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 2024 年 7 月 第 55 卷 第 13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July Vol. 55 No. 13 ·4555·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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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睡眠障碍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神经类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天麻 Gastrodiae 

Rhizoma 是一种药食同源物质，是我国名贵中药，具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被广泛应用于改善患者的睡眠问题。通过对天

麻中的天麻素、天麻苷元、腺苷、N6-(4-羟基苄基)嘌呤核糖及其类似物等活性成分改善睡眠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进行阐述，

并对具有镇静催眠的天麻保健食品的剂型、配伍、适应人群、功能效果等进行统计分析，为天麻镇静催眠产品的研究开发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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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leep disorders are prevalent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life quality and posing 

a substantial threat to human health. Tianma (Gastrodiae Rhizoma)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sed for both medicinal and food 

purposes, with sedative and hypnotic effects. Therefore, this review comprehensively elucidates the efficacy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s in gastrodin, gastrodigenin, adenosine, N6-(4-hydroxybenzyl) adenine ribose, and their analogs, 

in improving sleep. In addi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dosage form, compatibility, target population, and functional 

outcomes of Gastrodiae Rhizoma supplements with sedative-hypnotic effect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edative-hypnotic products containing Gastrodiae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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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是人体必要的生理活动，人一生 1/3 时间

都处于睡眠状态[1]。睡眠不仅可维持自身的生长发

育，而且在机体的学习记忆、免疫代谢、情感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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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功能中具有重要作用。睡眠障碍是指睡眠质量和

数量出现异常的现象。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快节奏、

高压力等因素致使睡眠障碍普遍存在[2]，据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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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国存在睡眠障碍的人高达 45.4%[3]。睡眠障碍

可以增加机体多个系统相关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

率，如诱发神经系统疾病[4-5]（阿尔茨海默病、帕金

森病、脑白质疏松、路易体痴呆、神经病理性疼痛），

内分泌代谢性疾病[6]（肥胖、2 型糖尿病），免疫系

统疾病[7]（免疫力下降）等，甚至还会影响人的心

理，诱导抑郁症的发生[8]。目前，临床上主要采取抗

组胺类、巴比妥类等化学药对睡眠障碍进行干预。

这些药物能够快速发挥作用，但长期服用会出现不

良反应，导致睡眠障碍患者白天嗜睡、头晕，且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依赖性[9]。与之相比，中医在治疗

睡眠障碍方面历史悠久，临床效果较好，不良反应

小，更易被人们接受。中医认为失眠主要是由于饮

食不当、情绪不调、阴阳失调、过于劳累所致，因

此常以补益、镇静安神、疏肝理气类中药为主进行

临床治疗[10]。 

天麻是兰科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的干

燥块茎，是一种名贵中草药，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物

质[11]。2023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将天麻等 9 种物质纳入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名录。天麻具有

