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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治疗神志疾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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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环境与社会因素的改变，患神志疾病的人数逐年增加。现代医学多运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但长期服用易出现

失眠、头晕、恶心、自主神经紊乱等不良反应，并且容易产生对药物的耐药性。百合 Lilii Bulbus 作为治疗神志疾病的常见药

材，其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主要用于治疗阴虚燥咳、虚劳惊悸、失眠多梦等疾病。对百合及其有效化学成分在治疗

失眠症、抑郁症、焦虑症以及围绝经期综合征等神志疾病的研究进行综述。百合主要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改善肠道菌

群、调控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缓解炎症及氧化应激等机制，发挥镇静安神的功效，在临床治疗失眠症、抑郁症、焦虑症

等神志疾病，具有潜在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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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reat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with Lilii Bul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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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actors, the number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psychiatric disorder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Modern medicine utilizes antipsychotic drugs for treatment, however, long-term use of antipsychotic drugs 

can cause various side effects, such as insomnia, dizziness, nausea, autonomic disorders, and other adverse reactions, as well as make 

the patient resistant to the drugs. As a common medicinal herb for the treatment of psychosomatic diseases, Lilii Bulbus was first 

recorded in Shennong’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and is main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yin deficiency and dry cough, palpitations 

due to deficiency labor, insomnia and excessive dreaming.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Lilii Bulbus and its effective 

chemical compon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erimenopausal syndrome and other psychosomatic 

disorders. By regulating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improving intestinal flora, regulating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and alleviating inflamma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Lilii Bulbus exerts sedative and tranquilizing effects, which is potentially valuable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insomnia, depression, anxiety and other psychiatric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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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志疾病，又称神志症，指以神志、情感症状

为主的一类疾病，主要表现为人在精神情志、思维

意识等方面的异常，具体表现为烦躁、失眠、喜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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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悸、谵语等症状[1]。依据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The Lancet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

的神志疾病发病率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而且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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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方面疾病导致情绪不良甚至自杀等行为的发生

情况也在不断增[2-4]。这些数据提示神志疾病已成为

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神志疾病种类繁多，失眠症、抑郁症、焦虑症

和围绝经期综合征在众多神志疾病中尤为突出。这

些疾病不仅发病率高、影响广泛，而且症状复杂，

还常常相互关联。例如，失眠与焦虑、抑郁之间存

在“共病”现象，长期失眠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

反之亦然。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常因雌激素水平波

动而出现失眠、焦虑、抑郁等多重症状，这些症状

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病情。鉴于这些疾病在现

代社会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本文研究选取失眠症、

抑郁症、焦虑症和围绝经期综合征作为神志病的代

表进行探讨。 

现代医学中治疗神志疾病多使用抗精神病药

物，长期服用会导致嗜睡、失眠、情绪失调甚至出

现中枢神经系统性病变等。中医药在经过了上千年

的实践，与西药相比，中药治疗神志病优势明显，

安全性高且无不良反应。我国应用百合 Lilii Bulbus

治疗疾病已有 2 000 多年的历史，其入药最早记载

于《神农本草经》，书中记载百合常用于“治邪气腹

胀，肉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现代研究表明

百合具有清心安神、止咳祛痰、抗抑郁、抗炎、抗

氧化、免疫调节等多种功效，可用于治疗由心阴虚、

心热盛引起的失眠多梦、精神恍惚、虚烦惊悸、阴

虚燥咳、劳嗽咳血等神志疾病所导致的症状[5]。 

综上，本研究在电子数据库 PubMed、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系统检索建库至

2024 年 10 月 29 日之间发表的相关研究。以下为检

索词：中文检索词为（“百合”OR“百合

花”OR“食用百合”OR“百合有效成分”）AND

（“神志疾病”OR“神志症”OR“心理疾病”）；

英 文 主 题 词 为 （ “lily”OR“lilium brownii” OR 

“artichoke” OR “Lily active ingredients” OR “Material 

basis of lily” OR “edible lily”）AND（“Mental illness” 

