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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trieving relevant literature, experimental research progress was given, as so as the sedative 
and hypnotic effects of plant effective part and the active ingredient. Different type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se plants have sedative and hypnotic effects in varying degrees. It is clear that 
their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molecular structure will provide the intuitive material basis for the 
sedative hypnotic drugs synthesis and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They play the role not only to 
provide the material basis for plants sedative-hypnotic effects, but also to find and develop new 
sedative hypnotic drugs experiment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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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叙述了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的植物有效部位及植物活性成分，这些植物中不同种类的化学成分均具有

不同程度的镇静催眠作用，有明确的分子结构的化学成分的集结，将为镇静催眠药物的合成及结构改造

提供直观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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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睡眠是一种最基本的生理行为，也是保障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当今社会节奏快，很多人都或多或

少的存在失眠或睡眠质量不高的情况。临床上常用的镇静催眠药物几乎均缩短 SWS1 (浅慢波睡眠)和
REMS (非快速眼球运动睡眠)，延长的是浅睡眠。即这些治疗失眠的药物虽然延长了总睡眠时间，却损害

了睡眠的两种重要成分 SWS 和 REMS (后者保持固定的比例最为重要)，并未起到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

经常有患者出现头晕、乏力、困倦、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健忘(如安定类)和宿醉现象(如长效巴比妥类)。
突然停药会出现 REMS 反跳现象，如焦虑不安、失眠、多梦等。如何改善睡眠，提高睡眠质量，寻找选

择性延长深慢波睡眠(SWS2)，同时能够保证 REMS 正常比例的药物，是目前的研究方向，近几年来研究

结果表明，许多中药单体具有良好镇静催眠作用且不良反应少，应用前景广阔。因此发挥我国传统的植

物药优势，寻找高效、副作用少的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对镇静催眠药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1] [2]。下面分 7
个类型分别叙述与镇静催眠有关的植物有效部位及成分。 

2. 生物碱类 

【苦参】耿群美等对苦参中的苦参碱(matrine)、氧化苦参碱(oxymatrine)给予小鼠腹腔注射，以薄层

扫描测定其脑中递质 γ-氨基丁酸和甘氨酸含量，结果证实其均增加脑中递质呈镇静作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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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豆子】刘国卿等人在筛选苦豆子神经药理作用的有效成分时，观察到槐果碱(sophocarpine)和拉

马宁碱(1ehman-nine)以及氧化槐定碱(oxysophocarpine)对小鼠中枢神经系统均呈抑制作用[4]。 
 

 
槐果碱(sophocarpine)        氧化槐定碱(oxysophocarpine) 

 

【钩藤碱】石京山研究表明，钩藤碱(rhynchophylline)能使小鼠自发活动减少，加强戊巴比妥的镇静

催眠作用，采用荧光分光光度法测定大鼠脑内单胺递质，发现其能增加下丘脑和杏仁核 5-HT 含量，而皮

层杏仁核和脊髓的 DA 减少[5]。 
 

 
钩藤碱(rhynchophylline) 

 

【问荆】从木贼科植物草问荆中分离获得的问荆碱(palustrine)，具有抑制 Mg2+-ATPase、Ca2+-ATPase
活性作用。草问荆具有催眠、镇静与地西泮类似作用，可能是由于问荆碱抑制了 Mg2+、Ca2+-ATPase 酶

活性，使单胺类神经递质增加，从而使中枢兴奋性降低所致[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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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艽】陈先瑜等报道，从秦艽中分离的秦艽碱甲(龙胆碱 gentia-nine)，给小鼠腹腔或灌服，表现出

镇静作用，还能增强戊巴比妥对小鼠和大鼠的催眠作用，但剂量加大时，呈现中枢兴奋现象[7]。 
 

 
秦艽碱甲(龙胆碱 gentia-nine) 

 

【天仙子】从天仙子分离得到的东莨菪碱(scopolamine)和从唐古特中提取的樟柳碱(anisodine)，家兔

脑室注射，EEG 均出现不规则高幅慢波，呈现中枢抑制作用。东莨菪碱可以增强盐酸氯胺酮的镇痛、催

眠作用，且 LD50 仅轻度增大，说明东莨菪碱可增强氯胺酮的麻醉作用而不增加其毒性。东莨菪碱对中

枢有双重作用，以抑制作用为主。现在认为东莨菪碱可能作用于大脑皮层和皮质下结构，主要与阻断大

脑皮层与脑干网状结构起兴奋作用的 M 胆碱受体有关，也可能与其阻断中枢 a 受体有关。东莨菪碱可以

增强吗啡类药物的镇痛作用，可能是阻断中枢 M 胆碱受体的结果，但具体机制仍未阐明[2]。 
 

 
樟柳碱(anisodine) 