平肝息风、祛风通络之功效，广泛用于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天麻具

有镇静催眠、抗惊厥、抗氧化、增强免疫、镇痛、

延缓衰老、改善学习记忆等作用[12]。天麻多作为镇

静催眠作用的保健食品原料用于现代食品领域。近

年来，有关天麻主要活性成分及提取物在镇静催眠

方面研究颇多，本文对天麻发挥镇静催眠作用的活

性成分及作用机制进行归纳总结，并对天麻镇静催

眠相关产品进行分析，为镇静催眠作用的天麻产品

开发提供依据。 

1  天麻中镇静催眠的活性成分 

目前天麻中已经被分离的活性成分主要有多酚

类、糖类、甾醇类、有机酸类及含氮有机化合物[13]。

其中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的主要有天麻素、天麻苷元

及类似物、腺苷、N6-(4-羟基苄基)嘌呤核糖 [N6-(4-

hydroxybenzyl)adenine ribose，NHBA] 及类似物等。

见表 1 和图 1。 

表 1  天麻中发挥镇静催眠的化合物及其机制 

Table 1  Sedative-hypnotic compounds and their mechanisms in Gastrodiae Rhizoma 

化合物 药理作用 作用机制 文献 

天麻素 降低小鼠自主活动，与戊巴比妥钠具有协同作用 降低脑区去甲肾上腺素 14 

天麻苷元 具有镇静催眠作用 作用于巴比妥受体、GABA 受体 14 

2FHBA 增加小鼠睡眠时间，降低小鼠睡眠潜伏期、自主活动 提高小鼠体内 5-HT 含量 15 

NHBA 降低小鼠自主运动，增加戊巴比妥钠的催眠效果 激活腺苷 A1/A2 受体 16 

B2 缩短小鼠睡眠潜伏期，增加非快速眼动睡眠 增加了小鼠下丘脑和皮层中的 GABA

水平和 GAD 酶活性 

17 

YZG-330 抑制小鼠自主活动、延长睡眠时间、缩短睡眠潜伏期；促进小

鼠觉醒后再入睡，作用比 YZG-331 强 

降低脑区腺苷 NE、5-HT 浓度，改变多

巴胺含量 

18 

YZG-331 降低小鼠自主活动、缩短睡眠潜伏期、延长睡眠时间；促进小

鼠觉醒后再入睡 

升高 GABA 含量，激活 A1R/A2a 受体，

下调 Ca2+CaMKII 信号通路 

19 

腺苷 具有诱导睡眠的作用 抑制胆碱能和谷氨酸能神经元兴奋 20 

2FHBA-4-羟基苄醇 3-呋喃羧酸二酯；5-HT-5-羟色胺；GABA-γ 氨基丁酸；B2-N6-(3-甲氧基-4-羟基苄基)腺嘌呤核糖；YZG-330-N6-[(R)-1-(苯基)-

丙基]-腺苷；YZG-331-N6-[(S)-1-(苯基)-丙基]-腺苷。 

2FHBA-4-hydroxybenzyl alcohol 3-furancarboxylic acid diester; 5-HT-5-hydroxytryptamine; GABA-γ aminobutyric acid; B2-N6-(3-methoxy-4-

hydroxybenzyl)adenine ribose; YZG-330-N6-[(R)-1-(phenyl)-propyl]-adenosine; YZG-331-N6-[(R)-1-(phenyl)-propyl]-adenosine. 

1.1  天麻素 

天麻素是天麻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增加心脑

血管流量、保护神经系统、增强免疫等作用，同时

天麻素可以平衡大脑皮质的兴奋与抑制，产生镇静、

安眠作用。邹宁等[21]通过 ig 天麻素于小鼠观察其自

主活动、入睡时间和入睡只数，结果显示天麻素可以

抑制小鼠自主活动，缩短小鼠入睡时间，增加小鼠入

睡只数，具有显著的镇静催眠作用。刘威良等[22]通过

ip 天麻素注射液于小鼠，观察天麻素对戊巴比妥钠

诱导小鼠睡眠作用及对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所致小

鼠睡眠率的影响，发现天麻素可增强戊巴比妥钠对

小鼠的催眠效果，具有一定的中枢镇静作用。 



 中草药 2024 年 7 月 第 55 卷 第 13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July Vol. 55 No. 13 ·4557· 

   

 

图 1  天麻中发挥镇静催眠的化合物结构 

Fig. 1  Chemical structure of sedative and hypnotic compounds in Gastrodiae Rhizoma 