OR “Mental disorder” OR “psychiatric disorders”）。对

以上主题词进行布尔逻辑检索，并追溯相关综述的

原始文献。共检索到 812 篇文献，根据英文期刊影

响因子≥3.0 及中文文章引用量≥300 次为标准获

得 669 篇文献；并排除合并有其他疾病、非临床或

实验性文献、数据前后不一致、无法获取全文的文

章后获得 201 篇文献，通过全面评估实验性研究设

计合理、疗效评价指标客观全面、数据链完整；临

床研究样本量足够、不合并其他疾病等标准获得 80

篇文献（图 1）。由此对近年来关于百合治疗神志疾

病的药理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图 2），为基础研究及

临床应用百合治疗神志疾病提供参考。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Fig. 1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1  神志疾病的认识及其产生原因 

神志的概念范畴既包括思维、意志、认知等精

神活动，也包含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中医学以神

志变动来展现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因神志、情

志刺激而诱发的病证统称为“情志病”[6]，包括癫

狂、百合病、脏躁、郁证、不寐等。失眠症、抑郁

症、焦虑症等神志疾病，其产生原因与内因如心血

不足、肺气相结、肝气郁结、阴阳失调有关，还与

社会、自然等外因相关[7]。 

现代医学认为人的神志、精神思维活动也就是

大脑的功能，即大脑对客观外界事物的反映[8]。在

现代医学中，神志的发生与变动不仅仅是社会因素

的不断变化、机体对外界环境刺激产生的反应，还

存在机体本身的因素，如某些特有躯体疾病的后遗

症期会出现情绪改变等[9]。产生神志疾病的主要原

因有：一是精神心理状况不良，如压力大、抑郁烦

躁、心绪波动等；二是身体状况不良，如心脑血管

疾病、疼痛、内分泌紊乱等；三是年龄，如老年人、

围绝经期妇女等[10]。 

目前临床上治疗神志疾病多使用抗精神病药物，

如三环类抗抑郁药物（氯丙咪嗪、阿米替林、多塞平），

再摄取抑制剂（文拉法辛、度洛西汀）等[11-13]。其优 

共检索文献812篇
（英文 578 篇，
中文 234 篇） 

根据英文期刊影响因子＞3.0

及中文文章引用量＞300 次
为标准共计 669 篇文献； 

1. 排除合并有其他疾病 

2. 排除非临床或实验性文献 

3. 排除数据前后不一致文献 

4. 排除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
共计 201 篇文献 

阅读文献摘要
300 篇 

判断文献正确性：
实验设计合理、
疗效评价指标
客观可靠、临床
研究样本量足
够等标准 

最终进行数据提取和分析的文
献 8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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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百合及其复方治疗神志疾病 

Fig. 2  Lilii Bulbus and its compound formulas in treat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点是见效快，但是长期服用不仅会导致嗜睡、失眠、

肥胖、情绪失调、中枢神经系统性病变等不良反应，

还会使患者对药物产生耐药性、成瘾性[14]。中药治

疗神志病优势明显，疗效确切，几乎无不良反应，

且可降低复发率[15]。百合作为经典安神的传统中

药，在治疗神志疾病方面临床疗效较好。 

2  百合的主要有效成分 

百合 Lilii Bulbus 基原植物为百合科百合属植

物，化学成分复杂，大量研究表明，百合科植物含有

甾体皂苷类、多糖类、多酚类、生物碱类等成分[16]。

具有止咳祛痰、镇静催眠、抗氧化、抗炎、免疫调

节、抗肿瘤、降血糖等多种药理作用。 

2.1  甾体皂苷类 

皂苷类是苷元为三萜或螺旋甾烷类化合物的

一类糖苷，具有众多药理活性，如抗炎、抑制增殖、诱

导凋亡的作用[17]。百合属植物的鳞茎中含有丰富的甾

体皂苷，约占鳞茎冻干总质量的 13%[18]。甾体皂苷类

是百合属植物的特征性成分，也是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根据苷元结构的差异分为 4 种类型：螺甾烷醇

