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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镇静催眠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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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失眠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常见睡眠障碍性疾病。目前治疗失眠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化学药治疗失眠存在诸多

不良反应。中药在治疗疾病方面，可以通过多成分、多靶点之间相互的协同作用，减轻单一成分产生的不良反应，具有更好

的安全性和疗效，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失眠。基于中医药理论结合失眠的发病机制，对近年来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单味中药及

中药复方作用机制加以梳理概括，为临床失眠的治疗用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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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omnia is a common sleep disorder caused by many factors. At present, there are various methods for treating insomnia, 

among which there are many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with chemical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as it can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produced by a single ingredient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between multiple ingredients and targets, and has better safety and efficac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insomnia,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single herb and compound prescrip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sedative and hypnotic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were summari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so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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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又称为睡眠障碍，即由于入睡困难、睡眠

持续过程紊乱等干扰机体正常睡眠，导致患者白天

的社会活动也会受到影响的一种疾病[1]。失眠是第

2 大常见精神障碍类疾病，多由生活质量低下、医

疗费用增加等因素引起，是多种身体和精神健康的

主要危险因素[2]。失眠的病因复杂，其发病机制主

要与体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γ-氨基丁酸（γ-

aminobutyricacid，GABA）及其受体、细胞因子炎症

反应、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us-pituitary-

adrenal，HPA）轴激素等的相互作用[3-8]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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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人群相比，失眠患者的主要生理变化包括（1）

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五羟色胺（ 5-

hydroxytryptamine ， 5-HT ）、 去 甲 肾 上 腺 素

（noradrenaline，NE）和多巴胺等含量减少；（2）

GABA 及其受体：GABA A 型受体（GABA A 

receptor，GABAA）、GABAB和 GABAC含量降低；

（3）细胞炎症因子：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

（interleukin-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含量降低；（4）HPA 轴：

HPA 轴功能亢进所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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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H）、促肾上腺

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

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水平升高。大量

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失眠患者脑内 5-HT、多巴胺和

NE 水平下降，下丘脑一氧化氮和 GABA 受体水平

降低，激活体内应激反应，在应激状态下 HPA 轴

功能更加活跃，进而调控细胞因子入侵神经中枢，

使睡眠-觉醒系统紊乱，最终加重失眠[9]。这些不同

途径的调控作用共同诱导失眠的发生，其主要机制

见图 1。 
 

 