1.2  天麻苷元 

天麻苷元又称对羟基苯甲醇，是从天麻的乙醇

提取物和石油醚提取物中分离出来的活性成分，也

具有镇静催眠的药理活性。研究发现天麻苷元对小

鼠、猴子、鸽子及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催眠作用[14]。

白飞等[23]以天麻苷元为先导物，合成的 9 种衍生物

和 5 种同系物皆具有镇静催眠活性，且镇静作用是

天麻素的 1.3～2.0 倍，有被开发为中枢镇静药的潜

力。Zhu 等[15]通过羧酸进行合成天麻苷元衍生物，

通过戊巴比妥诱导睡眠实验，发现 2FHBA 可抑制

小鼠的运动活性，促进戊巴比妥钠的催眠效果，表

明其具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活性，其催眠作用可能

与 5-HT 能系统和 GABA 能系统有关。近几年，国

内外研究者对天麻苷元镇静催眠作用研究逐渐加

深，但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 

1.3  NHBA 

NHBA是首次从天麻水提取物中分离得到的一

种单体成分，是 N6-取代-腺苷衍生物，是天麻发挥

镇静催眠的物质之一。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

NHBA 镇静催眠的作用研究逐渐深入。唐丽娜[24]发

现 NHBA 可显著降低小鼠的自主活动；与戊巴比妥

钠协同诱导小鼠睡眠，缩短清醒时间，延长小鼠非

快速眼动（non-rapid eye movements，NREM）睡眠

时间，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He 等 [25]发现

NHBA 可通过激活腺苷 A1、A2a 在小鼠大脑内发挥

镇静催眠作用。另外 NHBA 衍生合成的 B2、YZG-

330 及 YZG-331 均具有镇静催眠的作用，可以作为

潜在的改善睡眠障碍药物[26]。 

1.4  腺苷 

腺苷是生理性睡眠因子，是一种中枢抑制性神

经递质，可以抑制胆碱能神经元和谷氨酸能神经元

的兴奋，促进睡眠[20]。在天麻和蜜环菌中含有的少

量腺苷，可以作为外源性物质穿越血脑屏障，腺苷

受体被激活，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增强，腺苷浓度增

加，在大脑中发挥睡眠调节作用[27-28]。何芳雁等[29]

认为天麻在镇静催眠活性中的药理活性主要与腺苷

有关，采用药理活性追踪分离药物活性成分的方法，

将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得的天麻总提取物、醋酸乙酯

提取物、水提取物和天麻水提取物中天麻素和腺苷

的含量换算为实验用天麻的等效生药量进行比较研

究，并采用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法、以翻正反射消

失 1 min 以上为睡眠指标，评价天麻各提取部位和

成分的催眠作用。证明腺苷具有显著的催眠作用。 

除了上述 4 种化合物外，天麻提取物也具有较

好的镇静催眠的作用。Choi 等[30]研究发现天麻乙醇

提取物可以延长戊巴比妥钠诱导的小鼠睡眠时长，

有效缩短睡眠潜伏期。唐大轩等[31]通过 ig 天麻提取

物于小鼠，观察其协同戊巴比妥钠对小鼠睡眠的影

响，确定天麻提取物的催眠作用，结果表明天麻提

取物明显增加小鼠睡眠时间。马翠霞[32]通过小鼠自

主活动、戊巴比妥钠协同作用实验模型，筛选天麻

不同溶剂提取物，结果表明天麻乙醇提取物镇静催

眠效果良好，同时对天麻乙醇提取物用不同极性溶

剂萃取，发现天麻醋酸乙酯及正丁醇提取物皆具有

较好的镇静催眠作用。并对 2 种萃取物进行测定，

分离出 18 个单体成分，其中咖啡酸被首次分离出

来，为进一步研究天麻镇静催眠物质基础提供参考。 

2  天麻镇静催眠的作用机制 

哺乳动物的睡眠-觉醒周期主要分为觉醒、快速

眼动睡眠（rapid eye movement，REM）和 NREM 3

个阶段，从本质上来说，睡眠障碍是睡眠-觉醒周期

出现异常的现象[33]。睡眠-觉醒相互转化是由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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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经元网络来调节的，促觉醒神经系统的神经元

