ꎻ此外也含有 １４ 种微量元素ꎬ如锌、铁、锰、铜、硒、钴、
铬、钼以及镍等[３]ꎮ 水蛭可以起到抗炎、镇痛、抗凝、抗纤
维化、抗细胞凋亡、抗肿瘤等作用[４－８]ꎬ在心脑血管疾病、
肾脏疾病、整形外科中广泛应用ꎮ 由于水蛭具有较强的活
血化瘀作用ꎬ破瘀不伤新血ꎬ无损气分ꎬ因此水蛭也可作为
眼科破血逐瘀之要药ꎬ并广泛应用于眼科多种疾病的治
疗中ꎮ
１水蛭在眼科疾病中的应用
１.１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ＡＲＭＤ)是一种发病率与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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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的老年性疾病ꎬ双眼先后或同时发病ꎬ视力呈进
行性损害ꎮ 中医认为 ＡＲＭＤ 的产生和发展与肝脾肾存在
密切关系ꎬ肝脾肾功能失调是本病主要的发病机制ꎬ湿性
ＡＲＭＤ 可 诱 发 脉 络 膜 新 生 血 管 ( ｃｈｏｒｏｉｄａｌ
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ꎬＣＮＶ)形成ꎬＣＮＶ 的发生是由于患者气
血津液的失调导致眼底水液、痰湿、瘀血等病理产物的堆
积ꎬ在发病的全过程中ꎬ痰湿、淤血贯穿始终ꎮ 仝小林教授
认为水蛭为破血药ꎬ主要应用于络脉瘀滞疾病[９]ꎬ所以水
蛭治疗 ＡＲＭＤ 主要以化痰通络散瘀为主ꎮ 孟文明[１０]通过
观察活络散结汤(方药组成含水蛭 １５ｇ)治疗 ２６ 例痰瘀互
结证湿性 ＡＲＭＤ 的临床疗效ꎬ以视力提高 １ 行以上为有
效ꎬ发现治疗组的有效率可达 ７７％ꎮ 唐文婷[１１] 采用自拟
补益肝肾祛瘀汤(方剂含水蛭 ６ｇ)联合西药治疗 ＡＲＭＤ 患
者 ４２ 例ꎬ以治疗前后视力变化、黄斑区视网膜厚度以及视
物模糊症状的改善情况进行疗效评定ꎬ结果显示治疗总有
效率为 ９２. ９％ꎬ高于对照组 (单纯使用西药治疗) 的
７５.６％ꎬ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提示自拟补益肝肾祛瘀汤的应用具有较高安
全性ꎬ可长期服用ꎮ 杨玉青等[１２] 观察益气养阴散结通络
汤(方剂含水蛭 ３ｇ)治疗气阴两虚ꎬ痰瘀阻络证型湿性
ＡＲＭＤ 的临床疗效ꎬ观察患者治疗前后视力、３０°视野及黄
斑区视网膜厚度的改善情况ꎬ治疗组总有效率 ７６.９２％ꎬ高
于对照组的 ６２.８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提示此
方能明显改善湿性 ＡＲＭＤ 患者的症状ꎮ
１.２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ＤＲ)的基本病理过程主要为视网膜微血管的
病变ꎬ是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之一ꎮ 中医认为 ＤＲ 的发病
机制在于消渴日久ꎬ耗气伤阴ꎬ以气阴两虚、阴阳两虚为
本ꎬ以脉络瘀阻、痰浊凝滞为标ꎬ治疗常常予以益气养阴、
活血化瘀ꎮ 由于 ＤＲ 归属络脉病变范畴ꎬ动物药的最大特
点是动而不居ꎬ性善窜透ꎬ能深入体细道窄的络脉之中ꎬ以
深搜细剔络中伏邪[１３]ꎬ因此水蛭常用于络脉病的治疗ꎬ作
用机制可能在于改善微循环等ꎮ 国内外研究也表明天然
水蛭素可能通过阻断 ＰＡＲＳ / ｐ３８ / ＮＦ－κＢ 等途径降低大鼠
皮瓣炎症反应ꎬ具有改善微循环的潜能[１４－１５]ꎮ 临床使用
含水蛭的中成药治疗非增殖期 ＤＲ 的疗效已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ꎬ如芪明颗粒(成分:水蛭、黄芪、葛根、地黄、枸杞
