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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欢对精神疾病的药理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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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合欢Albizia julibrissin是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材，在临床中应用广泛。合欢的主要药用部位有合欢皮和合欢花，

内含多种有效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抗抑郁、镇静催眠等多种药理作用。研究显示合欢皮和合欢花及有效成分能通过

调节神经递质表达、减轻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调控相关信号通路等机制起到改善及治疗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目

的。主要对合欢皮、合欢花及有效成分抗抑郁和抗焦虑等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理作用及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旨在为合

欢作为抗精神疾病药物的开发与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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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bizia julibrissin  is a medicinal and edibl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main 

medicinal parts of A. julibrissin are bark and flowers, which contain a variety of active ingredients and have many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anti-inflammatory, antioxidant, antidepressant, sedative and hypnotic.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extracts and active 

ingredients of A. julibrissin can improve and treat mental disorder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y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reducing oxidative stress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regulating related signaling pathway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xtracts of A. julibrissin and its active ingredients against mental 

diseases we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julibrissin as an anti-mental diseases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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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精神活动的中心，承担着思维、记忆等

多种生理功能。精神疾病是指在生物、社会、心理

等因素的影响下，大脑功能发生紊乱，导致行为、情

感、认知等精神活动出现异常为临床表现的一类疾

病［1］。精神疾病常由神经细胞损伤或脑组织病变所

引发，主要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目前，精神疾病

的发病机制未完全阐明，但主要与能量代谢异常、

氧化应激、神经递质代谢异常等相关［2］。尽管现代

医学经过不断发展，已研制出许多抗精神疾病的化

学药物，但目前的西医治疗存在长期疗效不佳，药

物带来的不良反应大等问题［3］。因此，寻找安全有

效的精神疾病治疗方法显得极其重要。而中药在

防治精神疾病方面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多

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优势，对多数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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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且不良反应小、安全性较

高，因此中药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理作用和机制是当

下的研究热点。

豆科植物合欢Albizia julibrissin Durazz.作为传

统中药材，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展现出了一定的疗

效，其主要药用部位合欢皮、合欢花及有效成分因

具有良好的神经药理活性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合欢原产于亚洲地区，多种植于中国、朝鲜、日