在兴奋时动物处于觉醒状态，促睡眠网络兴奋时动

物处于睡眠状态，而这些神经元通过释放不同的神

经递质，与其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睡眠觉

醒状态和特异性的脑电肌电信号[34]。睡眠障碍通常

是由睡眠-觉醒相关神经环路的异常、神经递质失

调、受体表达失活、心理压力过大等一系列因素引

起的[35]。天麻镇静催眠可能与炎症、中枢神经元、

神经递质及相关受体、肠道微生物等作用机制有关。

已经有研究证实，天麻能够改变中枢神经元神经递

质的释放，激活相应的受体，改变某些神经元的活

性，调节肠道微生物等抑制觉醒或促进睡眠。 

2.1  炎症与中枢神经元 

睡眠-觉醒通路的主要神经元由谷氨酸神经元

和 GABA 神经元组成，它们分布在大脑的网状核心

内，通过局部和远处的投射及相互作用来调节觉醒-

睡眠状态下的皮层活动和行为[36]。张莹[37]提出天麻

化合物 NHBA 及其衍生物 B2 均能够增加睡眠中枢

腹外侧视前区 GABA 能神经元的兴奋性，通过激活

脑内促睡眠系统而发挥其镇静催眠作用。 

炎症反应会引起细胞信号转导、神经递质传递

和分泌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失眠。天麻可通过炎

症反应发挥改善睡眠的作用。Liu 等[38]在小鼠 REM

睡眠剥夺前连续 1 周 ig 天麻素 100、150 mg/kg，72 

h 后，对小鼠进行了戊巴比妥诱导的睡眠测试和莫

里斯水迷宫实验，以测量 REM 睡眠质量及学习和

记忆能力。使用苏木精染色观察组织病理学，并使

用蛋白质印迹检查细胞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信号通路和经典 Wnt 信号途径 Wnt/β-

