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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抗抑郁药效物质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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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麻 Gastrodia elata 是我国名贵中药，具有镇静安神、抗抑郁、抗焦虑、抗氧化、防病毒和抗肿瘤等多种药理学活

性。主要对天麻抗抑郁作用的药效物质基础及抗抑郁机制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当前天麻抗抑郁在临床上的应用，

为天麻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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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odia elata is a valuabl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many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calming, 

anti-depression, anti-anxiety, anti-oxidation, anti-virus, and anti-tumor.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pharmacodynamic 

basis and antidepressant mechanism of anti-depression effect of G. elata is summariz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 elata anti-depression, a reference is provided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 e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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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抑郁症，也称为抑郁症，是一类严重威胁

人类健康的全球性疾病，西医对其诊断标准为心境

低落、兴趣和愉快感消失，导致劳累增加和活动减

少的精力降低等；而中医一般将抑郁症归属于“郁

症”的范畴，我国古代对于“郁症”有大量相关记

载，《素问》将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和情志、病症等正

常和异常的生命表现以及与人体有关的各种事物按

五行进行了归类把情志因素和气运看作引起郁证的

重要原因，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

恐伤肾等大量情志致病的记载。据统计目前抑郁症

患者人数已达到 5 亿[1-3]。目前，临床常用抗抑郁药

主要针对脑神经递质，如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

选择性 5-羟色胺（5-HT）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

制剂（SSNRI）、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和 N-

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拮抗剂等，均具

有多种不良反应[4-6]，如会对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

统产生危害，造成认知障碍及肝毒性等不良反应。

同时这些药物起效慢通常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

间才能发挥作用[7-8]。因此需要寻找和开发能够治疗

或预防临床抑郁症的替代或补充药物。中药因其多

成分、多效应、多环节、多通路、多靶点和毒副作

用小的优势成为抗抑郁药物研究中的热点领域[9]。 

《本草纲目》中记载“天麻乃肝经气分之药”，

《素问》中有“怒伤肝”的记载，肝主藏血和主疏泄，

肝疏泄正常，气机调畅则气血和调，心情舒畅，不

足则会引起情志活动异常，天麻作用于肝经，息风

止痉、平抑肝阳、祛风通络，这表明天麻可能具有

抑制抑郁的功效。这一猜测也被现代药理学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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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实，而其相关抑制抑郁机制也逐步通过一系

列的研究被探讨。天麻是我国名贵中药，为兰科多

年生草本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的干燥茎块。

现代临床医学上主要用于治疗癫痫抽搐、头痛眩晕、

手足不遂、肢体麻木、风湿痹、小儿惊风、破伤风等

症[10]。研究显示天麻中的化学成分主要有酚类、甾

醇类、有机酸类、多糖类等化合物[11]。天麻的药理

学研究发现其具有多种药理学活性，包括镇静安神、

抗抑郁、抗焦虑、抗氧化、防病毒和抗肿瘤作用等[12]。

本文对天麻抗抑郁作用的药效物质及其抗抑郁机制

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当前天麻抗抑郁药

的研究现状为天麻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 

1  天麻抗抑郁作用的药效物质研究 

1.1  天麻中的活性物质 

天麻有多种活性物质，其中能对中枢神经系统

发挥作用的化合物主要有天麻素、香草醛、对羟基

苯甲醛、4-羟基苄醇、香草醇、巴利森苷、巴利森

苷 C 等，其化学结构见图 1。 

 

 

 

图 1  天麻中对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的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 of compounds that act 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G. elata 

天麻素是天麻的特征和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具

有强抗氧化和抗炎作用，在衰老和神经系统疾病如

抑郁症、帕金森病、老年痴呆等多种疾病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13]。4-羟基苄醇是天麻素的糖苷配基