 

【附子】周远鹏等对附子中有生理活性的二贴类生物碱-乌头碱(acontitine)、中乌头碱(mesacontine)、
下乌头碱(hypaconitine)进行研究，证实其均有中枢抑制作用[8]。 
 

 
二贴类生物碱-乌头碱(aconti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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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乌头碱(mesacontine) 

 

 
下乌头碱(hypaconitine) 

 

【胡椒碱】裴印权等研究表明胡椒碱(piperine)及其衍生物对小鼠有镇静作用，与硫喷妥钠有协同作

用。卡瓦胡椒(pipermethysticum forst)是胡椒科多年直立藻木药用植物，产于南太平洋，根或根茎入药，

鲜叶亦可入药。王厄舟等发现卡瓦胡椒有显著的镇静催眠作用，且无致幻性和成瘾性。以卡瓦胡椒根的

细粉、氯仿提取物和 methysticin、kavain、dihydromethysticin 等单体，进行动物实验发现能显著延长戊巴

比妥钠所致小鼠睡眠时间，其中以 dihydromethysticin 作用最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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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碱(piperine) 

 

【千金腾】从千金腾中提出的左旋千金腾碱[(-)-stephanine]，马志清等实验研究表明，其具有明显的

中枢抑制作用，显著减少小鼠自发活动，对戊巴比妥钠的催眠作用产生协同作用，其具有的多巴胺受体

阻断作用，可能为其镇静作用机制之一[10]。 
 

 
左旋千金腾碱[(-)-stephanine] 

 

【黄连】黄连中的小檗碱(berberine)剂量为 10 mg/kg 时，可使小鼠自主活动减少，对戊巴比妥钠的

催眠作用产生协同作用[1]。 
 

 
小檗碱(berb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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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芦】乌苏里黎芦醇碱(veratrumine) 20 ug/kg 腹腔注射，显著降低小鼠自发活动次数，当 40 ug/kg
腹腔注射时，可加强戊巴比妥那的催眠作用，增强氯丙嗪的中枢抑制作用[1]。 
 

 
乌苏里藜芦醇碱(Veratramine) 

 

【芹菜】从芹菜挥发油中分离出的芹菜甲素(butyl phthalide)和芹菜乙素(3-butyl-4, 5-dihydrophthalide)
腹腔注射均能减少小鼠自主活动，与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有协同作用，使睡眠小鼠数明显增加[1]。 
 

 
芹菜甲素(butyl Phthalide) 

 

 
芹菜乙素(3-butyl-4,5-dihydrophthalide) 

H
N

HO

H

O
HO

OH

OH

O

O

O

 

DOI: 10.12677/cc.2018.22009 60 比较化学 
 

https://doi.org/10.12677/cc.2018.22009


张莹 等 
 

【荷叶】荷叶乙醇提取物具有显著的镇静催眠作用，生物碱是其主要活性成分[1] [11]。 
 

 
荷叶碱(nuciferine) 

 

【唐古】从天仙子分离得到的东莨菪碱(scopolamine)和从唐古特中提取的樟柳碱(anisodine)，家兔脑

室注射，EEG 均出现不规则高幅慢波，呈现中枢抑制作用[1]。 
 

 
东莨菪碱(scopolamine) 

3. 萜类及挥发油 

【紫苏叶】Honda 等给小鼠灌胃紫苏叶中的甲醇提取物也能延长戊巴比妥的催眠时间，并证明其有

效成分是紫苏醛(perillaldehyde)和豆甾醇[1]。化学型为 PP-DM 的紫苏(主要成分为 dillapiol，副成分为

myristicin)，其甲醇提取物延长戊巴比妥催眠作用时间的有效成分为莳萝油脑[12] [13]。 
 

 
紫苏醛(L-perilla aldeh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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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甾醇(stigmasterol) 

 

【石菖蒲】石菖蒲总挥发油是其镇静催眠、抗惊厥的主要活性成分，a-细辛醚(a-asarone)及 β-细辛醚

(β-asarone)。当其剂量增至 24~48 mg/kg 时，对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有一定协同作用[1]。 
 

 
a-细辛醚(ɑ-asarone)               β-细辛醚(β-asarone) 

 

【郁金】郁金二酮(curdione)是郁金挥发油主要有效成分之一。郝洪谦等研究表明，郁金二酮能明显

延长家猫各期睡眠。尤其对 SWS2、REM 期睡眠延长作用明显，具有明显的中枢神经抑制效应[1]。 
 

 
郁金二酮(curd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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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张安平等在白芍总甙对大鼠的实验研究中显示，芍药甙可延长正常大鼠慢波睡眠，并能使