子、决明子、茺蔚子、蒲黄)ꎮ 一系列的临床试验发现芪明
颗粒能够提升非增殖期 ＤＲ 患者的视力ꎬ改善黄斑水肿情
况ꎬ使视网膜及脉络膜的血流加快ꎬ眼部血液循环得到改
善ꎬ延 缓 ＤＲ 的 进 展ꎬ 且 疗 效 安 全ꎬ 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低[１６－１９]ꎮ
１.３白内障　 白内障(ｃａｔａｒａｃｔ)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ꎬ任何
影响眼内环境的因素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破坏晶状体的组
织结构ꎬ其中晶状体上皮细胞( ｌｅｎｓ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ꎬＬＥＣｓ)
过度凋亡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产生的原因之一[２０]ꎮ 中医
则认为白内障的发病机制在于年老肝肾亏虚ꎬ精血不足ꎬ
或因脾胃虚弱ꎬ肝热上扰致晶珠逐渐混浊ꎮ 目前与水蛭相
关的药物治疗白内障多与 ＬＥＣｓ 相关ꎬ由福建省第二人民
医院研制的复方水蛭滴眼液( ＳＺ)是以民间验方为基础ꎬ
以水蛭为主要成分ꎬ目前已经获得专利权ꎬＳＺ 可减缓实验
大鼠半乳糖白内障ꎬ其作用机制在于减轻因紫外线照射引
起的 ＬＥＣｓ 损伤ꎬ提高 ＬＥＣｓ 核内的 ＤＮＡ 含量ꎬ从而起到防

护紫外线照射引起 ＬＥＣｓ 凋亡的作用[２１]ꎮ 在一项为期
６ｍｏ 的 ＳＺ 治疗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１００ 眼的临床观察中ꎬ
以矫正视力和晶状体混浊程度为疗效观察指标ꎬ结果显示
ＳＺ 组有效率(６６％)明显高于对照组(２％) (Ｐ<０.０１)ꎬ且
只有少数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ꎬ说明了其用药的安
全性[２２]ꎮ
１.４ 视网膜静脉阻塞 　 视网膜静脉阻塞 (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ｖｅｉｎ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ꎬＲＶＯ)的发病率仅次于 ＤＲꎬ是较为常见的视网
膜血管疾病ꎬ黄斑水肿和视网膜新生血管出血是 ＲＶＯ 眼
视力丧失的两个主要原因ꎮ 中医脏腑学说认为 ＲＶＯ 多因
痰热内生ꎬ气滞血瘀ꎬ或因脾胃虚弱ꎬ脾不统血引起的血溢
脉外ꎬ或因阴虚阳亢、气血逆乱ꎬ血不循经而溢于目内ꎻ以
经络学说来看ꎬ目络为络脉在眼部的延伸ꎬ具有渗灌气血、
联系脏腑的作用ꎬ“以通为用”是目络重要的生理特点[２３]ꎬ
因此视网膜阻塞性血管疾病疗法主要以通为主ꎬ兼以益气
养阴ꎮ 水蛭善破血逐瘀ꎬ通络散结ꎬ因此中药水蛭对于视
网膜缺氧缺血性的血管病变具有良好的活血通络作用ꎬ有
助于眼底出血后的吸收、黄斑水肿的减轻以及预防新生血
管的形成ꎮ 在一项中医临床试验中ꎬ采取分期治疗 ＲＶＯꎬ
并对治疗效果进行观察显示ꎬ采用“化瘀散结片(成都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研制并以水蛭为主药)”配合“益
视片”治疗 ＲＶＯ 干血期或者死血期ꎬ试验组疗效优于对照
组[２４]ꎮ 另有研究显示应用眼络通方(由水蛭、地龙、葛根、
川芎、三棱组成)治疗兔 ＲＶＯ 模型ꎬ兔视网膜组织中各时
间点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ＰＤＧＦ) 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ꎬＶＥＧＦ)ｍＲＮＡ 及蛋白表达量均较模型对照组