本等地，自古以来就被我国视作药用植物广泛种

植。合欢具有解郁安神、镇静、理气和胃的功效［4］，

常用于改善患者心悸、失眠、健忘等症状。研究表

明，合欢的药用部位中以合欢皮与合欢花的神经药

理活性最丰富，其中合欢花以黄酮类成分含量较

高，而合欢皮以皂苷类成分为主［5］。现代药理研究

显示，合欢各提取部位及有效成分均能发挥出一定

的抗炎、抗氧化［6-7］、抗肥胖［8］、镇静催眠［9］、抗抑

郁［10-11］等药理活性，对脑组织的保护作用得到广泛

认可。合欢提取部位及有效成分在治疗焦虑症、抑

郁症等精神疾病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与开发前景，

能通过调节脑内神经递质表达，减轻氧化应激及炎

症反应，调控相关信号通路的分子表达等发挥多种

药理机制，起到改善及治疗精神疾病的作用。因

此，本文结合国内外文献研究，对合欢治疗精神疾

病的药理作用及相关机制进行总结，为研究合欢用

于治疗精神疾病带来新思路。

1　药理作用

合欢通过多种途径起到抗精神疾病的作用。

首先，通过增强神经递质如 5-羟色胺（5-HT）和 γ-氨

基丁酸（GABA）的功能，改善神经信号的传导，从而

缓解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其次，发挥类似于抗

抑郁药物的效果，调节大脑中的神经化学物质平

衡，提高情绪稳定性。同时，通过减轻脑内炎症反

应和氧化应激，发挥神经保护作用，减少神经细胞

损伤。此外，还能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能，改

善睡眠障碍与情绪波动，进而发挥抗精神疾病的全

面作用。

1.1　合欢皮

合欢皮为合欢的树皮，是合欢药用部位中富含

生物活性的重要部分，在临床中常用于焦虑、抑郁、

睡眠障碍等精神疾病的治疗。熊永豪等［12］采用高

架十字迷宫和明暗箱实验的方法制备焦虑小鼠模

型，实验时将 60只焦虑模型小鼠随机分为 5组：模

型组（蒸馏水），阳性对照组（地西泮，2.5 mg·kg−1），

合欢皮水提液高、中、低剂量（5.00、2.50、1.25 g·kg−1）

组，各组分别 ig给药，连续 5 d。结果发现，与模型组

小鼠比较，地西泮组以及合欢皮水提液高、中、低剂

量组小鼠焦虑行为学表现明显减轻，小鼠脑内

GABA含量升高，谷氨酸（Glu）、5-HT含量下降，且

与合欢皮水提液高、低剂量组比较，中剂量组焦虑

情况改善更为显著。由此表明，合欢皮水提液能通

过提高脑内GABA的含量来发挥脑神经保护作用，

对小鼠焦虑样行为具有治疗效用，且以合欢皮水提

液中剂量的抗焦虑作用最佳，说明其抗焦虑作用具

有剂量相关性。

廖颖等［13］运用小鼠悬尾、强迫游泳实验以及服

用利血平构建抑郁小鼠模型，以合欢皮水提液为治

疗药物，将实验动物分为 5组：对照组、模型组、氯丙

咪嗪阳性对照组（5 mg·kg−1）及合欢皮水提液低、高

剂量（100、300 mg·kg−1）组，各组分别 ig 给药，连

续 7 d，于末次给药后 1 h 进行指标检测。结果发

现，合欢皮水提液剂量为 100、300 mg·kg−1均能减少

小鼠悬尾 6 min 内不动时间以及强迫游泳不动时

间，且能明显拮抗利血平所致模型小鼠的体温下降

及眼睑下垂情况，推测其可能影响小鼠脑内单胺类

神经递质 ，如 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

胺（DA）含量有关。合欢皮水提液可通过调节神经

递质，发挥抗抑郁的药理作用。

癌症患者常伴见抑郁、睡眠障碍、疲乏等精神

症状，二者常相互关联、影响。艾敏等［14］通过手术

方式将 Lewis肺癌细胞植入小鼠体内，构建具有上

述症状表现的 Lewis肺癌小鼠模型，对合欢皮改善

肿瘤相关神经症状，如抑郁、睡眠障碍等的作用进

行研究，实验小鼠随机分为 3组：对照组、模型组及

给药组，于造模第 4 d开始，给药组小鼠给予合欢皮

水提物（2.578 g·kg−1）ig处理，其余两组小鼠用同体

积饮用水 ig 处理，每天 1 次，共持续 17 d。结果显

示：合欢皮水提物能改善模型小鼠脑组织内神经损

伤情况，降低脑组织中Glu水平，抑制由Glu引起的

氧化应激、以及减少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s）

的激活，改善神经损伤情况，发挥出一定的抗抑郁

效用。同时，研究还发现合欢皮水提物能明显改善

Lewis 肺癌小鼠在肿瘤后期出现睡眠-觉醒次数增

加，尤其是在黑暗阶段时出现睡眠破碎的情况，在

使用合欢皮水提物进行治疗后，这种睡眠破碎的情

况得到明显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模型小鼠

睡眠时相的改变，表明合欢皮水提物抑制Glu诱导

的神经细胞氧化应激反应及凋亡，是其改善荷瘤小

鼠抑郁、睡眠障碍等神经症状重要基础。说明合欢

··1930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第47卷 第8期  2024年8月 Vol. 47 No. 8 August 2024