（spirostanols）、异螺甾烷醇（isospirostanols）、变形螺甾

烷醇（pseudospirostanols）和呋甾烷醇型（furostanols）

皂苷[19]，百合中甾体皂苷主要以异螺甾烷醇型皂苷为

主。具体甾体皂苷类化合物信息见表 1 与图 3。 

2.2  多糖类 

多糖是一种天然活性成分，存在范围广泛，是

生物体内重要大分子物质，能构建细胞结构、提供

能量、减少酮体的生成等，同时还具有广泛的药理

作用：抗氧化、调节免疫功能、抗病毒、抗肿瘤、

抗衰老、调血脂等[23]。百合多糖是百合属植物的主

要活性成分，具有抗氧化、免疫调节、抗菌等多种

活性[24]。百合中含有较多的多糖类物质，包括均多

糖和杂多糖，以杂多糖为主[25]。基原的不同导致百

合多糖在含量和化学结构特征上存在较大差异[26]，

不同品种百合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布范围、单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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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甾体皂苷类化合物 

Table 1  Steroid saponins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1 王百合苷 D 20 

2 百合苷 C 20 

3 麦冬皂苷 D 20 

4 3,6-二芥子酰基蔗糖 20 

5 王百合苷 B 20 

6 王百合苷 A 20 

7 王百合苷 E 20 

8 王百合苷 F 20 

9 王百合苷 F_qt 20 

10 王百合苷 E_qt 20 

11 3-O-β-D-Glucopyranosyl betulinic acid-28-O-β-D-gluc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 21 

12 3-O-β-D-Glucopyranosyl betulinic acid-28-O-β-D-glucopyranosyl-(1-6)-β-D-glucopyranoside_qt 21 

13 solasodine-3-O-α-L-rhamnopyranosyl-(1→2)-O- β-D-glucopyranosyl-(1→4)-β-D-glucopyranoside 21 

14 26-O-β-D-glucopyranosyl-nuatigenin-3-O-α-L-rhamn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ide 21 

15 26-O-β-D-glucopyranosyl-nuatigenin-3-O-α-L-rhamnopyranosyl(1→2)-β-D-glucopyranoside_qt 21 

16 26-O-β-D-glucopyranosylnuatigenin-3-O-α-L-rhamnopyranosyl(1→2)-O-β-D-glucopyranosyl(1→4)-β-D-

glucopyranoside 

21 

17 26-O-β-D-glucopyranosylnuatigenin-3-O-α-L-rhamnopyranosyl(1→2)-O-β-D-glucopyranosyl(1→4)-β-D-

glucopyranoside_qt 

21 

18 brownioside 22 

19 deacylbrownioside 22 

20 王百合苷 J 22 

 

图 3  百合中甾体皂苷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Fig. 3  Chemical structures of steroid saponins in Lilii Bul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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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糖苷链类型及其连接方式也不同，导致活性

存在差异[27]。不同百合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单糖

组成和比例、主要连接方式见表 2。 

2.3  多酚类 

酚类物质广泛分布于水果、谷物和蔬菜中，具有

抑菌、降血压、抗氧化及抗病毒等多种生物活性[35]。

百合属植物中的酚类化合物主要为酚甘油酯、酚类糖

苷及酚甘油类糖苷等，其主要分布在花、叶片和鳞茎

中，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其种类及含量随百合品

种而异[36]。主要酚类化合物信息见表 3 与图 4。 

表 2  百合多糖相对分子质量、单糖组成和比例及主要连接方式 

Table 2  Relative molecular weight, composition and proportion of monosaccharides and major linkages of Lilii Bulbus 

polysaccharides 

名称 相对分子质量 单糖组成及比例 主要糖苷键 文献 

LP 1.10×105 Glu →6)-α-Glu-(1→ 28 

LTP 3.43×104 Glu  →6)-α-Glu-(1→ 28 

LTP-1 5 314  Glu-Man（28.8∶71.2） →4)-α-Man-(1→、→4)-β-Glu-(1→ 29 

LTP-2 1 205 508 Rha-Ara-Gal（14.8∶30.3∶49.9） 

 

→2,4)-Rha-(1→、→3,5)-α-Rha-(1→、→4)-β- 

Gal-(1→、→6)-β-Gal-(1→ 

29 

LP-W 3 915  Glu-Man（1.56∶1） →4)-α-Man-(1→、→4)-α-Glu-(1→、→4)-β- 

Glu-(1→ 

30 

LPF-W 1 553 Glu →4)-α-Glu-(1→、→4,6)-α-Glu-(1→ 30 

LDP 5.17×104 Man-Glu-Gal（10∶19∶1） →4)-β-Glu-(1→、→6)-α-Gal-(1→、→3)-α- 

Man-(1→、→3,6)-α-Man-(1→ 

31 

LDP-1 4.9×103  Man-Glu（27.8∶72.2） →6)-α-Man-(1→、→4)-β-Glu-(1→ 32 

LDP-2 6.2×104 Xyl-Man-Glu-Gal（6.74∶6.28∶76.5∶

10.48） 

→6)-α-Man-(1→、→4)-α-Glu-(1→、→3)-β- 

Xyl-(1→ 

33 

LLP-1 

 