形式，天麻素在体内能够代谢为 4-羟基苄醇，其与

天麻素类似也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抗炎作用[14-15]。

研究表明，4-羟基苄醇能够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

具有保护大脑神经元的潜力[16-17]。香草醛是天麻提

取物中发现的另一种抗氧化剂，具有显着的抗氧化

作用[18]。此外，据报道，香草醛可通过神经保护、

抗细胞凋亡和抗氧化功能改善鱼藤酮和甲基-4-苯

基吡啶鎓污染（MPP
＋
）诱导的帕金森病[19-21]。香

草醇和对羟基苯甲醛分别是香草醛和 4-羟基苄醇的

衍生物，能够抑制 γ-氨基丁酸（GABA）转氨酶的

活性，对帕金森病、焦虑、脑缺血等疾病有作用。

巴利森苷类是由天麻素和柠檬酸结合而成的化合

物，其中巴利森苷和巴利森苷 C 能够改善小鼠空间

学习能力损伤，对艾尔兹海默病有一定的作用。 

1.2  天麻抗抑郁药效物质基础 

为研究药物的抗抑郁作用效果，并深入了解抑

郁的分子机制，已经建立了几种抑郁症的动物模型，

包括极性干预抑郁模型和慢性轻度应激抑郁模型

（UCMS）[22]。极性干预抑郁模型主要有强迫游泳实

验（FST）[23]和小鼠尾悬挂实验（TST）[24]，通过

观察实验小鼠静止时间的变化来评价抗抑郁剂的作

用效果；UCMS 涉及来自环境的多种轻度应激源，

观察动物的抑郁样行为，主要包括食物、水的摄入

状况，体质量变化和对蔗糖偏好的变化等[25]。通过

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天麻乙醇提取物、天麻水提取

物、天麻醋酸乙酯提取物、天麻素、4-羟基苄醇和

香草醛均有明显改善小鼠抑郁的作用。见表 1。 

2  天麻抗抑郁机制研究 

天麻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发挥其抗抑郁的作用，

如增加中枢神经系统中单胺类神经递质、抗氧化、

抗炎、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BDNF）及神经营养、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调节等。 

 

天麻素                        香草醛                    对羟基苯甲醛                  4-羟基苄醇 

香草醇                      巴利森苷配体                         巴利森苷                     巴利森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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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麻及其活性成分的抗抑郁作用 

Table 1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G. elata and its active components 