图 1  失眠的主要病理机制 

Fig. 1  Main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insomnia 

目前临床上常用苯二氮䓬类或非苯二氮䓬类等

化学药治疗失眠，而这些化学药存在价格高、不良反

应大、易产生依赖性等缺点，使得如何安全有效的治

疗失眠成为当前临床上面临的一个热点问题[10]。中

药在治疗疾病方面，可以通过多成分、多靶点之间

相互的协同作用，减轻单一成分产生的不良反应，

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更高的疗效。根据中医学经典

著作《黄帝内经》中关于失眠的记载，将失眠归为“不

寐”“不得眠”“不得卧”“目不螟”等中医范畴[11]。

中医认为，失眠是由外感或内伤等原因造成阴阳气

血及心、肺、脾、肾等脏腑功能紊乱所导致的病症[12]。

中医治疗失眠主要以补虚泻实、调整脏腑阴阳为治

则，中药则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众多临床

实践证明，单味中药、复方或中药有效成分在治疗

失眠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结合失眠的病理机制，

可将中药镇静催眠的作用机制分为以下 5 类：对单

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表达的影响、对 GABA 及其

受体的影响、对细胞因子的调控作用、调节 HPA 轴

激素分泌紊乱及其他方法和途径的综合作用。本文

对近年来相关镇静催眠中药的作用及其机制进行综

述，为后从中药中寻找新的治疗失眠的活性成分及

临床治疗镇静催眠用药提供参考。 

1  中药发挥镇静催眠作用的主要机制 

1.1  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表达 

在镇静催眠调节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单胺类

神经递质主要包括 5-HT、NE 和多巴胺等。当单胺

类神经递质浓度过低时，会造成体内神经递质分泌

紊乱，影响睡眠功能的正常表达，最终导致失眠[13]。

5-HT 是最早被认为能调节睡眠的因子。正常睡眠状

态下机体 5-HT 含量较高，而失眠患者体内 5-HT 含

量较低，这是由氟西汀阻止 5-HT 的重吸收所导致

的。失眠患者下丘脑中 NE 含量较少，当脑内 NE 受

体增加时，可以通过调节海马 CA1 区神经元促进睡

眠，表明失眠的发生与 NE 含量降低有关[14]。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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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脑的多巴胺神经元在镇静催眠的调控中也发挥

重要作用，多巴胺神经元的兴奋可以导致睡眠减少、

觉醒增加[15]。单胺类神经递质以 5-HT 受体为例主

要的作用机制信号通路如图 2 所示。 

 

图 2  5-HT 受体作用机制信号通路 

Fig. 2  Signal pathway diagram of 5-HT receptor action 

mechanism 

刺人参 Oplopanax elatus Nakai，又名刺参、

东北刺人参，系五加科刺参属多年生落叶灌木。

刺人参性温，味甘、苦，具有大补元气、安神益智

的作用。全株均可入药，主治失眠多梦、神经衰弱

等。李廷利等[16]选用戊巴比妥钠对小鼠的睡眠时

间进行实验，以睡眠潜伏期和睡眠持续时间作为

观测指标，对刺人参影响睡眠的作用及机制进行

了探讨。结果发现刺人参的有效部位（64 g/kg）

可以通过改变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受体表达达到改

善失眠的效果。 

欣梦颗粒由桑椹、酸枣仁、丹参、五味子等 5

味中药制成，是具有滋阴补肾、养心安神等功效的

新型药物，同时也是第 1 个以桑椹为君药发挥药效

的中药制剂。张飞燕[17]在不同时间给小鼠 ig 欣梦颗

粒 0.75、3、12 g/kg，观察戊巴比妥钠对小鼠自主活

动、入睡时间和睡眠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显示，

欣梦颗粒 3、12 g/kg 对与治疗失眠相关的神经递质

表达有一定影响，其中单胺类神经递质 5-HT、NE、

多巴胺、5-羟基吲哚乙酸（5-hydroxyindole acetic 

acid，5-HIAA）和乙酰胆碱含量均明显增加（P＜

0.05）。此外，欣梦颗粒在治疗失眠过程中脑内

GABAA含量显著减少。 

大量研究表明，酸枣仁[18-19]、何首乌[20]、红景

天[21]、牡丹皮[22]、胡椒[23]、五味子[24]、肉豆蔻[25]、

三七[26]、黄连[27]、问荆[28]、钩藤[29]、桂皮[30]、合欢

花[31]、红景天[32]、珍珠母[33]、薄荷[34]、罗布麻叶[35]

以及中药复方交泰丸[36]、枣仁安神胶囊[37]、调中化

痰安神合剂[38]、佛手宁神方[39]、三清安眠汤剂[40]等

均可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或其受体的表达发挥

镇静催眠作用，见表 1。 

表 1  镇静催眠中药及复方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及其受体表达作用 

Table 1  Effect of seda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pounds on 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 and its receptor 

