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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近 年用于镇静安神中药的临床和药理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 按其性味归经 2复方配伍 2镇静作用

关系等进行了分析总结 ∀具有镇静作用的中药主要见于安神药 !平肝熄风药 !补虚药 !活血化瘀药 !清热药 !解表

药 !开窍药 !利水渗湿药等 其中单味药以养心安神药中的酸枣仁和远志的使用频率为最高 使用种类最多的则为

补虚药 且多归心 !肝二经 ∀涉及到的镇静药理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自主活动实验 !戊巴比妥钠睡眠实验 !强迫游泳

法等 ∀镇静作用多与影响多巴胺 ! 2羟色胺 2 × 和 Χ2氨基丁酸 Χ2 等神经递质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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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的药物正在成为现代医学界研

究的重点 ∀作者收集了最近 年用于镇静安神中药的临床

和药理研究文献 按其性味归经 2复方配伍 2镇静作用等相关

性进行了分析总结 为今后寻找新的安全有效的镇静药物提

供参考 ∀

1  镇静中药使用频率及其性味归经分析

根据中医治则的分类 对近 年来 多篇有关镇静

中药药理和临床研究文献进行归类分析的结果表明 所用的

具有镇静作用的 多种中药中 以单味药计算 使用频率

较高的多为养心安神药 而使用种类最多的为补虚药 达

种 ∀其中酸枣仁 次 !远志 次 使用频次最高 其次

为茯苓 次 !丹参 次 再其次的是川芎 次 !石

菖蒲 次 排在以后的有五味子 !甘草 各 次 当归和

夜交藤 各 次 黄连 !朱砂 !党参 !柴胡和麦冬 各 次

合欢皮 !白芍 !钩藤 !知母 !桂枝 !生地黄 各 次 其他还有

白术 !天麻 !龙齿 !熟地黄 !人参 !何首乌 !枳实 !珍珠等 ∀

有镇静作用的中药多归心 !肝 !肺经 ∀例如 酸枣仁 !合

欢皮 !琥珀 !天麻 !丹参 !川芎 !当归 !夜交藤等 多味中药归

心 !肝经 使用频率累计达 多次 远志 !甘草 !麦冬 !桂枝 !

五味子等中药归心 !肺经 使用频率为 多次 而使用频率

高的茯苓归心 !脾 !肾经 石菖蒲归心 !胃经 ∀

2  镇静中药复方配方与药理研究概况

2 1  安神药

是以镇静安神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可分为重镇安神药和

养心安神药两类 ∀是用于镇静作用的主要药物 ∀

2 1 1  养心安神药  养心安神药常单用或与利水渗湿药 !

活血化瘀药 !补虚药 !清热药合用 达到镇静催眠的作用 ∀

酸枣仁性味甘 !酸 !平 归心 !肝 !胆经 ∀由酸枣仁 !远志 !