11 756  Glu-Man-Ara（18.60∶25.14∶1.00） →4)-α-Glu-(1→、→6)-α-Glu-(1→、→4)-α- 

Man-(1→ 

34 

LLP-2 

 

1 038 773 Gal-Rha-Ara（3.58∶1.00∶1.09） →4)-α-Gal-(1→、→4)-α-Rha-(1→、→4)-α-Ara-

(1→ 

34 

 

表 3  酚类化合物 

Table 3  Phenolic compounds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1 2-甲氧基-4-乙烯基苯酚 37 

2 香芹酚 37 

3 2-异丙基-5-甲基茴香醚 37 

 

图 4  百合中酚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Fig. 4  Chemical structures of phenolic compounds in Lilii 

Bulbus 

2.4  生物碱类 

生物碱主要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中，是一类含

氮碱性有机化合物，有类似碱的性质，有复杂的环

状结构，有降血糖、改善记忆、保护神经、抗白内

障、抗肿瘤等药理作用[38]。百合中所含的生物碱较

少，目前发现的有 9 种，包括秋水仙碱、秋水仙碱、

小檗碱（图 5、表 4）、腺苷、2-脱氧腺苷、β1-澳洲

茄边碱、β2-澳洲茄边碱等。其中秋水仙碱研究较多， 

 

图 5  百合中生物碱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Fig. 5  Chemical structures of alkaloids in Lilii Bulbus 

表 4  主要生物碱类化合物 

Table 4  Main alkaloid compounds 

编号 化合物 文献 

1 β1-澳洲茄边碱 39 

2 秋水仙碱 39 

3 小檗碱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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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百合发挥药理作用的重要活性物质之一[40]。 