中药/复方 功效 有效成分/复方组成 作用机制 文献 

酸枣仁 养心安神 黄酮和酸枣仁皂苷 A、B 增加 5-HT 含量，降低多巴胺和 NE 18-19 

何首乌 安神养血、活络解毒 多糖 增加脑内 NE、多巴胺、5-HT 的含量 20 

红景天 补气清肺、益智养心 皂苷类 升高脑内 5-HT 水平 21 

牡丹皮 清热凉血、活血化瘀 生物碱 降低 5-HT 含量 22 

胡椒 温中下气、消痰解毒 胡椒碱 促进 5-HT 合成 23 

五味子 益气生津、收敛固涩 挥发油 增加 5-HT 含量 24 

肉豆蔻 温中行气、涩肠止泻 挥发油 升高脑内 5-HT、多巴胺的含量，降低

单胺酶活性 

25 

三七 散瘀止血、消肿定痛 皂苷类 升高脑内 5-HT 水平 26 

黄连 泻火解毒、清热燥湿 黄连碱、小檗碱 增加下丘脑 5-HT、NE 含量 27 

问荆 清热凉血、止咳利尿 问荆碱 增加单胺类神经递质 28 

钩藤 息风定惊、调节心率 生物碱 增加 5-HT 29 

桂皮 温中散寒、理气止痛 提取物 降低多巴胺浓度 30 



·1302· 中草药 2023 年 2 月 第 54 卷 第 4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3 February Vol. 54 No. 4 

   

续表 1 

中药/复方 功效 有效成分/复方组成 作用机制 文献 

合欢花 解郁安神、镇静活血 黄酮、生物碱 降低 5-HT1A、5-HT2C、MT1 和 MT2

受体含量 

31 

红景天 补气清肺、益智养心 皂苷 升高 5-HT 含量 32 

珍珠母 清肝明目、镇静安神 超微粉 升高 5-HT 含量 33 

薄荷 疏风散热、清热利湿 黄酮 协同 5-HT 延长睡眠 34 

罗布麻叶 平肝安神、清热利水 水提物 上调下丘脑 5-HT 水平，下调多巴胺 35 

交泰丸 调营和中、交通心肾 黄连、肉桂 调节血清和各组织中 NE、多巴胺、5-

HT、乙酰胆碱水平 

36 

枣仁安神胶囊 补气养肝、安神益智 炒酸枣仁、丹参、醋炙五味子 降低 5-HT 含量 37 

调中化痰安神合剂 清热化痰、养心安神 酸枣仁、茯苓、柴胡、黄岑、

知母、川芎等 

增加脑内 5-HT 合成代谢 38 

佛手宁神方 疏肝解郁、宁心安神 佛手、百合、酸枣仁、茯苓、

莲子 

升高海马 5-HT 含量，上调 5-HT1AR

蛋白 

39 

三清安眠汤剂 解郁安神 连翘、珍珠母、胆星 升高海马 5-HT 含量 40 

1.2  调节 GABA 及其受体表达 

GABA 是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性的传递物质。

GABAA、GABAB、GABAC是 GABA 对镇静催眠起

主要作用的 3 个亚型。GABA 神经元是控制睡眠和

唤醒系统的重要成分，因此 GABA 水平与脑中睡眠

调控有直接关联[41]。GABA 能神经系统紊乱会使机

体兴奋，直接导致失眠现象发生。其中 GABAA 相

较于其他亚型对镇静催眠过程发挥的作用更大。苯

二氮䓬类受体复合物促进 GABA 部位与 GABAA

受体的结合，使细胞内 Cl−通道开放频率上升，Cl−

内流增加，神经细胞超极化，最终导致中枢神经系

统被抑制，机体睡眠时间延长[42]。当 GABAA 含量

增加时，会使相应区域的慢波睡眠时间延长，从而

调节失眠[43]。GABA 以 GABAA受体为例主要的作

用机制信号通路见图 3。 

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为兰科多年生异养型植

物。有通络祛风、息风止痉的作用，味甘、辛、平，

无毒，归肝、脾、肾经。临床发现具有良好的治疗

镇静催眠、惊厥抽搐等疾病[44]。林灵等[45]观察小鼠

脑组织中相应变化，分析天麻酵素发挥镇静催眠作

用的机制。实验结果显示天麻酵素 0.30、0.49 g/kg

镇静催眠效果明显，此时小鼠脑中 GABA 含量明显

增加，说明天麻酵素可能通过调节 GABA 含量达到

治疗失眠的作用。天麻作为镇静催眠较为重要的中

药之一，参与了许多治疗失眠的复方，其治疗失眠

的作用机制也远不止增加 GABA 含量这一种，还包 

 