物质 动物品系 给药剂量/方式 评价方法 作用 文献 

天麻 75%乙醇提取物 雄性昆明小鼠 在 FST 和 TST 之前 ig 100、200、300 

mg∙kg−1 7 d  

FST、TST 减少 FST 和 TST 的固定持续时间 26 

天麻乙醇提取物 C57BL/6雄性小鼠 ig 1.6 mg∙kg−1 FST、TST 减少 FST 和 TST 的固定持续时间 27 

天麻水提物 雄性 SD 大鼠 ig 0.5 mg∙kg−1 UCMS、糖水偏

好实验 

降低糖水偏好 28 

天麻水提物 雄性 SD 大鼠 ig 1 mg∙kg−1 FST 减少 FST 的不动时间 29-30 

天麻水提物 雄性 SD 大鼠 FST 之前 1 d ig 1 000 mg∙kg−1 FST 减少 FST 的不动时间，并分别降低纹状体和额叶皮质

中 DA 和 5-HT 的周转率 

30 

天麻水提物 雄性 SD 大鼠 FST 之前 21 d ig 500、1 000 mg∙kg−1 FST 减少 FST 的不动时间，并分别降低纹状体和额叶皮质

中 DA 和 5-HT 的周转率 

29 

天麻水提物 雄性 SD 大鼠 FST 之前 ig 500 mg∙kg−1 21 d FST 减少 FST 中的不动持续时间 31 

天麻水提物 雄性 SD 大鼠 FST 之前 ig 500 mg∙kg−1 21 d FST 降低 FST 的不动时间，降低海马 5-HT 的周转率，降

低额叶皮质，海马和杏仁核中 DA 的周转率 

32 

天麻水提物 雄性 SD 大鼠 在 UCMS 期间 ig 500 mg∙kg−1 28 d UCMS、糖水偏

好实验 

改善糖水偏好 28 

天麻醋酸乙酯提取物 雄性昆明小鼠 0.063、0.126 g∙kg−1，连续 ig 7 d FST、TST 减少 FST 和 TST 的不动时间 33 

天麻素 雄性 SD 大鼠 在 UCMS 期间 ip 50、100、200 

mg∙kg−1 14 d 

糖水偏好实验、

FST 

减少 FST 的不动时间，改善蔗糖偏好（快感缺乏症），

改善海马中的 GFAP 和 BDNF 蛋白表达 

34 

天麻素 雄性 SD 大鼠 FST 之前 ig 100 mg∙kg−1 21 d FST 降低了 FST 的不动时间，降低了海马 5-HT 周转率，

降低额叶皮层、海马和杏仁核 DA 的周转率 

32 

天麻素 雄性 C57 小鼠 ip 200 mg∙kg−1 和丙咪嗪 20 mg∙kg−1 CUMS、FST、 

TST 

鼠悬尾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中小鼠的不动时间有所下

降，血清中 TNF-α、IL-1β 和海马组织炎性因子

TNF-α、IL-6、IL-17、IL-1β 水平明显降低，BDNF

水平显著升高 

35 

4-羟基苄醇 雄性 SD 大鼠 FST 之前 ig 100 mg∙kg−1 21 d FST 降低海马 5-HT 的周转率，降低额叶皮层、海马和杏仁

核中 DA 的周转率，增加海马中 5-HT 1a 受体 

32 

4-羟基苄醇 雄性 ICR 小鼠 ig 40 mg∙kg−1 28 d  增加 DG 颗粒区 Ki-67
＋
增加 DG 中 BDNF 和 TrkB 蛋

白的表达水平 

36 

香草醛 切除嗅球的雄性

SD 大鼠 

UCMS 期间涂抹 5 mL 600 mg∙L−1 28 d UCMS、FST 减少 FST 的不动时间，改善蔗糖消耗，增加大脑中的

5-HT 和 DA 浓度 

37 

香草醛 雄性 Wistar 大鼠 UCMS 期间 ig 100 mg∙kg−1 7 d UCMS、FST 改善糖的优先性，减少 FST 的不动时间，降低脑、内

MDA 和 NO 水平，增加脑内 GSH 和 5-HT 浓度 

38 

香草醛 成年白化小鼠 FST 和 TST 之前 ig 10、100 mg∙kg−1 

10 d 

FST、TST 减少 TST 中的不动时间 39 

 

2.1  通过增加中枢神经系统中单胺类神经递质治

疗抑郁症 

单胺假说是目前关于抑郁症引发原因中被广泛

接受的假说之一，在抗高血压药物利血平药理学研

究中发现，这种药物能够导致单胺消耗，使得健康

者患上抑郁症。而原型 TCA 和 MAOi 导致单胺突

触浓度短期增加，逆转了抑郁症症状，也证实了这

一假说[41-42]。在人脑中涉及食物和心理状态调节的

3 种单胺类神经递质为 5-HT、多巴胺（DA）和去

甲肾上腺素（NE）[43]。研究发现 SD 大鼠 ig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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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天麻水提物 3 次减少了 FST 的不动时间，并