炙甘草 !大枣 !淮小麦等组成的甘麦大枣汤 ≈ 是 5金匮要

略 6中治疗脏躁证的代表方 ∀动物实验表明 给动物灌胃

1 # 生药含量为 1 # 的该方制剂 有较

好的抗惊厥 !镇静及催眠作用 ∀再加枳实 !竹茹的配伍在延

长小鼠睡眠时间 !入睡率 !降低惊厥数方面效果更优 ∀由酸

枣仁 !何首乌 !合欢皮 !远志 !阿胶组成的安可梦口服液 ≈ 通

过滋补肝肾 !健脾养心 !安神定志 用于治疗慢性失眠综合征

引起的睡眠障碍 ∀安可梦口服液高 !低剂量 #

能抑制小鼠自主活动 与戊巴比妥钠有协同作用 能对抗士

的宁所致的惊厥 ∀

高效液相色谱 2电位学检测器检测结果表明 酸枣仁可

降低多巴胺和 2二羟基苯乙酸的含量而产生中枢镇静作

用 ≈ 其中的主要成分可能是酸枣仁皂苷 ≈ ∀合欢皮 ≈ 性

味甘 !平 归心 !肝经 安心神 !解忧郁为合欢皮的主要功效

对精神刺激所致失眠疗效较佳 ∀合欢花是合欢的干燥花序

性平味苦 具有解郁安神之功效 常用于治疗心神不安 !忧郁

失眠等症 ∀合欢花具有与合欢皮类似的安神作用 但理气解

郁作用优于合欢皮 ∀李作平 ≈ 等采用小鼠强迫游泳实验研

究发现 合欢花醇提物与水提物及其石油醚和醋酸乙酯萃取

部位对 /行为绝望 0动物模型有较明显的抗抑郁作用 ∀

远志辛 !苦 !微温 远志中存在能代谢成 2三甲氧基

肉桂酸盐 × ≤ 的前体成分 而 × ≤ 具有明显的中枢镇

静活性 实验已经表明远志皂苷是中枢镇静的主要活性成分

之一 ≈ ∀远志在体内的作用机制主要为对多巴胺和 2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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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受体的拮抗作用 ≈ ∀