图 3  GABAA受体作用机制信号通路 

Fig. 3  Signal pathway diagram of GABAA receptor action 

mechanism 

括对单胺类神经递质 5-HT 表达的调节、对细胞因

子 IL-1β 含量的调控、对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以及

丙二醛含量的测定等。 

酸枣仁汤具有养血安神、清热除烦之功效。是

由酸枣仁、甘草、知母、茯苓、川芎 5 味中药组成

的中药复方。以酸枣仁为主药发挥作用，主治失眠、

心悸、眩晕等。张如意等[46]通过建立睡眠模型来观

察 GABA 及其受体在失眠中的表达，发现酸枣仁

汤能通过改变 GABA 含量、调节 GABA 受体的表

达，从而达到治疗失眠的目的。游秋云等[47]利用大

鼠的睡眠试验观察发现，酸枣仁汤对 GABAARα1

和 γ2 亚单位的表达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以此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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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睡眠觉醒系统发挥作用。此外酸枣仁汤还可以

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 5-HT、5-HIAA 的表达治

疗失眠[48]。 

此外中药朱砂[49]、甘草[50]、龙眼肉[51]、羽叶丁

香[52]、远志[53]、北冬虫夏草[54]、山沉香[55]、臭椿[56]、

苦参[57]、分心木[58]以及复方交泰丸[36]、欣梦颗粒[17]

等也可通过调节 GABA 及其受体表达发挥镇静催

眠作用，具体见表 2。 

表 2  镇静催眠中药及复方调节 GABA 及其受体表达作用 

Table 2  Effect of sedative and hypnot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pounds on regulating GABA and its receptor 

expression 

中药/复方 功效 有效成分/复方组成 作用机制 文献 

朱砂 镇静安神、清热解毒 硫化汞 增加脑内 GABA 含量 49 

甘草 补气止咳、清热解毒 甘草苷 促进脑脊液 GABAA-BZD 受体的结合 50 

龙眼肉 补益心脾、养血安神 提取物（醇类） 增加 GABAA 受体 γ 亚甲基表达的 α 和

β 亚基的表达 

51 

羽叶丁香 降气温中 提取物（醇类） 上调下丘脑中 GABA 及 GABAA亚型 

受体 

52 

远志 益气活血、止咳化痰 皂苷 激活内源性 GABA 系统 53 

北冬虫夏草 滋补肾肺、止咳平喘 多糖、黄酮 控制 GABA 含量 54 

山沉香 降气温中 超微粉 上调 GABAARα1、α2、α3、α5、β1-3、

γ1-3 基因的表达 

55 

臭椿 燥湿清热、收涩固肠 生物碱 增加 GABA 含量 56 

苦参 清热燥湿、杀虫利尿 提取液 增加 GABA 含量 57 

分心木 固涩缩尿、止血止带 正丁醇提取物 提高脑内 GABA 含量 58 

交泰丸 调营和中、交通心肾 黄连、肉桂 回调 GABA 36 

欣梦颗粒 滋阴补肾、养心安神 桑椹、酸枣仁、丹参、五味子 调节 GABAA 能神经系统 17 

 

1.3  调控细胞因子 

IL 和 TNF 是影响失眠的重要细胞因子，其中

IL-1β 和 TNF-α 起主要作用。IL-1 是最早发现的与

治疗失眠相关的细胞因子，IL-1 水平越高，睡眠时

间越长，反之睡眠时间减少。同时 IL-1 也可通过影

响 5-HT、多巴胺的分泌改变睡眠状态[59-60]。处于睡

眠状态时体内的 TNF-α 含量比觉醒状态时明显增

多，说明 TNF 分泌量与机体睡眠觉醒呈正相关，所

以认为TNF-α也是参与调节机体睡眠系统的重要细

胞因子之一[61]。TNF-α 也可促使滑膜细胞，巨噬细

胞，单核细胞产生 IL-1 共同调节睡眠。细胞因子以

TNF-α 为例主要的作用机制信号通路图见图 4。 

菊花 Chrysanthemum morifolium Ramat，味甘、

苦，性凉，为菊科菊属的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具有

清热解毒等功效，归肺、肝经。基于中医药基础可内

服、煎汤使用。近年来研究发现菊花有镇静催眠的相

关作用。王文通[62]通过对菊花提取物的镇静催眠作

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菊花提取物可通过

改善 TNF-α 水平来调节机体的睡眠，也可通过参与 

 