降低了纹状体和额叶皮质中DA和5-HT的周转率[30]。

在 FST 之前给 SD 大鼠 ig 天麻水提物 500 mg/kg 

21 d，降低了额叶皮质、海马和杏仁核中 DA 的周

转率，同样使用天麻素、4-羟基苄醇、香草醛时均

检测到类似现象。以上结果表明天麻及其活性成分

可能是通过改变单胺类物质的周转率来达到抗抑郁

的作用。 

酪氨酸羟化酶（TH）与色氨酸羟化酶（TPH）

分别是合成多巴胺与 5-HT 的关键酶。单胺氧化酶

（MAO）在降解单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在抑郁症

患者的大脑中可以观测到 MAO 的活性升高[44]。Lin

等[28]以大鼠嗜铬细胞瘤 PC12 细胞系为平台研究发

现天麻素 30、60 μg/mL 会抑制 MAO-A 的活性。此

外，在 PC12 细胞中用天麻水提物 0.5 mg/mL 和天

麻素 15、30、60 μg/mL 共同培养 48 h 后发现天麻

水提物和天麻素不仅降低了 MAO-A 活性和表达水

平，还提高了 TH 的表达水平，由此可知，天麻水

提物和天麻素具有单胺调节作用。另一种与中枢神

经系统中的单胺相互作用的重要神经递质是

GABA，它可以帮助人类来抵抗压力[45]。在抑郁症

患者的大脑中，GABA 的表达水平通常较低[46]。研

究表明 N6-(3-甲氧基-4-羟基苄基)腺嘌呤核苷（B2）

可以通过谷氨酸脱氢酶（GAD）的上调来增加脑中

GABA 的浓度[47]。以上所有研究证明天麻及其活性

成分可能通过下调降解酶或上调合成酶的活性或表

达水平来增加重要的神经递质，如单胺和 GABA 水

平，使得患者抑郁症状得到缓解。 

2.2  通过抗氧化作用抑制抑郁症 

大脑中升高的氧化应激反应会使神经元恶化从

而导致抑郁症的发作。UCMS 动物研究表明，慢性

应激可上调脂质过氧化产物（MDA）的脑内平衡，

并下调几种在抗氧化中起重要作用的酶，如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GSHPx）、过氧化氢酶和超氧化物

歧化酶（SOD）的表达量[48-49]，而抗抑郁药的使用

改善了 MDA 和 SOD 的分布[50]。同时 MAO 会产生

过氧化氢（H2O2），H2O2 所产生的氧化应激反应也

可能引发抑郁症。 

天麻素、4-羟基苄醇、香草醛及其衍生物香草

醇和香草酸都有很明显的抗氧化作用。研究表明，

天麻素通过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rf2）途径在受 MPP
＋
的

SH-SY5Y 细胞系中发挥抗氧化作用 [51]。将海马

HT22 细胞系与天麻甲醇提取物 1、5 μg/mL 一起孵

育，发现天麻甲醇提取物能够通过磷脂酰肌醇-3-激

酶（PI3K）、cAMP 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和

BDNF 途径来降低谷氨酸活化引起的活性氧（ROS）

水平升高来保护神经元免于死亡[52]。Zhu 等[53]还发

现了 4-羟基苄醇 0.05、0.1、0.5、1.0 mmol/L 增加

Nrf2、过氧化还原酶 6（Prdx6）和蛋白质二硫键异

构酶（PDI）的表达，这些因素都参与了氧-葡萄糖

剥夺随后再灌注（OGD/R）的体外缺血模型的抗氧

化作用。同样，Luo等[15]也发现 4-羟基苄醇 100 μmol/L

在H2O2损伤后的C6星形胶质细胞中能够激活Nrf2

及其相关基因，如血红素氧合酶-1（HO-1）、醌氧

化还原酶（NAD(P)H）、醌氧化还原酶（NQO1）和

谷氨酸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GCLM）的表达。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天麻可能通过增强抗氧化信号

蛋白的转导，来减轻谷氨酸、H2O2 和毒素诱导的

ROS 级联反应，从而产生抗抑郁的作用。 

2.3  通过抗炎作用治疗抑郁症 

越来越多研究发现炎症因子与抑郁症的发生有

关[54-56]。在临床实践中，抑郁症患者显示出炎症反

应的所有主要迹象，包括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

可溶于外周血的黏附分子及其受体的表达增加。在

抑郁症患者的外周血和脑脊液（CSF）中[57]，炎症

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1

（IL-1）和白细胞介素-6（IL-6）的浓度增加也证明

了这一观点。促炎细胞因子会降低神经递质前体的

可用性，扰乱 HPA 轴，并影响神经递质的代谢[58]。

此外，促炎细胞因子，如 IL-1β 和 TNF-α，是抑郁

症严重程度的指标[54]。 

在脂多糖（LPS）诱导产生炎症的小胶质 BV-2

细胞系中天麻素降低炎症介质包括诱导型一氧化氮

合酶（iNOS）和环氧合酶-2（COX-2）的表达[59]。

Kim 等[60]使用 LPS 诱导小胶质 BV-2 细胞系作为验

证模型，用天麻 95%乙醇提取物 10、100 μg/mL 和

4-羟基苄醇 50、100、200 nmol/L 处理，下调 NO 产

生，减少 iNOS、COX-2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并且

减少 TNF-α 和 IL-1β 基因的表达。Dai 等[59]发现在

LPS 激活的 BV-2 细胞中，天麻素 30、40、60 μmol/L

会抑制 iNOS、COX-2 和促炎细胞因子（如 TNF-α

和 IL-1β）的基因表达，并通过 p38-MAPK 信号通

路减弱 NF-κB 通路异常导致的神经炎症。最近一项

研究表明在 LPS 诱导的 BV-2 细胞中，香草醛 100～

500 nmol/L 通过调节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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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 MAPK 和 NF-κB 信号通路来降低 iNOS，