显著降低ꎬ推测其抑制新生血管形成的作用机制可能与下
调 ＶＥＧＦ 和 ＰＤＧＦ 在视网膜组织中的高表达有关[２５]ꎮ
１.５其他眼科疾病 　 研究发现化瘀散结片(以水蛭为主
药)可以促进玻璃体积血吸收ꎬ对防治增生性玻璃体视网
膜病变(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ｔｒｅｏｕｓ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ＰＶＲ)的发生发展
有一定作用[２６－２７]ꎮ 化瘀散结片也能运用在视网膜脱离术
后的视功能恢复ꎬ治疗组服用化瘀散结片治疗 １、３ｍｏ 后
的视力疗效显效率分别为 ５１.６１％和 ５８.０６％ꎬ且治疗 ３ｍｏ
后治疗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说明化瘀散结片能有效
改善视网膜脱离术后患者的玻璃体混浊ꎬ加快视网膜下积
液吸收ꎬ促进视网膜平伏ꎬ有利于视功能的恢复[２８]ꎮ

此外ꎬ由于虫类药物具有通经活血、化痰散结的作用ꎬ
一些学者认为水蛭对甲状腺相关眼病也有着不错的疗效ꎮ
陈如泉教授认为甲状腺相关眼病的发病机制在于肝气郁
久化火ꎬ痰瘀互结ꎬ或因肝脾不和ꎬ脾虚水湿聚而成痰ꎬ日
久循经上行于目ꎬ痰血瘀阻于眼眶ꎬ水蛭破血逐瘀ꎬ能软坚
散结ꎬ配合其他活血通络类药物可共奏化痰散结之功
效[２９]ꎮ 但水蛭在甲状腺眼病的临床应用未进行确切的疗
效评估ꎬ需要做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来观察其疗效是否
可靠ꎮ
２水蛭提取液在眼科中的研究现状

目前水蛭提取液在眼科基础研究中常见有 ３ 种提取
方式:(１)水蛭渗滤液[３０]:水蛭粗粉定量ꎬ加体积分数 ７５％
乙醇 ２００ｍＬꎬ使均匀润湿ꎬ加盖ꎬ放置 ２ｈꎬ装入渗滤筒中ꎬ
添加体积分数 ７５％乙醇高出药面 ３ｃｍꎬ排除筒内空气ꎮ 加
盖放置 ４８ｈ 后放出药液ꎬ流速 ３ｍＬ / ｍｉｎꎬ并从药面不断添

５４６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４ Ａｐ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加体积分数 ７５％乙醇 ５０００ｍＬꎬ渗滤液回收乙醇至无醇味ꎬ
定容至实验所需量ꎬ药液经６０Ｃｏ 照射灭菌ꎬ备用ꎮ (２)水
蛭水提醇沉提取液[３１]:取水蛭定量ꎬ加水煮 ３ 次ꎬ每次加
水 ８ 倍ꎬ煎煮 １ｈꎬ滤过ꎬ合并 ３ 次滤液ꎬ浓缩至 ２００ｍＬꎬ加
９５％乙醇ꎬ使含醇量至 ７５％ꎬ静置过夜ꎬ滤过ꎬ滤液回收乙
醇至无醇味ꎬ定容ꎬ药液经６０Ｃｏ 照射灭菌ꎬ备用ꎮ (３)水蛭
水提液[３２]:水蛭干粉直接溶于 ＰＢＳ 中ꎬ按一定比例混合浸
提 ３０ｍｉｎꎬ滤过后备用ꎮ 对于以上 ３ 种水蛭提取物的浓度
均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使用凝血酶测定水蛭
提取液中水蛭素的浓度来计算ꎮ
２.１水蛭渗滤液
２.１.１ 对新生血管的调控作用 　 有研究显示ꎬ６４ｇ / Ｌ 水蛭
渗滤液会导致 ＲＦ－６Ａ 血管内皮细胞跨膜受体 ＶＥＧＦＲ２ 的
表达大幅降低ꎬ抑制了血管内皮细胞增殖ꎬ推测可能是因
为水蛭渗滤液与 ＶＥＧＦＲ２ 有相互作用ꎬ竞争性抑制了
ＶＥＧＦ 与 ＶＥＧＦＲ２ 的结合[３３]ꎮ 在之后的一项实验中发现
凝血酶能够在 ２、４、６、８、１０ｈ 诱导 ＲＦ－６Ａ 细胞 ＴＮＦ－α 表
达的增加ꎬ而 ６４ｇ / Ｌ 水蛭渗滤液能够抑制凝血酶诱导下
ＴＮＦ－α 的表达ꎬ推测水蛭渗滤液通过阻断凝血酶从而对
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 ＴＮＦ－α 表达下调ꎬ减少新生血管的