图 4  TNF-α 受体作用机制信号通路图 

Fig. 4  Signal pathway diagram of TNF-α receptor a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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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 能神经系统，抑制大脑的兴奋，防止机体苏醒。 

枣仁安神胶囊是临床上有效治疗镇静催眠的中

药复方制剂之一，由炒酸枣仁、丹参、醋炙五味子

组成。其所含的皂苷类和黄酮类有效成分在治疗失

眠时发挥重要作用。刘瑞[37]通过给失眠患者服用枣

仁安神胶囊，观察失眠患者体内变化，并对失眠患

者血清中 5-HT 和 IL-1β 含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枣

仁安神胶囊可以调控 5-HT 和 IL-1β 的分泌，当 5-

HT 含量和 IL-1β 含量达到最高时，机体睡眠效果最

好，表明机体失眠与细胞因子 IL-1β 含量以及 5-HT

含量的减少有关。 

此外中药单方天麻[45]、女贞子[63]、水芹[64]、柴

胡[65]以及复方交泰丸[66]、酸枣仁汤[67]、半夏秫米

汤[68]也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发挥作用，具体见表 3。 

表 3  镇静催眠中药及复方调控细胞因子的作用机制 

Table 3  Mechanism of sedative and hypnot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pound regulation of cytokines 

中药/复方 功效 有效成分/复方组成 作用机制 文献 

天麻 息风止痉、平抑肝阳 提取物 增加小鼠脑组织内 IL-1β 含量 45 

女贞子 滋养肝肾 提取物 调节 IL-1β、TNF-α 和一氧化氮等与睡

眠相关的因子 

63 

水芹 清热解毒、利尿消肿 提取物 提高 TNF-α、IL-1β 含量 64 

柴胡 和解表里、疏肝升阳 皂苷 提高 TNF-α，抑制 IL-6 释放 65 

交泰丸 调营和中、交通心肾 黄连、肉桂 调节 IL-1β、IL-6 和 TNF-α 66 

酸枣仁汤 清热除烦、养血安神 酸枣仁、甘草、知母、茯苓、

川芎 

增加细胞因子 IL-1β，降低 IL-10 的含

量，并且提高 TNF-α 的表达 

67 

半夏秫米汤 化痰通利、镇静安神 生半夏、秫米 降低下丘脑 IL-1β、TNF-α 含量，升高

下丘脑 IL-4、IL-10 含量 

68 

 

1.4  调节 HPA 轴激素分泌 

HPA 轴是内分泌中枢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可

以合成多种内分泌激素参与调节机体内各种生理活

动，其合成的 CRH 与发挥镇静催眠作用密切相关。

CRH 可以使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并

作用于机体各个部位发挥作用。其中进入血液的

ACTH 传播到肾上腺，使肾上腺释放皮质醇，帮助

机体调控压力缓解失眠。失眠障碍患者体内 CRH、

GC 含量普遍升高，使 HPA 轴功能持续亢进，激活

GC 受体，进而增加 CRH 的分泌与释放，缩短慢波

睡眠期。同时机体保持应激状态，导致 CRH、GC 处

于持续分泌阶段，影响机体正常睡眠觉醒。由此可

见失眠的发生与 HPA 轴激素的分泌紊乱有关[69]。 

HPA 轴激素以 CRH、ACTH 为例主要作用机制

信号通路如图 5 所示。 

远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ld.是远志科远志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安神益智、祛痰消肿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心肾不交引起的失眠多梦、健忘惊悸。