COX-2、IL-1β 和 IL-6 的表达[61]。以上结果表明，

天麻及其活性成分能够下调促炎性细胞因子的水

平，抑制 NOS 和 COX-2 的活性或表达量，这可能

是天麻素产生抗抑郁作用的原因。 

2.4  通过 BDNF 及神经营养作用抑制抑郁症 

压力会使 HPA 轴失调，从而提高循环系统中的

皮质酮水平，使大脑营养因子 BDNF 的水平降低[62]。

在抑郁症患者中观察到 BDNF 的表达较低，而用抗

抑郁药治疗则逆转了这种减弱的 BDNF 表达[63]，这

表明神经营养因子在抑郁症中具有重要作用。 

ICR 小鼠 ig 4-羟基苄醇和香草醛 40 mg/kg 28 d

后发现 BDNF 及其受体表达升高[36]。4-羟基苄醇和

香草醛脑膜控制模型的慢性治疗也表明长期服用天

麻可以增高 BDNF 的水平。此外，天麻素也可增加

受损的 RSC96 细胞的增殖[64]。这些发现表明，天麻

可能具有神经发生作用，因为神经营养因子的增加，

提高了观察到的新生神经元的数量[65]。在用一些抗抑

郁药治疗抑郁症后也观察到这种神经营养作用[66]。

Baral 等[67]研究发现天麻的 70%乙醇提取物 200 

mg/mL 会使 BDNF 水平升高，增加从分化的 NSCs

延伸的树突和树突棘的数量，减少敏感区域 Y-box2

（SOX2，100、200 mg/mL）的表达，同时观察到

Nestin 基因以及促进微管相关蛋白 2（MAP2）和神

经元特异性Ⅲ类 β-微管蛋白（Tuj-1）基因（200 

mg/mL）的表达，这些基因及蛋白的表达被认为是

神经元分化增加的迹象。此外使用天麻素 10、20 

μg/mL 处理 48 h，在胚胎第 14.5天增加了大鼠NSCs

中 BrdU 的掺入[34]。综上所述，天麻不仅可以改善

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的存活，还可以增强神经干

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从而调节大脑的神经生物学功

能，对抑郁症产生抑制作用。 

2.5  通过 HPA 轴的调节作用产生抗抑郁作用 

目前针对抑郁症发病原因的假说还包括“抑郁

症的糖皮质激素理论”。人体中的糖皮质激素皮质醇

和啮齿动物中的皮质酮是由 HPA 轴合成的最终产

物。这些皮质类固醇在能量代谢调节中起着重要作

用，包括压力相关的体内平衡、心血管功能、和神

经内分泌、免疫和炎症反应[68]。慢性压力被称为“抑

郁症的糖皮质激素理论”，该理论中心假设时 HPA

轴和过量皮质醇的异常激活对抑郁症的神经生物学

至关重要。诸如单胺功能障碍，神经发生减少，突

触神经可塑性降低，神经变性增加以及与抑郁症相

关的区域性脑变化等因素均与该理论相关[69]。糖皮

质激素具有几种中枢作用，如神经元存活的调节；

神经发生的调节；调节海马体积；新记忆的形成和

对某些事件的情绪评估的调节[70-71]。 

在 UCMS 期间利用天麻水提物处理雄性 SD 大

鼠 500 mg/kg 改善蔗糖偏好，使大鼠 HPA 轴的正常

化，这表明天麻可能通过改善 HPA 轴的正常化来改

善抑郁，这可能与抑郁症的糖皮质激素理论相关，

但目前并未发现关于天麻及其主要活性成分改变糖

皮质激素的研究。 

2.6  其他作用 

天麻还可能通过神经保护作用来抑制抑郁症。

研究发现，多种压力因素，包括神经毒素、炎症和

应激反应都会损害大脑神经元。神经毒素是指对神

经组织有破坏性的有毒物质。Ramachandran 等[72]