生 成[３４]ꎮ 研 究 发 现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ꎬＭＭＰｓ)与新生血管的产生密切相关ꎬ其
中研究最多的是 ＭＭＰ － ２ꎬ ６４ｇ / Ｌ 水蛭渗滤液作用于
ＲＦ－６Ａ细胞ꎬ以 ＭＭＰ－２ 和Ⅳ型胶原为检测指标ꎬ结果显
示 ６４ｇ / Ｌ 水蛭渗滤液促进了体外凝血酶诱导下细胞微环
境中Ⅳ型胶原的合成ꎬ抑制了 ＭＭＰ－２ 的分泌ꎬ改变了细
胞生长的微环境ꎬ对新生血管的形成有抑制作用[３５]ꎮ 也
有研究发现天然水蛭素在低浓度时可促进血管生成ꎬ而在
高浓度时可抑制血管生成[３３]ꎬ提示水蛭渗滤液对血管内
皮细胞的生成可能有着一定调控作用ꎬ主要在于减少
ＶＥＧＦ 和 ＴＮＦ－α 等促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ꎬ抑制 ＭＭＰｓ 等
酶的分泌ꎬ改变细胞生长的微环境ꎬ从而抑制血管内皮细
胞增殖ꎬ对新生血管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影响ꎮ
２.１.２ 抗增生作用 　 由于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 (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ꎬＲＰＥ)是参与 ＰＶＲ 的主要细胞之一ꎬ
ＲＰＥ 受到不同刺激ꎬ重新进入细胞周期ꎬ使 ＲＰＥ 异常增殖
造成 ＰＶＲ 的发生ꎮ 郑燕林等[３６] 研究发现不同浓度凝血
酶均有不同程度促进 ＲＰＥ 增殖作用ꎬ１２８ｍｇ / ｍＬ 水蛭渗滤
液对凝血酶诱导的 ＲＰＥ 增殖具有抑制作用ꎮ 一系列的研
究发现水蛭渗滤液对 ＲＰＥ 抑制的作用机制可能与 Ｐ３８
ＭＡＰＫ 信号转导通路以及 Ｇ 蛋白信号通路等有关[３７－３８]ꎮ
Ｂａｓｔｉａａｎｓ 等[３９]通过研究得出结论ꎬ天然水蛭素可以显著
降低增生性玻璃体病变患者玻璃体内凝血酶活性ꎬ抑制
ＲＰＥ 促炎和促纤维化途径ꎮ 这与水蛭素发挥抗凝的功效
基本一致ꎬ因此我们推测水蛭渗滤液发挥抗增生作用机制
的有效成分之一为水蛭素ꎮ
２.１.３转分化作用　 本课题组前期实验发现 ６４ｇ / Ｌ 水蛭渗
滤液可在体外诱导 ＲＰＥ 形态类似神经元样细胞改变ꎬ并
表达神经元特异性蛋白 ＮＳＥＴＩＮꎬ提示水蛭有诱导体外
ＲＰＥ 向神经元分化的趋势[４０]ꎬ因此水蛭具有调节视网膜
干细胞活性及定向分化作用ꎬ并将分化细胞进行视网膜下
腔移植来治疗退行性视网膜病变等是具有研究前景的ꎮ
但由于水蛭的成分十分复杂ꎬ水蛭渗滤液发挥转分化作用

机制的有效成分尚不明确ꎬ仍需做更深入的探索ꎮ
２.２水蛭水提醇沉提取液　 ＬＥＣｓ 与白内障的发生发展密
切相关ꎬＬＥＣｓ 的过度凋亡或者异常增殖均可能引起不同
类型的白内障发生ꎮ 周春阳等[３１] 通过观察体外培养
ＬＥＣｓꎬ模拟白内障囊外摘除术 [ ｅｘｔｒａ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ꎬＥＣＣＥ]术后后发性白内障的
发生发展过程ꎬ发现水蛭水提醇沉提取液对体外培养的牛
ＬＥＣｓ 有明显生长抑制作用ꎬ其 ２４、７２ｈ ＩＤ５０分别为 ３１.８５、
３０.６９ｍｇ / ｍＬꎬ经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ꎬ且经作用
２４ｈ 后ꎬ观察到水蛭水提醇沉提取液能抑制 ＬＥＣｓ 的贴壁ꎬ
这为水蛭用于防治后发性白内障提供了实验依据ꎮ 重组
水蛭素与天然水蛭素的结构、药理作用高度相似[４１]ꎬ孙宇

等[４２]研究发现重组水蛭素经眼部黏膜给药后可以使半乳
糖性白内障大鼠的晶状体混浊度减轻ꎬ可能是由于提高了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的活性ꎬ降低了晶状体中过氧化产