赵鑫等[70]通过对远志与炆远志的调控作用进行研

究，发现远志通过调节 HPA 轴激素达到治疗镇静催

眠的效果。实验结果显示，远志发挥镇静催眠作用

时其机体血清中 HPA 轴亢奋，激素 CRH、皮质醇、 

 

图 5  CRH、ACTH 激素作用机制信号通路图 

Fig. 5  Signal pathway diagram of CRH and ACTH 

hormone action mechanism 

ACTH 水平均明显下降（P＜0.05、0.01），下丘脑组

织中 GABA、多巴胺、5-HT 水平含量升高，进而调

节睡眠功能紊乱，改善睡眠状态。 

交泰丸由黄连、肉桂 2 味中药配比而成，其中

黄连为君药，肉桂为臣药，是治疗心肾不交型失眠

的传统中药复方。交泰丸出自《韩氏医通》和《四

科简效方》。从疗效来看，交泰丸可有效缓解失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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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目前临床上仍广泛使用。全世建等[71]通过观察

交泰丸对大鼠体内 HPA 轴分泌的激素调节因子表

达及与失眠相关其他神经递质受体表达的影响，发

现交泰丸可能通过抑制 HPA 轴激素因子的分泌，使

机体内 5-HT、NE 的水平回调，从而有效治疗失眠。 

此外单味中药百合、地黄、夏枯草及中药复方

半夏秫米汤[68,72]也可通过调节 HPA 轴激素水平发

挥镇静催眠作用，具体见表 4。 

表 4  镇静催眠中药及复方调节 HPA 轴激素分泌作用 

Table 4  Effect of sedative and hypnot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pounds prescription regulate HPA axis hormone 

secretio 

中药/复方 功效 提取物/复方组成 作用机制 文献 

百合 清心除烦、宁心安神 水提物 CRH、GC、ACTH 水平均明显下降 72 

地黄 清热凉血、养阴生津 水提物 CRH、GC、ACTH 水平均明显下降 72 

夏枯草 清火明目、散结消肿 水提物 CRH、GC、ACTH 水平均明显下降 72 

半夏秫米汤 化痰通利、镇静安神 生半夏、秫米 降低血清 ACTH、CORT、CRH、GABA、NE、多巴

胺等含量 

68 

 

2  中药通过其他途径和方法发挥镇静催眠作用 

2.1  其他作用途径 

失眠的治疗与预防方式多种多样。除上述几种

主要的治疗机制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改善失眠

症状。例如，可以通过促进疲劳的修复，延长慢波

睡眠第 I 期（slow wave sleep I，SWSI）、SWSII、快

速眼球运动睡眠期（rapid eye movements sleep，

REMS），延长睡眠时间。也可以通过促进脑脊液中

内源性物质的分泌，增强硫喷妥钠对中枢的抑制，

降低中枢兴奋作用，进而延长深睡时间，使觉醒期

缩短，慢波睡眠期延长，从而改善睡眠。具体中药

及复方的作用机制见表 5。 

表 5  镇静催眠中药其他途径作用 

Table 5  Effect of other ways of sedative and hypnot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药/复方 功效 有效成分/复方组成 作用机制 文献 