咖啡因诱导的失眠大鼠恢复正常[14]。 
 

 
白芍总甙(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ia) 

 

【生姜】生姜中的辣味成分：姜酚(gingerol) 6.5mg/kg 和姜稀酚(6-shagaol) 2.5mg/kg 分别给小鼠静

注，均呈中枢抑制作用，并能延长环己烯巴比妥的睡眠时间，并且姜烯酚作用强于姜酚[1]。 
 

 
姜稀酚(6-shagaol) 

 

 
姜酚(gingerol) 

 

【薄荷】薄荷中的薄荷醇(menthol)对戊巴比妥的中枢抑制具有一定量效关系，含 4.5%的薄荷醇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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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使小鼠入睡时间短，而 1.5%、0.5%薄荷醇对戊巴比妥中枢作用无明显影响[1]。 
 

 
薄荷醇(menthol) 

 

【酸枣仁】酸枣仁油可以缩短睡眠潜伏期，使睡眠时间延长，随用药时间延长，它的催眠作用趋

于明显，提示其对小鼠有直接催眠作用[1]。郭胜民等实验研究，酸枣仁总黄酮可明显减少小鼠自发活

动，协同戊巴比妥的中枢抑制作用，拮抗苯丙胺的中枢兴奋作用，其中中枢抑制作用呈剂量依赖性。

给小鼠腹腔注射酸枣总皂苷 20~80mg/kg，可减少小鼠自发活动，显著延长阈上剂量戊巴比妥钠所致小

鼠睡眠时间，增加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睡眠动物数和时间，提示皂苷类成分可能是酸枣仁中枢抑制有

效部位[15]。 
【桂皮】桂皮挥发油中主要成分为桂皮醛(cinnamaldehyde) (62.29%~78.75%)。经日本学者证明，桂

皮醛有明显镇静作用[1]。 
 

 
桂皮醛(cinnamaldehyde) 

 

【枳实】胡盛珊等实验研究表明，挥发油可使醋酸引起的小鼠扭体和小鼠自发活动次数显著减少，

表现了一定程度的镇痛和中枢抑制作用。枳实挥发油中所含的重要成分之一芳樟醇，占枳实挥发油的

26.1% [16] [17]。芳樟醇为链状单帖，具有防腐抗菌、抗病毒、镇静的作用。 
 

 
芳樟醇(linal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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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皮】铃木杏子对牡丹皮中的丹皮酚(paeonol)的实验表明，其腹腔注射和口服可减少小鼠自发

活动，加大剂量能使翻正反射消失[18]。 
 

 
丹皮酚(paeonol) 

 

【细辛】周慧秋等对细辛挥发油成分甲基丁香酚(methyleue-nol)研究表明，其能明显减少小鼠活动，

呈中枢镇静作用[19]。 
 

 
甲基丁香酚(methyl eugenol) 

 

【荆芥】有学者从荆芥中提取的荆芥油，给家兔灌胃 0.5 mg/kg，可见活动明显减少，四肢肌肉略有

松弛，呈镇静作用[1]。 
【蒿本】蒿本中性油中主要成分为新蛇床酞内酯(neo-cnidilide)、β-水芹烯(β-phellandrene)，经实验证

明其中性油有中枢镇静作用，可增强硫喷妥钠催眠作用[1]。 
 

 
新蛇床内酯(sedanolide)    β-水芹烯(β-phelland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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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张罗修等研究证明雷公藤红素可延长戊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睡眠时间，且随剂量升高而作

用加强[20] [21]。 
 

 
雷公藤红素(celastrol) 

 

【栀子】栀子的有效部位及酸枣仁复方酸枣仁油栀子油组方合理，具有镇静、催眠作用；复方中酸

枣仁油、栀子油起协同作用。酸枣仁、栀子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近年来研究表明，超临界 CO2

萃取的酸枣仁油、栀子油主要含油酸、亚油酸。油酸、亚油酸在体内可转化成 r-亚麻酸、花生四烯酸，

花生四烯酸又进一步生成前列腺素(PGS)、前列环素、血栓素，脂毒素及白三烯等。亚油酸、r-亚麻酸、

花生四烯酸等游离脂肪酸通过 GPR40 受体的介导促进胰岛素分泌。LTB4、LTD4 可刺激外周血单核细胞

和T细胞产生白介素-1(1L-1)、肿瘤坏死因子-a(TNT-a)。油酸还可在体内酰化生成油酰胺。已知PG2、IL-1、
TNF-a、胰岛素、油酰胺等为内源性睡眠诱导物，PG2、1L-1、TNF-a 等的合成和释放与睡眠—觉醒周期