研究发现天麻（1 mg/mL）可以抑制核神经毒素

（Nxn）并提高神经修复与神经保护相关蛋白如 Mps 

1 粘合剂激酶活化剂 3（Mobkl3）、氯化细胞内通道

蛋白 4（Clic4）、Ki67、bcl-2 相关的蛋白 X（Bax）

的表达。以上发现表明天麻可能通过神经保护作用

产生抑制抑郁症的作用。 

目前常用的抗抑郁药物会刺激神经细胞骨架重

排作用。这提示神经细胞骨架的作用是形成抑郁症

的原因。研究发现天麻 1 mg/mL 可以增高在神经再

生过程中的神经元蛋白中的网状蛋白 1/4（RTN1/4）

神经黏附因子（NCAM）的表达。表明天麻可能通

过促进神经细胞骨架重排作用对抑郁症产生作用[73]。 

3  天麻抗抑郁应用研究 

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询天麻相关药品的

开发情况发现天麻相关药品共有 540 种，其中天麻

素相关药品 115 种。通过研究药品的说明书发现这

些药物涉及的病症主要包括祛风除湿，舒筋通络、

活血止痛，用于肢体痉挛、手足麻木腰腿酸痛；用

于神经衰弱、眩晕头痛、失眠健忘等症。并未发现

与天麻相关的治疗抑郁的药物。但是在临床上，许

多专家对天麻相关药物联合用药治疗抑郁症做了一

定的研究，谈弘等[74]采用天麻素注射液联合阿普唑

仑治疗神经衰弱 67 例，总有效率为 93%，在减轻

及缓解头晕、头痛的同时有效治疗失眠，并可明显

改善焦虑、抑郁症状；孙来顺[75]使用天麻素联合阿

普唑仑与单用阿普唑仑随机对照治疗神经衰弱各

31 例，经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HAMA）评定，联合组总有效率为 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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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优于对照组的 80.6%；王丽[76]利用天麻素片联

合盐酸帕罗西汀对老年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 100 例

发现天麻素片联合盐酸帕罗西汀治疗抑郁效果显著

安全性高。 

天麻常用于抗抑郁的中药复方中。通过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以“天麻”和“抑郁”2 个

关键词检索并筛选发现由天麻作为主要成分的抗抑

郁制剂发明专利有 64 种，主要为天麻组成的中药复

方。在临床上许多学者也对天麻复方治疗抑郁症状

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孙明军等[77]用天麻钩藤饮联

合氟西汀治疗抑郁症头晕头痛患者 68例，林昱等[78]

采用补肾解郁方治疗肾虚肝郁型抑郁症 240 例，与

氟西汀对照，均发现治疗效果显著高于氟西汀组，

且不良反应明显低于氟西汀组；沈秀辉[79]用养血清

脑颗粒联合天麻钩藤饮治疗头痛 36 例，姚黄[80]采

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居跃君[81]

根据王翘楚平肝解郁活血法治疗抑郁性神经症 40

例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4  总结与展望 

动物试验表明天麻乙醇提取物、天麻水提取物，

天麻醋酸乙酯提取物、天麻素、4-羟基苄醇和香草

醛均有明显改善小鼠抑郁的作用。主要通过单胺类

神经递质、抗氧化、抗炎、BDNF 及神经营养、HPA

轴的调节等多种途径发挥抗抑郁作用。 

尽管天麻抗抑郁作用药效在动物层面已经得到

证实，但是目前对于天麻抗抑郁的应用开发仍然相

对薄弱，针对天麻素、4-羟基苄醇和香草醛等活性

物质而言，可以作为先导化合物进行开发获得活性

更优的产物，为抗抑郁药物开发提供可靠的依据；

针对天麻而言，可以以天麻相关传统名方为基础，

基于网络药理学、生物信息学、系统生物学等技术

改变配伍，增进疗效，获得更优配方，发挥传统中

药多成分、多靶点的治疗特点发挥其抗抑郁作用；

在临床上针对天麻及其相关方剂的抗抑郁作用进行

研究，明确其治疗效果，获得更多的临床数据，为

其作为抗抑郁药物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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