甘草 补气止咳、清热解毒 甘草苷 促进脑脊液中内源性物质的分泌 73 

黄芪 补气升阳、固表止汗 四环三萜皂苷 延长硫喷妥钠睡眠时间，作用于中枢神经 74 

灵芝 补气安神、止咳平喘 灵芝孢子粉 影响松果体对褪黑素的分泌 75 

磁石 补益肝肾、治疗肾虚 四氧化三铁 促进疲劳修复，延长 SWSI、SWSII、REMS 期 76 

白芍 养血敛阴、柔肝止痛 芍药苷 明显促进脑脊液中内源性物质的分泌 77 

延胡索 活血行气、止痛 延胡索乙素 调控钾-氯离子共同转运体 2、钠-钾-氯离子共

同转运体 1 基因表达，影响神经递质水平 

78 

红花 活血通经、散瘀止痛 水提物 增加睡眠觉醒转化次数 79 

茯苓 健脾止泻、利水消肿 多糖 增强硫喷妥钠对小鼠的中枢抑制 80 

黄秋葵 胃肠蠕动、防止便秘 水提物 缩短睡眠潜伏期 81 

石菖蒲 化湿开胃、开窍豁痰 挥发油 抑制中脑和大脑，降低小鼠自由活动 82 

手参 补肾益精、理气止痛 水提物 延长阈上剂量诱导的睡眠持续时间 83 

朱砂安神丸 养血益气、镇静安神 地黄、当归、远志、酸枣仁、

朱砂 

缩短清醒期，缩短 SWSI、SWSII、异相睡眠

（paradoxical sleep，PS）潜伏期 

84 

保神开郁冲剂 疏肝解郁、安神定志 丹参、川芎、香附、郁金、竹

茹、合欢皮、琥珀等 

SWSI 增多、SWSII、PS 无明显影响 85 

天麻醒脑胶囊 滋补肝肾、平肝熄风 天麻、地龙、石菖蒲、远志、

熟地黄、肉苁蓉 

抑制机体自主作用，明显产生中枢镇静 86 

半夏厚朴汤 健脾和胃、宁心安神 紫苏叶、茯苓、生姜、厚朴、

半夏 

减少小鼠自主活动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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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与戊巴比妥钠协同抑制神经中枢系统 

大部分中药在发挥镇静催眠作用时均与戊巴比

妥钠呈现协同作用，通过降低机体自主活动次数，

延长阈上阈下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缩短戊巴比妥

钠所致的睡眠潜伏期时间，使中枢神经系统作用受

到抑制，从而抑制机体觉醒，延长机体睡眠时间，

改善机体睡眠质量。具体中药及复方的作用机制见

表 6。 

3  结语与展望 

中药悠久的用药历史为现代医药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诸多的可参考意见。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中医药研究事业，应用

先进的仪器与技术，解读中医药所包含的科学理论，

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药治疗失眠是在中医学

理论的基础上，先辨明中药与疾病之间的关系，然

后进行针对性用药。目前研究发现，中药的许多有 

表 6  镇静催眠中药及复方协同戊巴比妥抑制神经中枢发挥作用 

Table 6  Sedative and hypnot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pound cooperate with pentobarbital to inhibit nerve 

center 

中药/复方 功效 有效成分/复方组成 药理作用及作用机制 文献 

麦冬 养阴生津、润肺清心 总皂苷 抑制自主活动，协同戊巴比妥钠，中枢抑制  88 

当归 补血活血、调经止痛 内酯 显著延长戊巴比妥钠催眠时间，抑制中枢神经  89 

核桃仁 补肾温肺 提取物 缩短巴比妥钠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协同戊巴比妥钠  90 

淫羊藿 补肾壮阳、祛风除湿 总黄酮 促进睡眠抑制觉醒，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91 

黄岑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黄岑苷 延长阈上阈下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抑制中枢  92 

夏枯草 清火明目、散结消肿 萜类化合物 与戊巴比妥钠协同作用  93 

刺五加 滋阴补肾、镇定安神 提取物 减少睡眠潜伏期，抑制中枢神经系统  30 

知母 清肺润燥、滋阴降火 皂苷 延长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  94 

金线莲 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多糖 减少自主活动，缩短睡眠潜伏期，抑制中枢  95 