密切相关，它们能促进不同种属的动物的非快眼动睡眠，其内源性合成的抑制会导致自发性睡眠的减少。

胰岛素、油酰胺等具有调节慢波睡眠，诱导生理性睡眠的作用[22]。 
 

 
油酰胺(MEA) 

 

【败酱根、异叶败酱】齐治等观察了败酱科植物糙叶败酱根及根茎中挥发油的镇静作用，并与黄

花败酱挥发油做了比较，结果表明其能显著延长戊巴比妥钠引起的小鼠睡眠时间，但弱于黄花败酱挥

发油[23]。齐治等观察了败酱科植物糙叶败酱根及根茎中挥发油的镇静作用，并与黄花败酱挥发油做了

比较，结果表明其能显著延长戊巴比妥钠引起的小鼠睡眠时间，但弱于黄花败酱挥发油[23]。黄花败酱

及异叶败酱基本相同。对 P-450 具有激活作用，说明异叶败酱挥发油协同戊巴比妥钠作用是由于其本

身具有中枢抑制作用，而不是通过影响戊巴比妥钠代谢作用产生的。败酱挥发油中亚油酸和十六酸的

含量比较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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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冬种子】其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的 82.85%，主要为油酸和亚油酸等，镇静催眠作用初步实

验提示，中低剂量(4.65 g/kg 和 2.33 g/kg)的天冬种子油能明显抑制小鼠的自主活动，并增加对阈下剂量

戊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睡眠只数，有关药效物质及其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24]。 

【羊踯躅】也叫闹羊花，现代药理亦有报道其有镇痛、抗心律失常和降压作用。文献报道闹羊花中

的化合物主要为二萜类化合物，三萜类，木脂素类，酚类及其苷类、香豆素类、醌类、二氢黄酮类以及

甾体类化合物。70%乙醇提取物中已分离出 9 个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槲皮苷、槲皮素-3-o-a-L-阿拉伯

糖苷、槲皮素-3-o-β-D-半乳糖苷、山奈酚、山核桃素和异鼠李素等[25]。 
【车前草】讫今为止，已从 3 种车前草中分离和鉴定超过 60 种化合物，按其主要结构类型可分

为黄酮、苯乙醇苷、环烯醚萜、三萜及甾醇类等。车前草中含有绿原酸及其它有机酸类成分。亦含

有多糖类成分，微量元素。挥发油川、生物碱和蛋白质等其它成分，三萜及甾醇类中的熊果酸有助

睡眠的作用[26]。 

【天南星】天南星生、制品浸剂有一定的镇静作用。天南星煎剂有明显的镇静、镇痛作用，并能明

显延长戊巴比妥钠对小鼠催眠的作用。小鼠腹腔注射天南星水浸剂，可明显降低土的宁的惊厥率和死亡

率，天南星主要含有生物碱、甾醇、氨基酸、凝集素、苷类等多种化学成分，具有镇静、镇痛、抗氧化、

抗心率失常、抗肿瘤、抗惊厥及祛痰作用[27] [28]。 

【厚朴】厚朴中含有少量的挥发油，占有 1%左右，这些挥发油多是起镇静作用。有学者通过 GC-MS
分析研究从厚朴中分离鉴定出 48 种挥发油化学成分，其中的主要成分为叶油醇及异构体，其次是聚伞花

素类，另外还有较高含量的佳味酚、樟脑、龙脑、按叶油等[29]。 

4. 黄酮类 

【雪莲】雪莲中的雪莲黄酮甙 A(saussurea flavone glycoside)，能使小鼠脑电图 Ɵ波均有不同程度的

增加，同时尚有 ɑ波减少。说明能加强戊巴比妥钠的中枢抑制作用[1]。 
【黄芩】从黄芩中提取的黄芩苷(baicalin)，小鼠腹腔注射 500~1000 mg/kg，有镇静效果。能抑制小

鼠自发活动，抑制阳性条件反射[1]。 

【淫羊藿】淫羊藿总黄酮，小鼠口服 25 mg/kg，连续 5 天，能增强对戊巴比妥镇静催眠作用[1]。 
【黄芪、党参】研究表明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上，党参优于黄芪。党参、黄芪对戊巴比妥钠及