catenin 的表达，发现 REM 睡眠剥夺导致小鼠睡眠

潜伏期增加，睡眠时间缩短，损伤其海马 CA1 区域

和皮层的神经元及学习和记忆能力，NF-κB 通路被

激活，Wnt/β-catenin 通路被抑制。而在天麻素治疗

后显著改善了 REM 睡眠剥夺引起的海马 CA1 区和

大脑皮层的睡眠障碍、认知缺陷和神经元损伤。结

果表明，天麻素可以通过调节 NF-κB 和 Wnt/β-

catenin 通路及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改善 REM 睡眠

剥夺引起的睡眠障碍，可以被认为是治疗 REM 睡

眠剥夺的潜在候选者。 

天麻还可能通过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来改善睡

眠 。 龙 盼 等 [39] 发 现 对 氯 苯 丙 氨 酸 （ p-

chlorophenylalanine，PCPA）失眠小鼠海马区部分神

经元细胞出现胞核固缩、胞质溶解、细胞体积变小

的现象，给予不同剂量的天麻素后，这种状况得到

缓解，表明天麻素能够减轻 PCPA 失眠小鼠神经元

细胞损害。大脑内氧化应激反应也会使神经元受到

损伤，从而导致睡眠障碍的产生。同时天麻具有良

好的抗氧化作用，如天麻甲醇提取物能够抑制谷氨

酸活化升高的活性氧水平，从而保护神经元免于死

亡。因此，天麻对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但天麻是

否通过保护睡眠相关神经元细胞直接发挥镇静催眠

作用仍需进一步探究。 

2.2  影响神经递质的传递与释放 

脑内神经递质与睡眠有关的主要有去甲肾上腺

素（norepinephrine，NE）、乙酰胆碱、多巴胺、5-HT、

GABA 及谷氨酸等，这些神经递质参与调控睡眠的

网络结构[40]。研究发现，失眠患者中枢的神经递质

水平异于正常睡眠参考值[41]。天麻可以通过影响神

经递质的释放与传递改善睡眠。早在 1993 年，黄彬

等[42]提出天麻素发挥镇静催眠作用可能是天麻抑

制中枢 NE 能神经末梢对 NE 的摄取与储藏，从而

减少下丘脑、脑干、皮层、杏仁核区域的 NE 含量。

PCPA 是 5-HT 抑制剂，通过抑制色氨酸羟化酶来抑

制 5-HT 合成，进而导致失眠。龙盼等[39]通过研究

天麻素对 PCPA 小鼠失眠模型的影响，发现失眠小

鼠睡眠状况得到改善，且小鼠大脑皮层 5-HT 含量

上升。结果表明天麻素可改善 PCPA 失眠小鼠脑组

织中 5-HT 含量，从而改善小鼠睡眠。马翠霞[32]在

PCPA 失眠大鼠 ip 天麻醋酸乙酯萃取物，并对失眠

大鼠下丘脑和海马体中谷氨酸、GABA、5-HT、多

巴胺的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天麻醋酸乙酯萃

取物可提高失眠大鼠海马体及下丘脑的谷氨酸、5-

HT、多巴胺含量，降低 GABA 含量，改善大鼠的睡

眠质量。有研究表明，NHBA 通过抑制蛋白激酶 A

磷酸化，从而抑制钙调蛋白依赖激酶 II 的磷酸化水

平，减少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的释放而发挥镇静

催眠的作用[24]。黄红等[43]在探究鲜天麻对睡眠干扰

诱导小鼠的学习记忆障碍的影响，发现鲜天麻可以

提高睡眠障碍小鼠血清和海马组织的乙酰胆碱、谷

氨酸和 NE 水平，改善小鼠的睡眠状况。 

2.3  激活相关受体 

睡眠-觉醒各种调节信号的转导始于一系列受

体活动，受体的功能比配体活性物质更直接地决定

了下游生理过程的生物学效应[44]。与睡眠有关的受

体主要包括 GABAA 受体、褪黑素受体、食欲素受

体、组胺受体、腺苷受体、多巴胺受体、5-HT 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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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目前已有许多研究发现天麻中的活性成分可通

过调节相关受体活性来发挥睡眠的作用，如 NHBA

可通过腺苷受体发挥镇静催眠作用[16]，对羟基苯甲

醇能作用于 5-HT 受体参与睡眠节律的调节[15]。胡

鹏程等[45]通过 ip 天麻粉于小鼠，利用药物戊巴比妥

钠辅助睡眠，检测小鼠睡眠潜伏期和睡眠时长，采

用多巴胺试剂盒检测小鼠脑组织的多巴胺含量，用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小鼠体内多巴胺受体各亚

型的表达，结果表明天麻可以显著增加多巴胺相关

受体的含量，并且天麻素可以激活多巴胺 D2 受体

所介导的信号通路，从而发挥镇静催眠的作用，其

效果与多巴胺盐酸盐相当。 

邢其郡[46]研究发现天麻素、巴利森苷 A、巴利

森苷 B 能通过多巴胺 D2 受体、褪黑素 MT2 受体激

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1/2，提高其磷酸化水平，但

其效果弱于激动剂。巴利森苷 A 可以与褪黑素受体

MT1 结合且效果较强，结果表明巴利森苷 A 结合

并激活 MT1 从而促进 NREM 睡眠。研究表明

GABAA 是哺乳动物脑内主要的抑制性受体，与其

配体结合可以调节氯离子通道而发挥效应[47]。郭正

平等[48]标记与苯二氮䓬类受体结合的配体，加入天

麻素、天麻苷元及其衍生物，结果发现天麻苷元可

以取代被标记的配体与苯二氮䓬类受体结合，形成

大分子复合物，增加氯离子的开放频率，增强

GABAA 受体亲和力，进而发挥中枢抑制作用。 

2.4  基于肠道微生物改善睡眠 

肠道微生物是人体中重要的一类微生物群体，

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肠

道微生物的失调会引起 5-HT、色氨酸的合成，进

而导致失眠的发生。此外肠道微生物也与褪黑素作

用相关，同时梭菌、乳杆菌和聚球菌在人类肠道菌

群中占据 60%，其丰度与昼夜节律显著相关[49]。天

麻被人体摄入后，需要与肠道微生物进行反应才能

够被人体吸收。林灵等[50]研究发现，天麻经微生物

发酵后能够显著增加小鼠脑组织内的 5-HT、

GABA 以及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

的含量，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降低丙二醛含

量，改善小鼠睡眠。因此，天麻可能对肠道微生物

产生影响，进而对睡眠进行调控。此研究为后期基

于肠道菌群水平探索天麻改善睡眠的作用机制提

供理论依据。 

天麻镇静催眠的作用机制见图 2。 

3  天麻改善睡眠产品分析 

天麻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物质，安全性高、营养

价值高、不易出现耐药性和依赖性，可作为日常食

物对睡眠进行调理。此外，天麻经过特殊加工后，

能够改变其活性成分的含量并增强镇静催眠的药理

活性[51-52]。因此作为原料在食品、功能性食品中被 

 