皮水提物能发挥出减轻氧化应激、改善神经损伤、

镇静催眠等药理作用，从而使精神疾病得到明显

改善。

1.2　合欢花

合欢花是合欢的干燥花序或花蕾，在治疗抑郁

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方面具有药理活性，也是合

欢抗癌的主要药用部位。刘倩佟等［15］利用经典高

架十字迷宫、明暗箱实验的方法构建焦虑小鼠模

型，对合欢花总黄酮的抗焦虑作用进行研究，将 70

只 ICR实验小鼠随机分为 5组：模型组、合欢花总黄

酮低、中、高剂量（2.5、5.0、10.0 g·kg−1）组以及阳性对

照地西泮组，各组 ig 给药，连续 7 d，在第 7 天给

药 1 h后进行行为学实验。结果发现，与模型组比

较，合欢花总黄酮高、中、低剂量各组小鼠的高架十

字迷宫实验中进入开臂次数、时间均显著增加，此

外，合欢花总黄酮高、中、低剂量各组小鼠进入明暗

箱活动次数、时间也显著提高，且无明显剂量相关

性。由此可见，合欢花总黄酮高、中、低剂量均可通

过改善模型小鼠的焦虑样行为，缓解焦虑情绪。

崔妍等［16］采用应激束缚联合 sc皮质酮（CORT）

的方法制备焦虑性抑郁症大鼠模型，实验动物随机

分为 8组：对照组，模型组，低、高剂量酸枣仁（1.35、

2.70 g·kg−1）组，低、高剂量合欢花（1.80、3.60 g·kg−1） 

组，低、高剂量酸枣仁-合欢花 （1.35 g·kg−1酸枣仁＋

1.80 g·kg−1合欢花、2.70 g·kg−1酸枣仁＋3.60 g·kg−1合

欢花）组，从造模第 1天开始，各组均 ig给药，连续给

药 28 d。结果显示：与模型组比较，低、高剂量酸枣

仁-合欢花组和高剂量酸枣仁组以及高剂量合欢花

组大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显著缩短，高架十字迷宫

实验中进入开放臂次数比例和进入开放臂的时间

比例值明显提高，血清中 CORT、肾上腺皮质激

素（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RH）水

平明显降低；且与高剂量酸枣仁组和高剂量合欢花

组比较，高剂量酸枣仁-合欢花组大鼠上述各指标改

善更为显著，与配伍使用及给药剂量具有相关性。

同时，高剂量酸枣仁、高剂量合欢花以及高、低剂量

酸枣仁-合欢花的干预还能使大鼠血清中白细胞介

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 6（IL-6）等促炎因子水

平明显下降，大鼠海马神经细胞可见排列紧密、细

胞层次增多。说明单独使用高剂量合欢花以及高、

低剂量酸枣仁-合欢花配伍使用均可有效调节下丘

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紊乱，抑制炎症反应，发挥

抗焦虑性抑郁的药理作用，且以配伍应用时疗效更

佳，能发挥多靶点协同抗精神疾病的作用。

2　作用机制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合欢发挥抗精神疾病作

用主要药用部位为合欢皮和合欢花，药理作用机制

主要包括调节神经递质的表达，如 5-HT、NE、DA、

GABA 等，减轻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调控相关信

号通路等。

2.1　调节神经递质的表达

神经递质对情绪的调节十分重要，研究表明神

经递质浓度的下降会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

病的发生［17］。而合欢能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的表达，

发挥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作用。

2.1.1　合欢皮 黄碧珊［18］采用化学分离与鉴定技

术，首先从合欢 70%乙醇提取物中提取分离出（-）-

丁香树脂酚-4-O-β-D-呋喃芹糖基-（1-2）-β-D-吡喃

葡萄糖苷（SAG）和（-）-丁香树脂-4，4'-bis-β-D-葡萄

糖 苷（SBG）2 种 具 有 抑 制 5-HT 再 摄 取 转 运

体（SERT）活性的化学成分，随后选取HeLa细胞系

构建抑郁细胞模型，每孔 100 μL，培养 24 h后待细

胞长满，更换 70 μL新的培养基，经过 h-SERT转染

后使其具有转运活性，然后分别以 20 μL的 70%合

欢乙醇粗提取物、60%乙醇提取物、SAG和SBG（最

终药物浓度为 0、0.2、0.4、0.6、0.8、1.0 mmol·L−1） 孵

育，4 h后进行检测。结果发现，SAG和SBG能够有

效抑制对 SERT具有抑制效应的人体 SERT荧光底

物 4-［4-（二甲氨基）苯基］-1-甲基吡啶（APP+）被转

运到细胞内，并且对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NET）和

多巴胺转运体（DAT）也表现出一定抑制作用，与干

预浓度无关，且通过实验证实了 SAG 和 SBG 对

SERT 突变体 Y107C 构象能产生影响，它们的结合

诱导 SERT 关闭膜外底物渗透通道，进而抑制

SERT，提高突触中神经递质的水平，从而发挥出抗

抑郁效果。提示合欢皮及其有效成分可通过调节

神经递质的转运能力，实现对 HeLa 抑郁细胞的神

经保护作用，且各干预浓度均能发挥良好治疗

效果。

田薇［19］运用高架十字迷宫、明暗箱实验的方法

构建焦虑小鼠模型，并以筛选出的合欢皮抗焦虑活

性部位进行后续实验，实验分为地西泮组，丁螺环

酮组，模型组，合欢皮D101大孔树脂吸附水洗脱部

位高、低剂量（72.93、36.46 g·kg−1）组，合欢皮 D101

大孔树脂吸附 40%乙醇洗脱部位高、低剂量（68.61、

34.30 g·kg−1）组，合欢皮D101大孔树脂吸附 95%乙

醇洗脱部位高、低剂量（5.02、2.51 g·kg−1）组，共 9组。

每组均 ig给药，连续用药 1周后断头取脑组织，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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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脑内神经递质含量。结果显示，在给药组中，