乙醚引起的睡眠时间均能延长，说明两者均有镇静作用。可能与其所含的总黄酮有关，总黄酮有扩张脑

血管、改善脑组织供血的作用。党参、黄芪水提物对抗东莨菪碱的作用，也可能与增加大脑 M 乙酰胆碱

能受体有关。据报道，党参总碱对动物的学习记忆有改善作用，而黄芪则未见报道。党参作用优于黄芪，

可能与党参所含的总碱有关[20]。 

5. 香豆素与木脂素类 

【蛇床子】从中药蛇床子中提取分离的香豆素成分蛇床子毒素(osthol)，经连其琛等实验研究表明，

对中枢神经有一定抑制作用，可增强阈下催眠剂量戊巴比妥引起小鼠的镇静作用，且此作用与剂量有关。

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蛇床子有抗心律失常作用，扩张血管作用；镇静作用、促进记忆作用、局部麻醉

作用和防治骨质疏松作用以及抗诱变、抗肿瘤、抗菌抗炎、抗病毒、抗衰老作用。贺娟等研究初步确定

蛇床子醇提物、总香豆素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以醇提物作用较强。其中总香豆素类化合物以简单

香豆素类、线形呋喃香豆素类，角形呋喃香豆素类蛇床子素，欧芹属素乙为主，此外，还有佛手柑丙酯、

异虎耳草素，花椒毒酚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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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豆素的母核结构(mother nucleus of the coumarin) 

 

【五味子】五味子醇甲(schisandrin)是五味子仁乙醇提取物重要成分之一，五味子乙醇提取物有中枢

抑制作用，醇甲作用基本与之相似。实验表明，醇甲并非通过直接作用于单胺类受体而使脑内单胺类递

质含量改变而呈中枢抑制作用[20]。 
 

 
五味子醇甲(schisandrin) 

 

【祖师麻】祖师麻中的瑞香素(daphnetin)给小鼠腹腔注射 300 mg/kg，家兔静注 150、200 mg/kg 均出

现催眠麻醉作用[1]。 
 

 
瑞香素结构 

6. 皂苷类 

【人参】人参茎叶及根部皂苷具有中枢兴奋作用，同时根皂苷还具有中枢镇静作用，提示发挥中枢

镇静作用的可能主要是人参皂苷 Rb 成分[1]。 

O O

O

O

O

O

O

O

OH

OO

OH

OH

 

DOI: 10.12677/cc.2018.22009 68 比较化学 
 

https://doi.org/10.12677/cc.2018.22009


张莹 等 
 

 
人参皂苷 Rb1 

 

 
人参皂苷 R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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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皂苷 Rb3 

 

【柴胡】孙兵等给猫腹腔注射 1 ml/kg 柴胡皂甙，发现其可延长猫的睡眠时间，特别是慢波睡眠 II
期和快动眼睡眠期[2] [31]。 

【绞股蓝】绞股蓝皂苷 SH-6 (gynosaponin SH-6)可抑制小白鼠自发性运动，增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

量的睡眠率和延长其睡眠剂量的睡眠时间，结果表明其镇静催眠作用可能与降低脑内边缘叶单胺递质有

关[1]。 
【山麦冬】高广猷等实验研究证明山麦冬总皂苷能明显降低小鼠自发活动数，并可明显对抗苯甲酸

钠、咖啡因所致的运动性兴奋，可加强戊巴比妥、氯丙嗪伍用，可出现协同的中枢抑制效应[32]。 
【九子参】邝荔香在九子参总皂苷药理研究中阐明，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可减少小鼠自

发活动，协同戊巴比妥催眠，并有一定的镇痛作用[33]。 
【柏子仁】柏子仁皂苷和柏子仁油均具有镇静催眠作用，柏子仁皂苷作用在一定范围内随着剂量增

加镇静催眠作用加强，柏子仁油镇静催眠作用在较低浓度时作用增强，在一定范围内又随浓度的增高而

药效学作用降低[34]。 
【灯芯草】灯心草中的去氢厄弗酚在低剂量时能明显的减少小鼠自主活动的作用。某些单味中药对

某种睡眠障碍有效，临床使用一定要有针对性，如灯心草治疗睡惊症，而灯心草炭则可见夜间多梦的发

生，这在药理学实验中我们无法证实[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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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氢厄弗酚(dehydroeffusol，化学名为 2，7-二羟基-1-甲基-5-乙烯基菲) 

 