图 2  天麻镇静催眠的作用机制 

Fig. 2  Sedative-hypnotic mechanism of Gastrodiae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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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通过统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殊食品

监管司特殊食品信息平台查询批准注册的以天麻为

原料的保健食品的功能，并对部分改善睡眠功能产

品的原料及配伍组成、剂型、禁忌人群等进行分析，

评价其改善睡眠作用。为天麻更好的开发改善睡眠

产品及产业的发展提供思路。 

3.1  天麻保健食品分析 

根据相关查询结果，我国已经获批的天麻相关

保健食品共 146 种，根据 2023 年 8 月 31 日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

药局联合发布《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

非营养剂补充剂（2023 年版）》及配套文件的公告，

对获批的 146 种相关保健食品的功能进行了统计。

产品功能包括：有助于改善睡眠、有助于增强免疫

力、有助于维持血压健康水平等 11 个作用类别，若

产品同时具有 2 种以上功能则按照 2 种功能分别计

算，经统计天麻相关产品功能共 172 频次。其中声

称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产品数量最高，共 75 种，占

比 44%；各功能占比见图 3-A。在这 75 种产品中单

独具有改善睡眠功能的有 55 种，同时兼具改善睡

眠和其他功能的有 20 种，见图 3-B。分析图 3 可

知，天麻对人体中枢神经、免疫、内分泌、循环系

统均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 

3.1.1  天麻改善睡眠保健食品的主要原料及配伍  

统计分析后发现 75 种具备改善睡眠功能的天麻保

健食品原料中单独使用天麻的仅有 9 种，其余均

由 2 种及以上的中药配伍组成。中药配伍在临床

应用中具有一定的疗效，药理实验证实，中药合用

往往优于单一药物的药理作用，具有协同增效、解

毒减毒、双向调节等作用。在这些配伍产品中酸枣

仁、灵芝、五味子、刺五加为主要配伍原料。有研

究表明酸枣仁有养气、镇静安神之效，灵芝具有补

气安神、止咳平喘的功效，五味子具有健脑益智、

镇静催眠的作用，刺五加经研究发现也具有镇静

催眠的作用[53]。因此，酸枣仁、灵芝、五味子、刺

五加配伍可能通过功效协同增强天麻镇静催眠的

效果。 

3.1.2  天麻改善睡眠保健食品剂型分析  从剂型来

看，现有的剂型主要有胶囊剂、片剂、粉剂、颗粒

剂、酒剂、口服液 6 种类型，而胶囊是数量最多的，

有 55 种（图 4），天麻本身质地偏硬，因此粉碎后

可以直接入药。综合来看，这些剂型虽多，但都是

传统剂型，缺乏创新性。 

 

图 3  天麻保健食品功能分布 (A) 和天麻改善睡眠保健食

品且兼具其他功能分布 (B) 

Fig. 3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Gastrodiae Rhizoma 

health food (A); Gastrodiae Rhizoma improves sleep and 

health food and has other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B) 

3.1.3  天麻改善睡眠保健食品禁忌人群  天麻保健

食品的不同功能所对应适宜人群及禁忌人群不同，

天麻用于改善睡眠产品适宜睡眠不佳的人群。禁忌

人群则为少年儿童、孕妇及哺乳期妇女。这可能与

天麻能够对中枢神经系统发挥作用有关，长期食用

会影响少年儿童大脑发育，另外，天麻具有活血化

瘀功效，因此也不利于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服用[54]。 

3.2  天麻改善睡眠产品的功能评价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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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天麻改善睡眠保健食品的主要剂型 