2.5  其他类 

除了上述化合物外，药用百合鳞茎中还含有烷

烃、醇、醛、有机酸等化合物。具体主要化合物信

息见表 5 与图 6。 

3  百合及其有效成分、复方对神志病的治疗作用

及机制 

3.1  失眠症 

失眠症是一类最常见的神志疾病，以经常不能

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症，主要表现为早

醒、入睡困难、中途醒转[43]。失眠患者常会感到睡

眠时间或者质量不能够满足白日机体正常功能，临

床上常伴随抑郁症、焦虑症等其他精神障碍类疾病

合并出现[44]。在现代生理机制中，失眠与单胺类神

经递质、胆碱类神经递质、谷氨酸类神经递质等分 

表 5  其他类化合物 

Table 5  Other compounds 

编号 种类 化合物 文献 

1 烷类 二十烷 41 

2 醇类 α-松油醇 41 

3 (R)-3,7-二甲基-1,6-辛二烯-3-醇 41 

4 豆甾醇 41 

5 1-甲基-4-(1-甲基乙烯基)环己醇 41 

6 2-氨基苯甲酸-3,7-二甲基-1,6-辛

二烯-3-醇酯 

41 

7 醛类 癸醛 42 

8 4-羟基苯甲醛 42 

9 香茅醛 42 

10 2-甲基-3-苯基丙醛 42 

11 正辛醛 42 

12 酸类 异海松酸 42 

 
图 6  百合中其他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 

Fig. 6  Chemical structures of other compounds in Lilii Bulbus 

泌失调有关，如与 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

多巴胺（dopamine，DA）等神经递质失调相关[45]。

许多临床试验表明，肠道菌群能够产生 DA、5-HT

等神经递质，通过肠-脑轴，影响神经递质在大脑中

的水平，从而调节情绪[46]。同时，肠道微生物在代

谢过程中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等代谢产物，能够跨越

血脑屏障，直接影响大脑功能，包括睡眠调节。 

百合复方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来改善失

眠的症状。通过 ip PCPA 构建大鼠失眠模型[47]，建

立大鼠脑中单胺类神经递质的 HPLC-ECD 测定方

法和建立大鼠血清中氨基酸神经递质的LC-MS/MS

测定方法[48]，检测大鼠皮层、脑干、海马中的 DA、

5-羟吲哚乙酸（ 5-hydroxyindole acetic acid， 5-

HIAA）、高香草酸（homovanillic acid，HVA）、5-HT

的含量以及大鼠血清中谷氨酸（glutamic acid，Glu）、

GABA 的含量，结果显示，与模型组相比，百合复

方给药组大鼠睡眠持续时间明显升高，并且多巴胺

水平下降，且大鼠皮层、脑干、海马中的 5-HT 水

平均增加，Glu 与 GABA 的比值降低。证实百合复

方可通过对脑中单胺类神经递质、血清中抑制性神

经递质 GABA 和兴奋性神经递质 Glu 的含量调节

发挥治疗失眠的作用。 

临床上常用百合地黄汤及其加减方，或联合其

他中药或化学药，治疗老年失眠、脑卒中等。百合

地黄汤又称为百合汤，由百合 7 枚（擘），生地黄汁

1 升组成。百合地黄汤首载于汉代张仲景的《金匮

要略方论·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篇》中，君药百合

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生地黄为佐，清热凉血、养

阴生津，二者配伍，养阴清热、补益心肺，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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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病的经典方剂。百合地黄汤合酸枣仁汤加味治

疗老年失眠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改善临床症

状，提升临床治疗的有效率[49]。百合地黄汤联合盐

酸曲唑酮在阴虚型抑郁障碍相关性失眠临床治疗

中总有效率为 97.2%，改善临床症状和抑郁、失眠

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且不良反应量表显著低于

盐酸曲唑酮对照组[50]。 

百合提取物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

来缓解失眠。Si 等[51]用 PCPA 构建大鼠失眠模型，

评估 5-HT、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NE）、褪

黑素（melatonine，MT）的水平，γ-氨基丁酸受体

（GABA receptor，GABAA）、5-羟色胺 1 受体（5-

HT1A）和 MT 受体的表达，以及下丘脑的病理变

化。结果显示百合提取物干预后，大鼠肠道菌群丰

度、多样性以及粪便代谢表型的不良变化被逆转，

5-HT 和 MT 水平上调，5-HT1A R 和 GABAA R、

NE 水平下调，下丘脑细胞的病理现象得到明显改善。

而且，PCPA 对花生四烯酸代谢和色氨酸代谢的途径

受百合的显著调控。由此可证百合提取物可通过改善

肠道微生物、菌群代谢物从而缓解失眠症状。 

3.2  抑郁症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症状，以持续的情绪低

落、兴趣丧失、快感缺失，伴随思维迟缓、意志活

动减少及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为典型症状[52]。引

起抑郁症的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体质因素、中枢

神经介质的功能及代谢异常、精神因素等[53]。例如，

血清白细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可以造成小

鼠体内炎性免疫机制失活，抑制血清素转运蛋白的活

性，IL-4 的反应性降低可导致小鼠抑郁行为[54]。有研

究表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

adrenal axis，HPA）轴是神经内分泌网络响应内部

和外部应激的主要组成部分，长期慢性应激可导致

HPA 轴功能障碍和皮质类固醇分泌增加，这两者被

认为与人类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55]。下丘脑

轴是导致抑郁症发生和发展的复杂神经生物学机

制之一[56]。应激过程中，下丘脑室旁核释放促肾上

腺 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促进垂体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在抑郁症患