【红景天】实验结果表明，红景天苷对戊巴比妥钠所致小鼠睡眠具有明显的协同作用，明显缩短睡

眠潜伏期和显著地增加了睡眠持续时间；红景天苷对失眠大鼠睡眠周期的影响，红景天苷低、中、高剂

量给药组均能显著延长失眠大鼠的总睡眠时间。通过对阳性药物对照组和药物低、中、高剂量给药组的

各睡眠时相分别与空白组各睡眠时相进行比较分析，地西泮能显著延长 SWSl 期导致 SWS2 期和 REMS
期所占比例相对不足，而红景天苷主要显著延长 SWS2 期和 REMS 期，对 SWSl 期影响相对不明显，结

果表明红景天苷能够使失眠大鼠睡眠时相各期与正常大鼠睡眠时相各期所占的比例接近[2] [36]。 
 

 
红景天苷(salidroside) 

 

【刺五加】刺五加作为中草药，被认为具有镇定安神等作用并常用于促进睡眠，实验中未发现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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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皂甙对小鼠有直接睡眠作用。结果显示刺五加皂甙提取物具有促进小鼠改善睡眠的作用。采用纯天然

野生刺五加的茎叶用常规方法制成的灭菌水溶液， 其主要成分为总黄酮、异嗪皮定、丁香甙、刺五加多

甙等[37]。 
 

 
刺五加皂苷(ciwujianoside) 

 

【红毛五加】红毛五加(Acanthopanax giraldii Harms)植物之根皮，分布较广，资源丰富。五加有强意

志，不劳延年，不忘事等作用。都与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有密切关系。邓虹蛛等发现红毛五加可减少小

鼠的自发活动，无论口服或腹腔注射给药均能延长阈上剂量戊巴比妥钠致小鼠催眠时间，并能对苯丙胺

引起的小鼠的兴奋作用，而不能拮抗印防己毒素的惊厥作用，提示红毛五加惊厥作用，反而使小鼠警觉

和死亡率增加，提示红毛五加中枢镇静作用与苯二氮卓类有别，即不通过 GABA 系统来完成[38]。 
【夜交藤】夜交藤中主要含有蒽醌类成分、二苯乙烯苷类成分，含量较高的代表性化合物分

别为大黄素、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O-β-D-葡萄糖苷。关于蒽醌类成分改善睡眠功能的

报道,有学者提到大黄能延长巴比妥类药物助睡眠时间，大黄素 42 mg/kg 可延长睡眠时间 18.7%，

芦荟大黄素 40 mg/kg 可延长睡眠时间 64.3%，大黄酸作用最强，47 mg/kg 可延长睡眠时间 87.8%。

本研究发现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也有改善睡眠的作用，而大黄素改善睡眠的作用与空白组比

较差异不显著。汲广全等研究发现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是夜交藤中改善睡眠的活性成分之一

[39] [40]。 
 

 
大黄酸(r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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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素-8-O-β-D-葡萄糖苷(chryohol-8-O-β-D-glucoyroide) 

7. 多糖类 

【茯苓】茯苓能改善苯巴比妥钠所致记忆障碍，增强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也具有明显镇静催眠作

用。茯苓、茯神水煎液具有一定的镇静催眠作用且茯神强于茯苓。茯神的镇静催眠和安神作用明显强于

茯苓和茯苓皮，有关报道显示其安神作用主要是由于茯苓多糖的原因，其中多糖主要是 β-(1 6)-D-葡聚糖

支链[41] [42]。 

8. 其他类 

【黄精】黄精味甘性平，入牌、肺二经，具有补中益气，养阴润肺生津，强壮筋骨等功效，常用于

脾胃气虚，倦怠乏力，肺痨咳血，产后虚弱等症。笔者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遇有因频咳影响夜间睡眠

的患者，随症加入黄精，多可收到显著的镇静止咳效果[43]。 
【半夏和掌叶半夏】半夏和掌叶半夏的 75%乙醇提取物，其醇提物的浓度相当于生药浓度为 0.8/ml，

具有提高小鼠的镇静催眠作用[44] [45]。 
【当归】当归醇提取物具有镇痛、抗炎作用，能明显提高小鼠对热刺激致痛的痛阈，抑制小鼠

对化学刺激致痛的扭体反应。当归中含有挥发油、苯酚类、苯酚类二聚体、有机酸类、多糖类、黄

酮类、当归中还含有苏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等多种氨基酸，以及铜、铁、锰、锌等各种微量元

素。此外，当归中还含有尿嘧啶、腺嘌呤、维生素 E、青霉菌属的代谢产物，以及香豆素类等成分

[46]。 
【肉桂】肉桂黄连 1:2 组具有抗心律失常和镇静安神的作用，效果好于单味黄连和肉桂。黄连和

肉桂组成交泰丸，出自《韩氏医通》。黄连、肉桂寒热相伍，清温并用，交通心肾，引火归元，对

心肾不交的失眠症有独特疗效，经后世推广，又用来治疗心悸、癫狂、郁证、咽痛、口舌生疮等多

种疾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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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桂酚(cinnamaldehyde) 