2 1 2  重镇安神药  重镇安神药作君药用于镇静安神时

常与养心安神药 !补虚药 !活血化瘀药 !平肝熄风药 !清热药

或开窍药合用 达到镇心安神定志的作用 ∀由琥珀 !朱

砂 !酸枣仁 等组成的安神胶囊 ≈ 可镇心 !养心 !清

心 !解郁安神 !定志除烦 疗效确切 ∀

2 2  平肝熄风药

平肝熄风药常与活血化瘀药 !安神药合用 达到镇静催

眠或抗抑郁作用 ∀此类药物中 报道较多的有天麻 !钩藤等 ∀

天麻性味甘平 归肝经 主要有效成分为天麻素 具有较

好的镇静和安眠作用 ∀在体实验表明 天麻注射液能降低大

鼠脑内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 ≈ ∀小鼠腹腔注射天

麻 ∗ # 天麻苷 # 天麻苷元 #

均有明显镇静作用 均可显著抑制小鼠自发活动 ≈ ∀

钩藤性味甘 !微寒 归肝 !心包经 ∀动物实验表明钩藤对

小鼠有镇静作用而无催眠作用 钩藤中含有的柯楠因碱 !缝

籽木素对大鼠脑细胞的 2 ×受体结合率有抑制作用 对中

枢神经系统有镇静 !抗惊厥 !抗抑郁作用 ≈ ∀

2 3  补虚药

补虚药可相互配伍 或与安神药 !活血化瘀药 !清热解表

药 !平肝熄风药 !渗湿利尿等合用 达到补养气血 宁心镇静

的作用 ∀

由何首乌 !丹参 !麦冬等配伍组成的心元胶囊 ≈ 1

# 灌胃 后 小鼠的自发活动可明显抑制 #

灌胃 后实验发现 与阈剂量异戊巴比妥钠具有协同

睡眠作用 对阈下剂量异戊巴比妥钠作用下的小鼠入睡数有

增加趋势 ∀

白芍苦 !酸 微寒 归肝 !脾经 常和柴胡 !茯苓 !钩藤等配

用 如安痫宁冲剂 ≈ 由柴胡 !白芍 !制南星 !钩藤组成 ∀动物

实验表明 安痫宁冲剂 1 # 连续口服给癫痫小鼠

后 有一定的抗癫痫作用 其机制与降低癫痫小鼠脑中 ⁄

的含量 !提高 ≥ ⁄的活性及镇静安神 !抗惊厥 !清除自由基

和维持钠 !钾 !镁 !钙离子的动态平衡有关 ∀

由党参 !黄芪 !当归等组成的益气养元颗粒 ≈ 有较好

的补血益气 镇静安神作用 ∀

夜交藤为补血药何首乌的藤茎 性平味甘微苦 归心肝

经 功能为安神 主治阴虚血少所致失眠多梦 ∀动物实验结

果提示 夜交藤袋泡剂用于临床失眠患者 是简便有效的方

法 ≈ ∀

2 4  活血化瘀药

活血化瘀药作君药用于镇静安神时 常与安神药 !平肝

熄风药 !补益药 !利水渗湿药等配伍 达到活血散瘀 !利尿通

淋 !定惊安神的作用 ∀常用于镇静安神的活血化瘀药有丹

参 川芎 益母草 延胡索 桃仁 ∀

脑伤宁 ≈ 由川芎 !当归 !琥珀 !茯苓等组成 方中川芎

辛 !温 归肝胆心三经 具有活血化瘀 !宁心安神的功效 ∀

调经益母片 ≈ 由益母草 !丹参 !冰糖草组成的 方中益

母草和丹参性味苦微寒 归心 !肝经 辛散苦涩 微寒清热 活

血通经 对月经不调 !经期腹痛所致的烦躁等症有较好的安

宁作用 ∀

大川芎软胶囊 ≈ 由川芎和天麻两味药制成 具有很好

的活血化瘀 !镇静止痛作用 ∀

安神补心胶囊 ≈ 由丹参 !五味子 !石菖蒲 !地黄 !合欢皮

等组成 李贵海等实验发现 安神补心胶囊 1 1 #

1 # 给药 后 对小鼠有明显的镇静 !催

眠和抗惊厥作用 ∀

2 5  清热药

清热药作君药用于镇静安神时 常和开窍药 !安神药 !补

虚药 !活血化瘀药合用 可清热解毒 !宣窍安神 ∀常用的有牡

丹皮 !苦参 !黄连 !生地黄等 ∀

牡丹皮为清热凉血药 味辛苦 性微寒 归心 !肝 !肾经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镇静催眠 !抗惊厥的作用 ∀香附为行气

药 辛 !微苦 !微甘 性平 对中枢神经系统也有镇静催眠作

用 ∀由丹皮 !柴胡 !香附 !青陈皮 !远志 !石菖蒲等组成的丹栀

逍遥散 ≈ 清热开郁 祛痰活血 安神醒脑 对情感性精神病

所致的燥狂证有较好的疗效 ∀

苦参 !黄连为清热燥湿药 ∀苦参味苦 归心 !肝经 能明

显抑制小鼠自发活动 被动活动明显抑制 ∀苦参碱 !氧化苦

参碱给小鼠腹腔注射 以薄层扫描仪测定其脑中递质 Χ2氨

基丁酸 Χ2 和甘氨酸含量 证实脑中这些递质与其镇

静作用有关 ≈ ∀黄连性味苦寒 归心 !肝经 对中枢神经系

统也有镇静催眠作用 ∀由苦参 !黄连 !琥珀 !朱砂 柏子仁等

组成的苦连琥朱汤 ≈ 具有清心泻火 清化痰热 疏泄郁热

和镇静安神的功效 ∀

生地黄为清热凉血药 味甘 !苦 性寒 归心 !肝 !肾经 研

究表明可减少小鼠的自主活动 与戊巴比妥钠有协同作用 ∀

麦冬味甘苦 !性微寒 功能养阴清心 除烦安神 ∀更年清口服

液 ≈ 由生地黄 !酸枣仁 !麦冬等组成 具有滋阴清热 !宁心安

神的功效 ∀

2 6  解表药

常用于镇静安神的解表药有柴胡 !桂枝 !生姜 ∀解表药

作君药用于镇静安神时 常和补虚药 !渗湿利尿药 !理气药合

用 以达到疏肝解郁 !养血柔肝 !定惊安神的作用 ∀

逍遥口服液 ≈ 由柴胡 !当归 !茯苓 !白术 !甘草等组成 ∀

可疏肝解郁 !养血柔肝 用以治疗肝病 !妇科疾病及肝郁而致

的中枢神经系统紊乱等 ∀

逍遥散及丹栀逍遥散 ≈ 主要由柴胡 !当归 !白芍 !白术

等组成 徐志伟等利用大鼠群居实验及旷场实验研究它们的

抗焦虑作用时 发现丹栀逍遥散高 1 # !低 1

# 剂量组均能增加群居接触时间 增加大鼠竖起或修

饰次数 逍遥散低剂量 1 # 组可增加大鼠竖起

或修饰次数 Π 1 Π 1 ∀提示逍遥散和丹栀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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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均具有一定的抗焦虑作用 而以丹栀逍遥散作用更佳 ∀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 出自张仲景的 5伤寒论 6 由柴胡 !