者中，下丘脑轴的活动异常增加，皮质醇浓度升高，

最终破坏 HPA 轴的负反馈调节，加重抑郁症状[57]。 

百合复方可通过调节血清 IL-4和海马中DA水

平改善抑郁。采用慢性应激刺激和独立隔离喂养相

结合的方法建立抑郁大鼠模型后检测大鼠血清中

的 IL-4 水平及大鼠海马 DA 的表达[58]。结果显示，

与模型组相比，百合地黄汤高剂量组旷场实验总分

增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减少，血清 IL-4、海马 DA

含量升高；与低剂量组对比，百合地黄汤高剂量组

旷场实验总分增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减少，血清

IL-4、海马 DA 含量升高[59]。临床上常用百合知母

汤能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状态、提高生活质量。百合

知母汤由百合 7 枚（擘），知母 3 两组成。在《古方

选注》中记载：“君以百合，甘凉清肺；佐以知母，

救肺之阴，使膀胱水脏知有母气，救肺即所以救膀

胱，是阳病救阴之法也”。百合、知母二者相伍，

清润相合、补泻兼施，共奏清热补虚、润燥养阴之

功，主治阴虚内热证。百合地黄汤的功效主要是清

热养阴，可以用于百合病的治疗，发汗后，心烦口

渴者。通过观察患者血清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3,4-二羟

基苯乙酸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上升，提示百合知母汤

治疗抑郁症可能与单胺能神经递质和神经营养因

子的调节有关[60]。有研究调查分析了 82 例老年脑

卒中后抑郁患者，对照组采用化学药加俞原配穴针

刺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百合知母汤治疗，

研究发现患者血清 BDNF、5-HT 水平升高，显著高

于对照组，提示百合知母汤治疗患者抑郁可能与提

高 BDNF、5-HT 这 2 种因子水平有关[61]。 

百合提取物通过调节炎性因子抑制大鼠抑郁

行为。百合提取物可通过抑制 HPA 轴过度激活，改

善神经递质的合成、运输过程以及对炎症相关神经

元凋亡的神经保护作用，从而改善抑郁。随着单胺

假说的提出[62]，5-HT、DA、NE 水平的降低，及其

代谢产物 5-HIAA、HVA 是导致抑郁症产生的核心，

也是抑郁症的核心病理改变。检测抑郁大鼠血液中

神经递质和炎性细胞因子的变化，口服百合知母汤

总皂苷 6 周后，血液中 DA、5-HT 含量显著上升，

抑郁大鼠神经肽（neuropeptide Y，NPY）水平明显

下降，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CGRP）水平显著升高。百合知母汤总皂苷

参下调抑郁症中鸟嘌呤核苷酸结合蛋白 αq 多肽

（guanine nucleotide binding protein q polypeptide，

GNAQ）、磷脂酶 Cβ4（phospholipase C beta 4，

PLCB4）基因以及多巴胺能突触通路中儿茶酚胺甲

基转移酶（catechol-omethyl transferase，COMT）的

表达。海马区具有抑制 HPA 轴过度活动的作用，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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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母汤总皂苷显著下调海马中 GNAQ、PLCB4、