 

【甘草】甘草浸膏小鼠腹腔注射(ip)的 LD_(50)为 2.2 g/kg。注入甘草浸膏 50 mg/kg 可显著减少小鼠

的自发活动和明显加强戊巴比妥钠对小鼠的催眠作用；注入甘草浸膏 250 mg/kg 可明显延长小鼠戊巴比

妥钠的睡眠时间。结果提示甘草具有镇静催眠作用[48]。 
【杜仲】杜仲雄花乙酸乙酯提取物具有良好的镇静催眠作用，是杜仲雄花镇静催眠活性的有效组分。

杜仲雄花水溶性生物碱能有效减少小鼠的自主活动次数，与戊巴比妥钠有较好的协同作用，能显著增加

阈下剂量的小鼠睡眠率，延长阈下剂量及阈上剂量的睡眠时间，并缩短睡眠潜伏期，还能有效降低尼可

刹米所致的小鼠惊厥率，延长惊厥潜伏期，具有良好的镇静催眠作用。杜仲糖苷能有效降低血压，机制

可能与调节血浆内皮素(ET)、一氧化氮(NO)有关。籽总苷可对抗糖皮质激素所致骨质疏松小鼠体质量的

降低，增加大鼠股骨的骨密度和骨强度，股骨的生物力学质量显著增加，改进微体系结构，显著增加股

骨远端骨体积与组织体积比率连接密度骨小梁数量骨小梁厚度，明显减少正常大鼠骨小梁分离和结构模

型指数，因此，可作为潜在的替代药物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能明显减少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的体积，

明显减少大鼠角叉菜胶足肿胀率，能显著提高热板和光电引起小鼠的痛阈值，能显著减少醋酸引起的扭

体次数，具有较强的抗炎、镇痛作用[49]。 
【苦荞】苦荞醇提物能延长戊巴比妥钠阈上剂量引起的小鼠睡眠持续时间，增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

量引起的小鼠睡眠只数，且能显著减少小鼠自主活动次数[50]。 
有研究发现鸡血藤水提物能明显减少小鼠自主活动次数，延长戊巴比妥钠阈上剂量致小鼠睡眠时间，

说明鸡血藤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并与剂量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其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

究[51]。 
【花生枝叶】花生枝叶提取物可以减少小鼠自发活动，有镇静催眠作用。通过对临床 120 例病患全

盲验证实验证明：落花生枝叶制剂是一种有效而安全的治疗失眠症中药，不仅能改善睡眠且适应症候广

泛、未发现毒副作用，服用又较方便。不仅如此，它在提高老年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增强调整免疫功能，

扩张椎基底动脉的方面也都有作用[52]。 
【萱草】萱草(Hemerocallis fulva L.)的花蕾，又名金针菜。范立斌等发现给正常小鼠萱草花 0.01 mg/g

灌胃，可使其活动在给药后 15、30、45、60、90 min 显著减少，120 min 后逐渐恢复。同样剂量的萱草

花灌胃 60 min 后，腹腔注射不同剂量的戊巴比妥钠，ED50 剂量从 17.38 mg/kg 减少到 15.67 mg/kg。提

示萱草花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 
【蜘蛛香】曹斌等报道蜘蛛香水提物毒性低，具有明显抑制小鼠的自主活动，延长戊巴比妥钠小鼠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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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时间，增加入睡小鼠数，对抗印防己毒素、硫代氨基脲诱发小鼠惊厥等作用，还提出其水提物能明

显对抗印防己毒素、硫代氨基脲诱发惊厥可能与 GABA 有关。陈磊等报道总缬草素是蜘蛛香镇静催眠的

主要活性成分，药效学研究表明总缬草素能显著减少小鼠的自主活动次数，能明显延长戊巴比妥钠致小

鼠睡眠时间并且能提高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小鼠入睡数，有明显的镇静催眠活性[53]。 
 

 
R1             R2 

(CH3)2CHCH2CO-CH3CO-缬草素(valtrate) 
CH3CO-(CH3)2CHCH2CO-异缬草素(iosvaltrate) 

 