龙骨 !黄芩等组成 马世平等在采用小鼠强迫游泳 !悬尾 !高

剂量阿朴吗啡拮抗 !利血平拮抗 ! 2羟色胺的前体 2 ×°

诱导的甩头行为等抑郁动物模型 观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

抗抑郁作用发现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

能显著减少小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 Π 1 显著缩短小

鼠悬尾模型中不动时间 Π 1 能显著增加 2 ×°诱导

的甩头行为 能剂量依从性的显著拮抗利血平引起的小鼠体

温下降 显示其具有抗抑郁作用 且提示抗抑郁作用与中枢

2 ×°或 系统有关 ∀

坤月宁 ≈ 由柴胡 !白芍 !当归 !川芎等组成 具有镇痛和

镇静作用 ∀临床用以治疗妇女经前期综合征 ∀

2 7  开窍药

此类药中 石菖蒲作君药较常见 用于镇静安神时 常和

安神药 !补虚药 !渗湿利尿药合用 以达到醒神健脑 宣窍安

神的作用 ∀

石菖蒲味辛性温 归心 !胃经 唐洪梅等实验发现 ≈ 石

菖蒲的总挥发油和水提液是中枢镇静作用的主要有效部位 ∀

石菖蒲不同部位提取物有降低小鼠脑内谷氨酸 !天门冬氨

酸 !牛磺酸等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作用 ≈ ∀胡锦官等 ≈ 进

一步研究发现 Α2细辛醚和 Β2细辛醚则是其主要活性部位 ∀

2ƒ ≈ 等研究发现 石菖蒲剂量依赖性地减少

小鼠自主活动 增加小鼠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 提示石菖蒲

的中枢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中枢的多巴胺受体和 型

氨基丁酸 受体而发挥作用的 ∀

方永奇 ≈ 等认为石菖蒲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和抑制

的双向作用 而挥发油主要有抑制中脑和大脑的作用 ∀

由石菖蒲 !远志 !龙齿 !茯苓 !党参等制成的安神定志

丸 ≈ 具有安神定志功能 可治疗惊恐不得卧 !癫痫等证 是

临床治疗癫痫的常用方剂 ∀

2 8  利水渗湿药

本类药物能通利水道 !渗泄水湿 常作为佐药用于心神

不宁 !心悸失眠 使用最多的为茯苓 ∀茯苓性甘淡 味平 归

心 !脾 !肾经 ∀桂枝茯苓丸由桂枝 !茯苓 !牡丹皮 !桃仁 !芍药

等组成 ∀张雨梅等 ≈ 采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研究桂枝茯苓

丸加减方在脑缺血再灌注模型中血清及脑组织中谷氨酸

∏ !天冬氨酸 !甘氨酸 !Χ2氨基丁酸 Χ2 2

的变化 结果中药治疗组的氨基酸水平及钙含量与对照

组相比有明显的差异 说明其对脑缺血损伤有缓解作用 ∀

2 9  收涩药

收涩药以收敛固涩为主要作用 也有一定的镇静安神作

用 最常用的是五味子 ∀五味子味酸 !甘 性温 归肺 !心 !肾

经 能宁心安神 养肝明目 ∀木脂素是五味子的主要活性成

分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镇静安神的作用 ≈ ∀

3  镇静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及评价指标

在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时 使用最多的镇静安神药理研究

方法为空场实验 洞板实验 抖笼法 !悬吊法 !滚筒法 以及遥

感大鼠脑电图分析等 ∀近 年来常用的方法学有空场实

验 !滚筒法 !化学药物以及强迫游泳等 ≈ ∀

3 1  空场实验法 ≈ 可以直接观察动物的活动形式和活

动次数 ∀观察药物是否能显著减少小鼠自主活动次数 以表

明其对小鼠有无明显的镇静作用 ≈ ∀

3 2  滚筒法 记录从滚筒上掉落的鼠数 掉落的只数越少

镇静作用越强 ≈ ∀

3 3  化学药物 ≈ 常用的实验是观察待试药物对巴比妥类

药物引起睡眠时间的延长与否 以及对阈下剂量的巴比妥是

否有协同作用来判断 ∀也有通过观察对抗苯甲酸钠 咖啡因

的运动性兴奋作用 士的宁 !回苏灵 !戊四唑等中枢兴奋药物

作用来评价是否有镇静作用 ≈ ∀

3 4  强迫 /游泳 0≈ 2 等 将动物置于盛水的容器内 强迫

动物游泳 计算一定时间内小鼠不动的时间作为待试药物的

镇静评价指标 ∀另外 也有将动物尾部固定于台子边缘 使

小鼠头向下悬挂 记录一定时间内的不动时间 ∀这两种方法

常用于抗抑郁药物的筛选和评价 ∀

4  讨论与结论

中医认为 人的精神 !意识 !思维活动主要归属于心 !肝

二经 ∀如果心主神志的生理功能异常 可出现失眠 !多梦 !神

志不宁 !头晕目眩 !健忘等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异常 若肝血

不足 可出现多梦 !梦呓 !甚至出现幻觉 ∀所以多从心 !肝经

出发 疏肝解郁 !宁心安神以改善这些症状 ∀安神药的镇静

作用早已得到公认 而平肝熄风药 !补虚药 !活血化瘀药 !渗

湿利尿药 !清热药 !解表药 !开窍药等的镇静作用也逐渐为人

们所发现且证实 它们镇静作用的研究报道也越来越多 ∀药

理结果表明 中药相互配伍用于镇静时 多以安神药为主 根

据临床证候情况 伍以平肝熄风药 !补虚药 !清热药 !开窍药