合欢皮D101大孔树脂吸附 3个组分组的小鼠脑组

织中 GABA、Glu、乙酰胆碱（Ach）递质含量提

高，5-HT、5-羟吲哚乙酸（5-HIAA）、NE递质含量减

少，且较地西泮组和丁螺环酮组递质含量变化更为

显著，各剂量组间无显著性差异。该研究结果提

示，合欢皮的抗焦虑活性部位可通过调节脑内神经

递质的含量，继而改善焦虑样情况，且各剂量组均

能发挥良好效果。

2.1.2　合欢花 刘倩佟［20］使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

和明暗箱实验构建焦虑小鼠模型，对合欢花总黄酮

中槲皮苷成分的抗焦虑作用进行研究，将小鼠随机

分为 5 组：模型组（0.5% 羟甲基纤维素钠），槲皮苷

低、中、高剂量（2.5、5.0、10.0 mg·kg−1）组和地西泮阳

性对照（2 mg·kg−1）组，均 ig给药，连续 7 d。结果显

示，与模型组相比较，槲皮苷低、中、高剂量干预组

均能明显减少小鼠脑内DA及其代谢物 3,4-二羟基

苯乙酸（DOPAC）、高香草酸（HVA）的含量，且具有

剂量相关性，以槲皮苷中、高剂量组下降更为明显。

槲皮苷还可显著减少小鼠脑内 5-HT及其代谢产物

5-HIAA 含量，且也呈剂量相关性，以槲皮苷中、高

剂量组降低更为显著。因此，合欢花中的槲皮苷成

分可通过影响DA能系统以及血清素系统，调节小

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量，推测槲皮苷可能通

过抑制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继而起

到改善模型小鼠的焦虑样表现。该结果提示合欢

花中的槲皮苷成分有望成为治疗焦虑症等精神疾

病的新型药物。

李万里等［21］采用慢性应激构建抑郁大鼠模型，

将 48只实验大鼠随机分成 6组：对照组、模型组、氟

西汀（10 mg·kg−1）组及合欢花黄酮低、中、高剂

量（20、40、80 mg·kg−1）组，各组连续 ig给药 28 d。结

果显示，合欢花黄酮能减少模型大鼠强迫游泳和悬

尾实验的不动时间，改善抑郁行为学表现，且以合

欢花黄酮高剂量改善更为明显，具有剂量相关性。

同时，与模型组比较，合欢花黄酮各剂量组海马中

5-HT、NE含量均提高，神经细胞凋亡减少，且以高

剂量组改善更为明显。说明合欢花黄酮成分可以

通过增加大鼠海马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减少海

马神经细胞凋亡，从而使抑郁样症状得到改善，且

以高剂量合欢花黄酮进行干预时，效果更优。

2.2　减轻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

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常相伴出现，对精神疾病

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2-23］。合欢可有效抑制

促炎因子的释放，减轻脑组织内炎症反应，同时还

能清除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对脑神经的损害，从

而保护脑组织免于氧化损伤。

2.2.1　合欢皮 艾敏等［14］采用手术方式建立具有

抑郁样表现的 Lewis肺癌小鼠模型，对合欢皮改善

肿瘤相关性抑郁的作用进行研究，将实验分为 3组：

对照组、模型组、给药组，其中给药组小鼠给予 ig合

欢皮水提物（2.578 g·kg−1）处理，对照组、模型组小鼠

给予等体积饮用水 ig处理，1次/d，共持续 17 d。结

果发现：模型组和对照组的小鼠脑组织中Glu水平

升高，MAPKs得到激活，氧化应激导致的神经损伤

明显，而使用合欢皮水提物治疗后，与模型组比较，

给药组小鼠脑组织中Glu、MAPKs水平降低。由于

Glu、MAPKs与氧化应激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该研

究结果提示合欢皮水提物能够减轻模型小鼠脑内

氧化应激水平，该作用可能是通过降低脑组织中

Glu、MAPKs 的表达，从而实现对抑郁症的治疗

作用。

2.2.2　合欢花 Guan等［24］以雄性SD大鼠为研究对