COMT基因的mRNA表达，同时也会下调脑中HVA

的浓度。经过百合知母汤总皂苷的干预后，海马 G

蛋白信号 19（regulator of G-protein signaling 19，

RGS19）mRNA 的表达显著增强，且海马 CA1

（hippocampal CA1 region，CA1）、齿状回（dentate 

gyrus，DG）区的 5-HT1A 蛋白水平明显升高。经研

究，百合知母汤总皂苷可以影响 PPI3K-AKT/NF-

ΚB信号通路，可以上调 JAK-STAT信号通路中Bcl2

等基因的表达，下调 Caspase3 的 mRNA 表达[63]。

百合提取物对炎症相关的海马神经元凋亡具有抑

制作用。 

3.3  焦虑症 

焦虑症主要是指一种以焦虑为情绪为主要症

状的神志类疾病，引发焦虑症有多种因素，常见的

有心理因素、生理因素、遗传因素等。炎症和氧化

应激（oxidative stress，OS）被认为是焦虑症发病的

重要机制之一[64-65]，炎症可影响线粒体功能、膜极

性和氧化磷酸化，进而导致 OS 和细胞凋亡[66-68]。

海马是调节情绪的重要脑区之一，并且其与焦虑症

的发病机制有关[69]。海马区中的小胶质细胞和星形

胶质细胞是大脑炎症的主要介质，有研究表明在焦

虑模型小鼠的海马区中神经胶质细胞激活、促炎细

胞因子释放和氧化应激水平升高[70]。 

在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中使用百合宁神汤治

疗效果较好[71]。百合宁汤由百合地黄汤合酸枣仁汤

化裁而成。百合宁神汤由炙百合、酸枣仁、夜交藤、

合欢花、当归、丹参、甘草组成。其主要功效是养

心宁神。以 BPRS 量表对 50 例患者焦虑、活动缺

乏、思维障碍、激活性、敌对猜疑等状况进行评估，

结果显示，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在治疗脑卒中后焦

虑抑郁方面，百合宁神汤联合氟西丁的疗效显著，

临床疗效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HAMD 评分治疗

组改善优于对照组，且没有严重不良反应[72]。 

百合提取物通过调节炎症反应和氧化还原平

衡缓解焦虑症。越来越多研究表明[73]，在慢性应激

下，小胶质细胞会释放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β

（Interleukin-1β，IL-1β），从而加剧应激动物的焦虑

样行为，倘若细胞因子 IL-1β 被抑制，则可以逆转

小鼠焦虑样行为[74]。研究显示，百合提取物显著抑

制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细胞产生

的 NO、前列腺素 2（prostaglandin 2，PGE2）、IL-6 和

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75]。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CD279）及其配体（programmed cell 

death ligand 1，PD-L1，CD274）在生理免疫稳态中

起到核心作用，包括调节炎症反应和氧化还原平

衡[76]。百合提取物在改善慢性束缚应激引起小鼠焦

虑样行为的同时，也能够抑制海马 PD-1/PD-L1 的

表达水平并调节海马炎症和抗氧化通路的表达水

平，从而可以起到缓解焦虑症的作用[77]。百合提取

物可以通过调控海马神经元突触可塑性改善焦虑

以及抑郁行为。在大鼠焦虑型抑郁症模型中，利用

免疫荧光法检测海马突触结构蛋白突触素

（ synapsin-1 ， SYN1 ）和突触后致密蛋白 95

（postsynaptic density protein-95，PSD-95）的表达，

发现 SYN1 和 PSD-95 平均荧光强度显著下降；利

用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功能蛋白突触囊泡蛋白

（synaptophysin，SYP）和认识缺陷突触相关蛋白

（synaptic GTPase-activating protein，SynGap）的表

达，结果显示 SYP 和 SynGap 表达均下降[78]。结果

证明，百合提取物能显著改善模型大鼠的焦虑和抑

郁样行为，延缓突触损伤，增加突触 SYN1、PSD-

95、SYP、SynGap 蛋白的表达。 

3.4  围绝经期综合征 

围绝经期综合征在现代医学中也被称为更年

期综合征，常见症状有月经紊乱、全身症状、精神

神经症状等，包括经期延长、潮热出汗、骨质疏松、

情绪低落、心悸失眠、焦虑易怒等。现代医学认为，

由于妇女在绝经前后，卵巢功能减退，性激素波动

或者减少，致使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或肾上腺轴的

平衡失调，进而影响自主神经中枢及其支配下的各

脏器功能[79]。 

百合复方通过改善生殖内分泌激素水平，增强

机体免疫力，可以改善、缓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症

状。百合固金汤由生地黄、熟地黄、百合、归身、

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贝母、麦冬组成，百合

固金汤出自《慎斋遗书》中，生、熟二地为君药，

滋补肾阴且养肺阴，臣药以百合、麦冬滋养肺阴，

润肺止咳；玄参协助二地滋肾，并且降虚火。通过

检测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血清激素水平，包括黄体

生成激素（luteinizing hormone，LH）、血清卵泡刺

激素（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雌二醇

（estradiol，E2）、睾酮（testosterone，T）、催乳素

（prolactin，PRL），以及测定 T 淋巴细胞 CD 亚群和

IL-2 水平，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T 淋巴细胞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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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群均有所改善，百合固金汤组的 CD3+，CD4+及