Fig. 4  Main dosage forms of Gastrodiae Rhizoma health 

food for improving sleep 

发的《保健食品功能检验与评价方法（2023 年版）》

所知，天麻相关产品镇静催眠功能需要通过动物实

验评价。需对受试动物进行体质量测试，延长戊巴

比妥钠睡眠时间实验、戊巴比妥钠（或巴比妥钠）

阈下剂量催眠实验、巴比妥钠睡眠潜伏期实验。除

体质量外，其他任意 2 项为阳性，且无明显直接睡

眠作用，可判定该受试样品具有有助于改善睡眠的

作用。目前天麻相关产品改善睡眠的功能大都建立

在实验动物水平，见表 2。 

根据《保健食品功能技术检验与评价（2023 年

版）》，天麻相关保健食品已经通过动物验证具有改

善睡眠的作用。因此，部分天麻相关产品已经被用 

表 2  天麻产品改善睡眠功能的动物评价效果 

Table 2  Animal evaluation results of Gastrodiae Rhizoma products improving sleep 

产品/复方 主要原料 动物模型 实验结果 文献 

超微天麻粉 天麻 SPF 级昆明小鼠 对小鼠体质量、直接睡眠无影响；未延长睡眠时间；增加

小鼠入睡率；减少睡眠潜伏期 

55 

刺五加酸枣仁天麻胶囊 天麻、刺五加、酸枣仁 SPF 级昆明雄性

小鼠 

对小鼠体质量无影响；无直接睡眠作用；延长小鼠睡眠时

间；缩短小鼠睡眠潜伏期 

56 

复方钩藤口服液 天麻、钩藤、酸枣仁 SPF 级昆明小鼠 对小鼠体质量无影响；无直接睡眠作用；延长小鼠睡眠时

间；增加小鼠入睡率；缩短小鼠睡眠潜伏期 

57 

复方酸枣仁天麻五味子

制剂 

天麻、酸枣仁、五味子 ICR 小鼠 延长小鼠睡眠时间；缩短睡眠潜伏期；增加入睡率 58 

天麻素胶囊 天麻 ICR 小鼠 对小鼠体质量无影响；无直接睡眠作用；延长小鼠戊巴比

妥钠诱导的睡眠时间，缩短巴比妥钠诱导睡眠的潜伏期 

59 

天麻粉片 天麻 SPF 级昆明小鼠 对小鼠体质量、入睡率无影响；无直接睡眠作用；延长小

鼠睡眠时长；缩短睡眠潜伏期 

60 

天麻灵芝颗粒 天麻、灵芝 昆明小鼠 减少小鼠自主活动；增加入睡率；缩短入睡潜伏期；延长

睡眠时长 

61 

天麻酸枣仁复合胶囊 天麻、酸枣仁 SPF 级 ICR 小鼠 对小鼠体质量、睡眠率无影响；无直接睡眠作用；延长睡

眠时长；缩短睡眠潜伏期 

62 

天麻醒脑胶囊 天麻、地龙、石菖蒲、远志、

熟地黄、肉苁蓉 

ICR 小鼠 对小鼠自主活动无影响；延长小鼠睡眠时间；增强戊巴比

妥钠作用 

63 

枣仁天麻胶囊 天麻、酸枣仁 SPF 级 ICR 小鼠 延长小鼠睡眠时间；缩短睡眠潜伏期 64 

王浆天麻复方 天麻蜂王浆 普通级昆明小鼠 缩短小鼠入睡潜伏期；延长小鼠睡眠时长；提高小鼠入睡

率；不影响小鼠生长 

65 

巴戟天和天麻复合物 天麻、巴戟天 NIH 品系小鼠 对小鼠睡眠无直接作用；延长小鼠睡眠时间；对小鼠睡眠

率不影响；缩短小鼠睡眠潜伏期 

66 

天麻止眩颗粒 天麻、茯苓、牡蛎、白芍 SPF 级昆明小鼠 抑制小鼠自主活动；缩短小鼠入睡时间；延长小鼠睡眠时

长；提高小鼠睡眠率 

67 

 