象，采用慢性不可预见性温和应激（CUMS）制备抑

郁症大鼠模型，对合欢花主要成分槲皮素进行研

究，将实验动物分为 6 组：对照组，低、高剂量槲皮

素（10、50 mg·kg−1）对照组，模型组和低、高剂量槲皮

素模型组。各组均 ig给药，共持续 8周，观察槲皮素

干预后各组大鼠血清元素、氧化应激水平、神经炎

症等变化情况。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大鼠血清中铁、铜、钙水平明显提高，而镁、锌、硒、

钴水平明显下降，而使用高剂量槲皮素对抑郁大鼠

进行干预后，上述 7 种血清元素的水平明显恢复。

由于血清元素比例的变化可能会引发脂质过氧化

和氧化应激，与精神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可

作为一项疾病判断指标。此外，该研究还发现高剂

量槲皮素可以降低抑郁大鼠血清中单胺氧化

酶（MAO）活性，提高抗氧化酶，如铜锌超氧化物歧

化酶（Cu-Zn SOD）、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GSH-Px）活性和谷胱甘肽（GSH）水平，同

时，大鼠血清中 IL-1β、TNF-α等促炎因子水平较模

型组显著降低，表明大鼠体内氧化应激水平得到减

轻，炎症因子的释放得到有效抑制。该结果表明，

高剂量槲皮素（50 mg·kg−1）干预对模型大鼠的血清

元素能起到调节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调节

血清元素的水平，有效减轻体内氧化应激水平、抑

制神经炎症，进而发挥出抗抑郁效应。

崔妍等［16］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合欢花能使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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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联合CORT制备的焦虑性抑郁症模型大鼠血清

中 CORT、ACTH、CRH、IL-1β、IL-6 的表达下降，且

以合欢花高剂量组最为明显，这表明合欢花可以有

效调节体内炎症水平，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而发挥

抗焦虑性抑郁作用。该结果提示，合欢花的抗抑郁

作用机制可能通过改善HPA轴紊乱，抑制体内炎症

反应来实现的，且具有剂量相关性，以高剂量合欢

花干预效果更佳。

王冰梅等［25］采用 CUMS 联合孤养方式构建抑

郁大鼠模型，实验动物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合欢花

组、远志组、合欢花-远志药对组及氟西汀组，共 6

组，每组 12 只大鼠，各给药组从造模第 1 天开始 ig

给药，合欢花组、远志组和药对组分别 ig总生药量

1.05 g·kg−1的水煎液，氟西汀组给予 2.1 mg·kg−1的盐

酸氟西汀，连续给药 21 d。结果发现，合欢花、远志

单药或药对治疗均可减轻海马神经元水肿情况，改

善其超微结构形态，为海马组织提供保护作用。此

外，合欢花、远志单药或药对还能显著提高海马组

织中 SOD活性，降低丙二醛（MDA）含量，使烟酰胺

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 2（NOX2）表达明显下

降，有效减轻应激所致的脂质过氧化损伤。同时还

发现在合欢花、远志单味药或药对的干预下，模型

大鼠海马中CREB表达显著提升。由此可见，不论

是合欢花单药或与远志配伍使用均可减轻海马内

氧化应激损伤，以此改善抑郁样情绪、行为及海马

组织超微结构，并能提高海马组织中CREB的表达，

发挥出综合性的抗抑郁作用。

2.3　调控相关信号通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信号通路在精神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重要作用［26］。而合欢