物—丙二醛(ＭＤＡ)浓度ꎬＬＥＣｓ 细胞膜稳定性和抗脂质过
氧化能力逐渐恢复ꎬ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白内障的效果ꎮ
重组水蛭素变异体Ⅲ(ｒＨＶ３)对半乳糖介导的 ＬＥＣｓ 损伤
均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ꎬｒＨＶ３ 能够显著降低高糖环境下
ＬＥＣｓ 的 ｐ５３ 表达ꎬ其抗细胞凋亡作用的机制之一是通过
ｐ５３ 抑制线粒体介导的凋亡途径来起到对 ＬＥＣｓ 的保护作
用[４３－４４]ꎮ 水蛭水提醇沉提取液具有抑制 ＬＥＣｓ 生长的作
用ꎬ而重组水蛭素以及其变异体具有抗 ＬＥＣｓ 凋亡的作
用ꎬ推测水蛭的不同提取方法可能影响其有效成分发挥不
同的药理作用ꎬ但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证实ꎮ
２.３水蛭水提液　 由于水蛭素具有强大的抗凝血功能ꎬ故
有利于药物进入组织杀灭肿瘤细胞ꎮ 李园媛等[３２] 使用水
蛭素浓度为 ０.０４、０.０８Ｕ / ｍＬ 的水蛭水提液体外作用于人
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ＷＥＲＩ－ＲＢ－１)ꎬ对细胞的增殖、凋
亡以及侵袭能力进行检测ꎬ研究结果表明水蛭水提液可以
有效抑制 ＷＥＲＩ－ＲＢ－１ 细胞的增殖和侵袭ꎬ并能诱导细胞
凋亡ꎬ有望能成为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治疗药物ꎬ但其分子
机制还需深入研究ꎮ
３小结与展望

中药水蛭的功效多为破血通经、逐瘀消癥ꎬ因此水蛭
目前在眼科疾病中多用于各种血证的治疗ꎬ其发挥作用的
机理主要为抗 ＶＥＧＦ、改善微循环障碍、抗细胞凋亡以及
抗增生等ꎬ通过临床研究数据显示均取得了一定疗效ꎮ 对
水蛭提取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与创新ꎬ如水蛭提取液可
能诱导细胞分化、水蛭水提液可以有效抑制视网膜母细胞
瘤细胞增殖等ꎬ这为中药发挥其多元化的特性治疗视力丧
失性眼科疾病提供了更多方向ꎮ

然而ꎬ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性ꎬ水蛭及其提取液的临
床应用和基础研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１)水蛭入药治疗
眼病以复方和中成药为主ꎬ中药复方等成分组成极其复
杂ꎬ因此不能判定发挥作用机制的主要药物是否为水蛭ꎬ
水蛭的有效成分组成至今未得到完全解释ꎻ(２)水蛭的提
取方式有多种ꎬ前期的研究显示不同的提取方式可能使水
蛭发挥不同的药理作用ꎬ但目前水蛭的提取方式尚缺乏标
准的质量控制体系ꎬ因此不能确定水提取液的稳定性和绝
对有效性ꎻ(３)水蛭古今医书均记载有毒ꎬ在«本经»中列
为下品ꎬ虽据现代药理研究较为安全可靠ꎬ但在临床应用
时其用量安全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ꎮ 因此未来对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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蛭的研究应该注重其成分分析ꎬ形成较为标准的中药质量
控制体系ꎬ使水蛭发挥作用的机制得到更全面的阐释ꎬ提
高水蛭应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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