等 ∀而这些药物 多是或大部分是现代中药药理研究者证实

的有镇静作用者 如石菖蒲及其主要有效部位的镇静作用已

为广大中医药研究者所认识 其不同部位提取物有降低小鼠

脑内谷氨酸 !天门冬氨酸 !牛磺酸等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作

用 而由石菖蒲 !远志 !龙齿 !茯苓 !党参等制成的安神定志

丸 是临床治疗失眠的代表方 与石菖蒲的宣窍安神及远志

的养心安神等有关 ∀

由于睡眠障碍 !抑郁症 !焦虑症等神经精神性疾病的诱

因及临床证候复杂多变 单一的药物很难获得理想的结果

中医的整体调节 !复方配伍和辨证施治正适应了这种复杂性

的特点 ∀结合中医药理论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研究中药药

性配伍与镇静作用的关系 将有利于从中发现安全有效的改

善睡眠 !抗抑郁 !抗焦虑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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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ριεφ ρεϖιεω αβουτ χο µ πατιβιλιτψ ανδ τηειρ πηαρµ αχολογιχαλεφφεχτσ οφ

Χηινεσε µ ατεριαλµ εδιχα ασ τρανθυιλιζερ

• ± • 2 ÷ 2

( 1Χηινεσε Αχαδεµ ψ οφΜεδιχαλΣχιενχεσΠεκινγ Υνιον ΜεδιχαλΧολλεγε Ινστιτυτε οφΜεδιχιναλΠλαντ ∆εϖελοπµ εντ,

Βειϕινγ , Χηινα;

1Λυζηου ΜεδιχαλΧολλεγε, Λυζηου , Χηινα)

[ Αβστραχτ]  × ∏ √ ≤

× √ ≤ ∏ √ ≤ ∏ ∏ √

2 √ 2 √ ∏ 2 ∏ ¬ 2 ∏ ∏ ∏

∏ 2 ∏ 2 ∏ ∏ ∏ ∏ 1 × ≤

∏∏ ∏ ∏ √ ∏ √

√ × √ ∏ √ × 2

√ ≤ ∏ 2 ∏ ⁄ ⁄ 2 × Χ2

[ Κεψ ωορδσ]  √ ≤

≈责任编辑  古云侠

≈收稿日期  2 2

≈基金项目  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 桂科攻

2 ∞

≈通讯作者  3 刘华钢 × ∞2 ∏

近 年我国中药药动学研究概况

刘华钢 3 黄慧学
广西医科大学 广西 南宁

≈摘要  对近 年来中药药动学研究进行了总结 表明目前我国中药药动学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鉴于中

药成分的复杂性 !中药药效的多靶点性和中药药动学评价方法的不完善 经典的体内药物浓度测定法并不能完整

的代表中药的药效 ∀但随着现代分析技术的迅猛发展 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 通过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相信中药

的药动学研究将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完善 ∀

≈关键词  中药 药物代谢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中药的药物代谢动力学是借助动力学的原理 研究中药

活性成分 !中药单方和复方体内吸收 !分布 !代谢和排泄

⁄ ∞ 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体内时量 2时效关系 并应用

数学函数加以定量描述的一门边缘学科 ≈ ∀随着中国加入

• × 与中药现代化研究的进展 中药日渐被更多的国家所

承认和应用 中药的研制开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

视 ∀在药学 !临床药理 !药物作用机理研究和新药开发方面

中药的药物代谢动力学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

由于中药成分复杂 往往一味中药含有多种有效成分 而中

药复方往往又由多味药物组成 因此这些都为中药药物代谢

动力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尽管如此 随着临床药学

在我国日益得到重视 加上引入大量现代分析检测设备与手

段 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正逐步开展着 ∀作者对近

年来中药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并分

析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对其今后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

1  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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