【合欢花】历代文献对合欢花的镇静催眠作用记载较多。22.5 g/kg 浓度的合欢花水煎剂和 45 g/kg 的

南蛇藤果镇静、催眠效果实无显著的差异(p > 0.05)。现代药理实验研究表明，合欢花的水煎液及其所含

的槲皮苷、异槲皮苷均有较强的镇静催眠作用；合欢花水提物对“行为绝望”动物模型有明显的抗抑郁作

用。其主要化学成分为槲皮苷、槲皮素、异槲皮苷、芦丁、山奈酚和异鼠李素等黄酮化合物[54]。 
 

 
槲皮苷(quercetin-3-rhamn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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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槲皮苷(isoquercitrin) 

 

【南蛇藤】系卫矛科南蛇藤属植物，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南蛇藤丰要含有倍半萜类、黄酮类三秸

类等化合物，据文献报道，其果实性平，味甘、微苦，具有镇静、催眠、抗炎、抗癌、昆虫拒食等作用，

由溃南蛇藤(Celastrus paniculatus)种子中提出的一种 Crude malkanguni oiI 对大鼠有镇静及安定作用。经逆

流分溶提纯后得到的 Mal-III 组分仍具有安定作用。将进一步提纯所得的 Mal-IHA 混悬于吐温 80 中，给

猴、狗、猫、大鼠、小鼠分别腹腔注射，均显示有显著的安定作用，并能够增强环己巴比妥的作用，降

低小鼠的自发活动。南蛇藤果实在某些地区代替合欢花用于镇静、催眠。单国存等将南蛇藤果与合欢花

水煎剂的镇静催眠作用进行比较，实验证实，南蛇藤果实水煎剂以 45 g/kg、22.5 g/kg 分别给小鼠灌胃，

高剂量组有 40%动物呈现镇静作用、30%动物呈现睡眠；低剂量组中有 50%动物呈现镇静、10%动物呈

现睡眠，证明该煎液有增强异戊巴比妥钠的催眠作用：剂量为 20 g 的水煎剂能显著抑制小鼠的自发活动。

二氢沉香呋喃型倍半萜是南蛇醛属植物主要活性成分之一[55]。 
 

 
二氢沉香呋喃倍半贴(dihydroagarofuran sesquiterp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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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天麻中活性成分含量最高的有效单体成分是天麻素，天麻素能显著减少小鼠自主活动次数，

阈下剂量巴比妥钠致小鼠睡眠只数，天麻素对小鼠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天麻素具有镇痛、镇静

及增加脑血流量，减少脑血流量阻力，特别是能增加椎—基底动脉供血，改善迷路动脉及内耳血供，近

年药理研究表明，天麻素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方面也有较广泛的药理活性[56]。 
 

 
天麻素 

 

刘冰等采用行为药理试验进行神经药物筛选，且采用小鼠自身对比的方法进行组间的比较。灌胃前

24 h 先用小鼠自主活动仪记录小鼠的自主活动。通过对小鼠自主活动和戊巴比妥钠诱导睡眠的影响，对

益智仁不同溶剂提取部位的镇静、催眠活性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益智仁醇提取物氯仿层，正丁醇层和水

提取物是益智仁的镇静催眠活性部位[57]。 
取昆明种小鼠 30 只，随机分为生理盐水组、迎春花水提取物组。采用抖笼法测定小鼠自发活动和对

阈上、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小鼠睡眠时间的影响。结果 0.1 g/kg、0.2 g/kg 的迎春花水提取物对小鼠自发

活动具有明显抑制作用(p < 0.05; p < 0.01)。迎春花水提取物能显著加速戊巴比妥钠的入睡时间和显著延

长戊巴比妥钠的睡眠时间，并与戊巴比妥钠有协同作用。迎春花水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抑制小鼠自发活动

和镇静催眠作用[58]。 

9. 结语 

总之，大量实验结果表明植物中许多不同种类的有明确分子结构的化学成分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镇静

催眠作用，将为镇静催眠药物的寻找提供直观的物质基础，为寻找与研制新的镇静催眠药物奠定实验基

础，也为化学合成工作者用新的思路合成和改造镇静催眠药物结构及开发新复方制剂研究提供帮助。 
2017 年 10 月 2 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三位美国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控制睡眠的分

子机制[59]。早在二十多年前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胡文祥教授为了解决航天员的太空睡眠问题，奋力

攻关，成功研发了航天牌眠尔康，2004 年获得了国家保健食品批准文号[60]。他用微波催化合成人脑内

源性分子松果体素，并结合钙维康巧妙组方，研制成功航天牌眠尔康胶囊，用来改善睡眠，在补钙的同

时，协同调节了人类在非原居住地或太空中的生物钟和时差不适，并具有其它生理作用，成为了全国知

名品牌：唯一的航天牌医药保健品，产生了显著的军事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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