可对体内多条信号通路产生影响，比如 cAMP/

CREB和BDNF/TrkB等信号通路，从而发挥出抗抑

郁、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作用。

王爱梅等［27］使用 CUMS 联合孤养的方式制备

抑郁大鼠模型，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 4组：对照组、

模型组、氟西汀组、合欢花组，其中合欢花组给

予 6 g·kg−1合欢花水提物，氟西汀组给予 1.8 mg·kg−1

氟西汀药液，各组均 ig 给药，共持续 21 d。结果显

示，模型组大鼠海马内环磷酸腺苷（cAMP）含量及

CREB的平均吸光度显著降低，而用合欢花水提物

干预后，各给药组 cAMP及CREB表达量明显提高，

能有效改善模型大鼠的抑郁样症状并提高其学习

记忆能力，推测其作用机制与提高 cAMP浓度，从而

激活CREB的转录活性，上调海马CREB表达，通过

调控 cAMP/CREB信号通路，提高组织细胞的修复、

再生能力相关。由此可见，慢性应激可能促进抑郁

症的发展，而合欢花水提物可以增加CREB的表达

量，通过调控 cAMP/CREB信号通路，从而改善抑郁

样表现。

施学丽［28］采用孤养结合 CUMS 方式构建抑郁

症大鼠模型，对合欢花总黄酮的抗抑郁作用进行研

究，将实验动物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 6组：对照组、

模型组、盐酸文拉法辛组（12.5 mg·kg−1）及合欢花总

黄酮高、中、低剂量（100、50、25 mg·kg−1）组，各组均

ig给药，共连续 21 d。结果发现，合欢花总黄酮各剂

量干预组大鼠水平运动、垂直运动得分明显提高，

各项抑郁行为学指标得到改善。此外，还能显著提

高 模 型 大 鼠 海 马 CA1 区 脑 源 性 神 经 营 养 因

子（BDNF）及其受体酪氨酸激酶 B（TrkB）的表达，

模型大鼠抑郁样表现改善明显。由此可见，合欢花

总黄酮各用药剂量均可增加海马内BDNF及其受体

TrkB的表达量，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调控BDNF/

TrkB信号通路对海马神经元可塑性进行调节，为海

马神经细胞提供保护，从而发挥出抗抑郁的药理

作用。

此外，还有网络药理学研究显示，合欢皮-远志

药对可通过多种机制、多个途径发挥抗抑郁作用，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槲皮素为合欢皮中占比较大的

化学成分，且分子对接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调节

AKT1激酶、雌激素和神经营养因子 3个方面，并经

由肿瘤坏死因子（TNF）信号通路、神经营养素信号

通路、核转录因子 κB（NF-κB）等信号通路发挥出抗

抑郁作用［29］。

3　结语与展望

合欢是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材，在我国有着悠

久的应用历史，其花、树皮等药用部位及有效成分

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如抗炎、抗氧化、抗抑郁、镇

静催眠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合欢皮与合欢花具

有良好的抗精神疾病作用，可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的

表达，提高神经系统的抗氧化能力，减少炎症因子

的释放、减轻炎症反应，以及调控相关信号通路的

分子表达等方式，为神经系统提供保护，从而发挥

出抗精神疾病的作用，在抑郁症和焦虑症等精神疾

病的防治中有广泛应用。

虽然合欢在抗精神疾病领域表现出良好的效

果，具有一定潜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合欢的抗精神疾病的

相关药效物质基础研究不足，目前多数研究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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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实验和体外细胞层面，尚未对具体活性部位

及有效成分进行全面、系统的药效筛选；（2）关于合

欢抗精神疾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作用机

制、分子靶点和相关信号通路等研究还不够全面、

深入；（3）关于合欢的临床研究尚缺乏，需要进行更

多临床试验以验证其对精神疾病的防治效果；（4）

目前关于合欢提取部位及有效成分在治疗精神疾

病时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很

少［30］，仍需进一步完善其用药安全性。

基于上述问题，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

手：（1）对合欢的提取部位及有效成分进行深入的

药效物质筛选，进一步明确其抗精神疾病的有效组

分，甚至发现更多该药具有抗精神疾病效用的有效

成分；（2）可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完善临床数据，

对合欢提取部位及有效成分的抗精神疾病临床疗

效进行评估，逐步从实验研究阶段过渡到临床研究

当中，为临床使用提供依据；（3）可以以某一或某类

提取部位及有效成分为基础，展开系统研究，探索

其在精神疾病防治中的作用机制、靶点以及对基因

表达的影响，以助力新型抗精神疾病药物的开

发；（4）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安全性和毒理学研究，以

确定合欢提取部位及有效成分的安全剂量范围，明

确其可能会引起的不良反应等，保证在临床应用时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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