地龙 通经活络、清热息风 提取物 抑制自发活动，协同戊巴比妥  96 

栀子 清热解毒、泻火除烦 油状物 延长睡眠时间，与戊巴比妥钠协同作用  97 

蛇床子 散寒祛湿、温肾壮阳 挥发油 自主活动减少，协同戊巴比妥钠  98 

杜仲 补益肝肾 生物碱 减少自主活动，较好协调戊巴比妥钠  99 

紫苏 散寒解表、和胃止呕 水提物 减少自主活动，协同戊巴比妥钠 100 

鹅绒藤 利水消肿、清热解毒 水和氯仿提取物 抑制自主活动，对阈下剂量协同戊巴比妥 101 

灵芝 祛痰止咳、延缓衰老 酿制液 减少自主活动，协同戊巴比妥钠 102 

檀香茶 行气温中、开胃止痛 提取物 显著抑制自主活动，与戊巴比妥钠作用呈剂量相关性 103 

紫石英 镇定安神、止咳平喘 提取物 减少自主活动，延长睡眠时间，协同戊巴比妥钠 104 

心元胶囊 滋肾养心、活血化瘀 何首乌、丹参、麦冬 抑制自发活动，阈剂量协同戊巴比妥  105 

颐脑宁 活血化瘀、补气补肺 白芍、甘草 活动减少、中枢抑制协同戊巴比妥 106 

枣仁颗粒 养心安神、清热泻火 酸枣仁、茯神、珍珠 自主活动减少 107 

怡欣乐口服液 补气养阴、补肺益肾 西洋参、冬虫夏草、龟胶、酸枣仁、

合欢皮 

抑制自发活动，阈剂量协同戊巴比妥  108 

利脑宁 平肝熄风、活络化瘀 川芎、当归、白芷、郁金、牛黄等 较少自主活动，延长戊巴比妥睡眠时间 109 

定宁片 清心泻火、镇静安神 酸枣仁、黄连、黄柏 抑制自主活动，协同戊巴比妥 110 

安可梦口服液 安神定志、健脾养心 酸枣仁、何首乌、远志、合欢皮等 抑制自主活动，协同戊巴比妥 111 

双夏汤 宁心安神 半夏、夏枯草 缩短睡眠潜伏期，协同戊巴比妥钠 112 

养心安神汤 养心益肝、宁心安神 酸枣仁、太子参、麦冬、五味子 减少自发活动，协同戊巴比妥钠 113 

大安颗粒 滋阴平肝、宁心安神 白芍、酸枣仁、珍珠、牡蛎、柏子仁、

五味子等 

减少自发活动，协同戊巴比妥钠，抑制中枢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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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分具有镇静催眠的作用，并通过药理学实验阐

明了其作用机制。不论是单味药还是中药复方，都

有不同的化学组成成分，不同的药理作用等特点，

并在发挥作用时相互联系。 

但目前有关中药安神效果的研究，仍存在许多

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1）作用机制研究不够全面：

目前疗效相对明确的中药，机制研究主要是调节与

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从而发挥镇静催眠作用，而中

药改善失眠的其他方法和途径还需不断深入研究。

（2）作用机制阐释不够深入：目前关于中药镇静催

眠机制的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探讨。其原因主要是人

们对其作用的剖析不够深入，且各药物作用机制之

间的相互联系也较少，对于个体的整体认识仍比较

浅显，需深入挖掘。（3）中药有效成分不明确：翻

阅众多文献发现，具有镇静和安神功效的中药主要

活性组分是皂苷，其次为生物碱、多糖、挥发性成

分等，但目前对多数单味药进行镇静催眠作用机制

研究时，其研究的有效成分仍局限于水煎液及粗提

物阶段。（4）变量复杂：失眠作为一种常见睡眠障

碍，诱发原因很多，如外界压力、情绪变化、发生

重大事件导致情绪突然激动或是持续性的精神紧

张，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而这些非药物因子对人体

的影响很难定量，还会影响药物疗效的评估，需要

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自从 20 世纪大量学者就开始关注失眠问题，失

眠本身病因复杂，而临床所用化学药存在疗效片面、

不良反应多等缺点。相比之下，中药作用温和、疗

效佳、不良反应少，是治疗失眠的绝佳选择。面对

复杂的病因，中药还可复方用药，根据不同的症状

给出不同的处方方案。但是一些因社会因素导致失

眠的患者，应在中药用药的同时进行心理治疗。相

信随着更加系统深入的开展对中药镇静催眠作用机

制的研究，中药及其复方安全有效的治疗失眠指日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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