于临床上改善患者睡眠，通常将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作为患者

睡眠状况是否得到改善的评价参数，天麻产品改善

睡眠的 PSQI 见表 3。 



·4562· 中草药 2024 年 7 月 第 55 卷 第 13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4 July Vol. 55 No. 13 

   

表 3  天麻产品改善睡眠临床应用效果 

Table 3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Gastrodiae Rhizoma products improving sleep 

产品 临床应用 临床疗效评价 结论 作用机制 文献 

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 脑梗死后失眠患者 患者 PSQI 指数↓；无明显不良反应 有效改善脑梗死患

者失眠状况 

— 68 

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 痰湿阻络型不寐患者 患者 PSQI 指数↓，睡眠效率↑、觉醒时间↓、

入睡潜伏期↓ 

有效改善患者睡眠

障碍 

— 69 

天麻钩藤饮 帕金森患者睡眠障碍患者 患者帕金森睡眠评估量表评分↑，统一帕金

森病评定量表评分↓；无明显不良反应 

有效改善 PD 患者

睡眠障碍 

提 高 血 浆 谷 氨

酸、GABA水平 

70 

天麻钩藤饮 阴虚阳抗性原发高血压

失眠患者 

PSQI 指数↓ 改善患者睡眠情况 降低 NE 水平 71 

天麻钩藤饮 肝阳上亢型脑卒中后睡

眠障碍 

PSQI 指数↓ 改善患者睡眠情况 — 72 

天麻醒脑胶囊 失眠（肝肾不足、肝风上

扰证）患者 

PSQI 指数、失眠严重指数↓ 镇静催眠效果较好 — 73 

“—”-未进行机制研究，“↑”-上升，“↓”-下降。 

“—”-no mechanistic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up, “↓”-down. 

睡眠障碍是发生在神经网络的复杂过程，其机

制复杂，体外研究难以直接说明镇静催眠效果，因

此，动物实验在临床应用前仍具有重要作用。从表

2、3 可以看出，天麻产品在动物实验评价和临床应

用中均表现出良好的效果，且无明显不良反应，是

理想的镇静催眠产品。 

4  结语与展望 

天麻中有效化学成分天麻素、天麻苷元、腺苷、

NHBA 及类似物皆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研究

表明其主要通过影响中枢神经能、神经递质的传递

与释放，激活相关受体、炎症反应和肠道微生物等

途径来发挥镇静催眠的作用。现有的研究较多的关

注到天麻通过炎症、神经通路、神经递质及相关受

体等机制发挥镇静催眠的作用，对肠道微生物的研

究较少，后续对这方面还需要深入研究，以明确天

麻对肠道微生物和睡眠的具体作用机制。此外，天

麻保护相关神经性疾病患者的神经元细胞的同时能

够改善患者睡眠障碍，但天麻是否通过保护神经元

细胞来发挥镇静催眠作用尚未可知。目前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天麻素的作用效果，而关于巴利森苷等镇

静催眠作用鲜有报道，但已有实验表明巴利森苷可

以通过褪黑素受体发挥镇静催眠作用[46]，同时天麻

水提物去掉天麻素后同样具有镇静催眠作用，但具

体成分尚未明确。因此，天麻其他活性成分提取工

艺及镇静催眠作用还需深入探讨。 

此外，以天麻为主要原料的镇静催眠保健食品

剂型大都为传统剂型，还需要对其进行创新来满足

不同的市场需求。目前，与天麻配伍的多为酸枣仁、

灵芝、五味子、刺五加等，未来可以着手研究其他

镇静催眠的药食同源物质，与天麻进行配伍，开发

出功能更显著更有针对性的产品。目前的天麻保健

食品中，含有的主要活性成分多为天麻素，而其他

已经证实具有镇静催眠成分应用较少。也可以天麻

素、天麻苷元为先导物，通过结构修饰得到镇静催

眠的衍生物。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天麻活性成分

镇静催眠机制的研究，尽可能发挥天麻多靶点、多

成分的作用优势，开发获得药理活性更优的镇静催

眠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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