CD4+/CD8+比例明显升高，同时，CD8+则明显降低。

治疗后，两组患者 IL-2 水平均有所上升，百合固金

汤组的 IL-2 水平显著升高。两组患者的 FSH 和 LH

水平均下降，百合固金汤组与对照组相比下降得更

为明显，两组患者的 E2 水平均有所升高，且实验

组升高明显升高[80]。百合固金汤能够改善 T 淋巴细

胞 CD 亚群，调节紊乱的内分泌激素以及免疫系统，

起到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作用。 

4  讨论 

百合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其化学成分丰

富，主要包括多糖、黄酮、甾体皂苷、酚酸甘油酯、

生物碱等。其中，多糖可以通过激活巨噬细胞和 T

细胞等免疫细胞，促进白细胞介素和干扰素等细胞

因子分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其还可以通过清除

自由基、抑制氧化应激反应来发挥抗氧化作用；黄

酮类成分可通过抑制 NF-κB 通路，抑制炎症介质的

释放和调节 PI3K/Akt 细胞信号通路发挥抗炎作用。

网络药理学研究表明，在抗抑郁方面，百合通过调

节多种信号通路如 PI3K/Akt 通路、雌激素信号通路

和 AKT1、TNF、VEGFA 等靶点来发挥其抗抑郁作

用；百合地黄汤通过调节钙信号通路、5-羟色胺能

突触通路和 NF-κB 信号通路等，发挥抗阿尔茨海默

病的作用。综上，百合发挥其药理作用主要通过多

靶点、多通路协同实现。 

百合及其复方在治疗神志疾病方面疗效显著。

百合地黄汤及其类方能够提升抑郁模型动物血清

及大脑皮质中神经递质的含量，调节大脑中的单胺

类神经递质（如 5-HT、NE、MT）的水平缓解失眠

症状，同时还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及其代谢物如氨基

酸、类固醇激素和甘油磷脂等代谢通路，改善失眠

模型动物的行为表现，其缓解失眠的作用与调节肠

道菌群、改善肠脑轴功能相关；在抑郁症患者中，

百合地黄汤能够抑制应激状态下 HPA 轴的过度激

活，降低皮质酮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从而

减轻抑郁症状，还通过抑制神经炎症，降低促炎细

胞因子（如 IL-1β、IL-6、TNF-α）的表达，从而发

挥抗抑郁作用；百合的多酚类成分具有抗氧化和抗

炎作用，能够减轻神经系统的氧化应激损伤，改善

焦虑症的病理状态，百合地黄汤中的活性成分能够

抑制单胺氧化酶的活性，减少神经递质的氧化应

激，从而提高单胺类神经递质（如 5-HT、NE）的

水平，通过抑制炎症因子（如 IL-1β、IL-6、TNF-α）

的表达，减轻神经炎症，保护神经细胞，改善焦虑

症症状；百合固金汤通过调节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降低 FSH 和 LH 水平，提高 E2 水平，升高

CD4+/CD8+比例，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改善围绝

经期综合征患者的激素水平，改善临床症状。综上，

百合及其经典复剂在治疗神志疾病方面具有显著

的临床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5  结语与展望 

百合是我国传统的清心安神，补中益气类药

材，其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

百合属植物化学成分复杂，具有丰富的药理活性。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百合在其他疾病方面的应用进

行了研究，如对抑郁症、焦虑症、胃溃疡、肺部肿

瘤、糖尿病等的辅助治疗，拓展了百合的临床应用。 

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对百合属的药效

研究，大部分停留在有效部位、有效总成分，并未

深入研究百合有效成分单体结构与活性的关系；关

于百合及其复方有效成分的研究多局限于百合皂

苷类、环烯醚萜苷类、多糖类，而其中的酮类、醛

类、酚类等成分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对于百合复方

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价并不全面，未有最佳治疗剂量

的探究，后续可对其剂量与疗效的相关性展开研

究，为临床上合理有效应用本方提供理论基础；作

为药食同源品种之一，百合的开发应用较少，随着

对百合的深入研究，百合在药品、食品及保健品领

域的应用前景会更加广阔。未来百合治疗神志病研

究将更多地融合多学科技术，以深入探索其潜在机

制和拓展应用范围，如结合神经科学、微生物学和

分子生物学，深入探究百合调节肠-脑轴的机制；运

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挖掘百合治疗神志病的

潜在规律和新的应用方向。 

在剂型研发上，开发新型制剂如纳米颗粒和脂

质体等，将有助于提高百合提取物的生物利用度。

这些新型制剂不仅可以增强药物的稳定性和靶向

性，还能实现缓释和控释功能，从而提高治疗效果。

此外，应用领域也将进一步拓展，除药品外，还可

开发成功能性食品和保健品，用于神志病的预防和

辅助治疗。 

基于以上问题及改进之处，对百合及其复方进

一步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为经方在现代临床更广泛

地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能为失眠症、抑郁症、

焦虑症等神志疾病运用中医药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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