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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失眠作为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会影响人们情绪健康、造成免疫系统紊乱并增加患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的风险。天麻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物质，其主要活性成分、天麻提取物及其衍生物在改善失眠方面展示出

良好的效果。目前，围绕天麻活性成分改善失眠的研究已取得了较多进展，但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因此，本文首

先总结了失眠的发生机制；其次对天麻中的活性成分及提取物辅助改善失眠的作用，包括调节生物钟、平衡神经

递质的释放、降低炎症因子的表达、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及调节肠道菌群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最

后探讨以天麻为主要原料改善失眠的产品开发利用现状，旨在为天麻辅助改善失眠产品开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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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omnia, a prevalent sleep disorder, may impact individuals' emotional health, lead to immune system problems,
and increase the chance of developing chronic illnesses like diabete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s a type of medication
and  food  homologous  substance,  Gastrodia  elata's  primary  active  ingredient,  extract,  and  its  byproducts  demonstrate
beneficial effects in treating insomnia. Though there is currently no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research on how Gastrodia
elata's  active  ingredients  can  alleviate  insomnia  advances  significantly.  Thus,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delineates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insomnia. Secondly, it reviews the effects of the active ingredients in Gastrodia
elata  on  improving  insomnia,  including  regulating  the  biological  clock,  balancing  the  release  of  neurotransmitters,  the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regulating  the  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  and  modulating  intestinal
flora. Additionally, the paper looks at the current market for sleep aids that contain Gastrodia elata as a main ingredient.
The objective provides basis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astrodia el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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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是指睡眠的始发和维持发生障碍，导致睡

眠质量不能满足个体生理需求，对日常活动产生重要

影响的睡眠障碍综合征[1]，如反应迟缓、疲倦不堪、

注意力难以集中等。同时，失眠会增加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并加速人体的衰

老过程[2]，严重威胁人们的生活质量及身心健康。现

阶段治疗失眠的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认知行为

治疗和物理治疗等。药物治疗以化学合成镇静类药

物为主，虽能够迅速缓解失眠症状，但其副作用较大，

具有依赖性强等缺点，易对机体健康造成损害[3]。认

知行为治疗对其治疗对象的局限性较高，对患者心理

认知水平有较高要求且治疗周期相对较长。物理治

疗存在设备成本较高，治疗费用昂贵等缺点[4]。以上

治疗方法的局限性促进了以天麻为主的药食同源物

质改善治疗失眠的研究热潮。在传统中医学领域，天

麻长期被用于辅助改善和治疗失眠，如《金匮要略》

中，有“天麻仁丸”方，用于治疗“失眠多梦，心悸不

安”等症状。《本草纲目》[5] 与《中国药典》[6]（2020年

版）都记载了天麻的安神与镇定功效，也可用于治疗

失眠、记忆力减退以及神疲乏力等病症。改善国民

睡眠质量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重要任务之

一，进一步突显了研究天麻辅助改善失眠的必要性。

因此，本文在总结失眠发生机制的基础上，对天麻主

要活性成分和天麻提取物辅助改善失眠的作用机制

及其相关产品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期为天麻的开发

提供参考。 

1　失眠的发生机制
失眠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疾病，这些因素

主要包括生物钟（昼夜节律）的失调、神经递质释放

不平衡、炎症反应的异常、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Hypothalamic-Pituitary Adrenal，HPA）轴过度活跃

以及肠道菌群紊乱等[7]，它们以不同的途径通过互作

效应导致失眠，其发生机制如图 1所示。 

1.1　生物钟失调

生物钟失调是失眠的重要诱因及表现，生物钟

也被称作生理时钟，是人体内部的一个节律系统。它

受到光线的影响，通过视网膜传递给大脑的视交叉上

核（Suprachiasmatic Nucleus, SCN），SCN通过调节

神经递质释放从而调节睡眠-觉醒周期[8]，若出现调

节异常，则可导致失眠[9]。 

1.2　神经递质释放不平衡

神经递质则是神经元之间用以传递信号的化学

物质，在睡眠-觉醒周期的调节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促进睡眠的神经递质如褪黑素（Melatonin,

MT）、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和 γ-氨

基丁酸（Gamma Amino Butyric Acid, GABA）[10−12]。

在夜间分泌增加，有助于入睡和维持睡眠。抑制睡眠

的神经递质如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 NE）和多

巴胺（Dopamine，DA）在觉醒状态下起主要作用，若

分泌过多则会导致失眠。同时，这些神经递质之间相

互作用和平衡也是睡眠发生的重要条件，在夜间，5-

HT会在松果体中转化成 MT帮助入睡并维持睡

眠。在睡眠过程中，大脑会减少 NE的释放，同时增

加 GABA的活性来维持睡眠状态。如果这种平衡被

打破，如 GABA水平过低或 NE水平过高，则会导致

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障碍。 

1.3　炎症反应的异常

炎症因子是参与体内炎症反应的关键蛋白质。

当体内发生炎症时其水平上升，可能影响到大脑中调

控睡眠的区域。例如，白细胞介素-1（IL-1）作为首个

被识别与失眠治疗相关的细胞因子，能够显著增加睡

眠时间。同时，IL-1可通过影响 5-HT和 DA分泌来

调节睡眠状态。此外，其他炎症因子如 IL-2、IL-6、

IL-8、IL-15、IL-18、IFN-α 和 IFN-γ 也被发现在一定

程度上能促进睡眠[13]。这些炎症因子在短期内可能

会增加睡眠需求，以帮助身体恢复。但长期来看，它

们的过度产生或持续升高与慢性炎症、心血管病、糖

尿病或某些癌症有关，对人体健康不利。相比之下，

抗炎细胞因子如 IL-4、IL-10、IL-13，则可抑制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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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失眠的发生机制

Fig.1    Mechanism of inso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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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14]。炎症因子与睡眠之间存在复杂相互作用，不仅

可以诱导炎症反应，还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释放

和 HPA轴等机制来调节睡眠。同时，慢性失眠也可

能导致机体的慢性炎症反应，进一步抑制自发睡

眠[15]。 

1.4　HPA轴过度活跃

HPA轴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关键组成部

分，负责协调对压力的生理响应。在压力刺激下

HPA轴的持续激活，导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

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促肾上

腺 皮 质 激 素 （ Adreno  Cortico  Tropic  Hormone,
ACTH）和皮质醇（Cortisol,  CORT）的血浆水平升

高[16]，这一系列生理变化可能会干扰正常的睡眠稳

态，从而诱发或加剧失眠症状。 

1.5　肠道菌群紊乱

人体肠道内栖居着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微生物生

态系统，即肠道菌群，它与失眠症关联紧密，既能直接

影响，也能通过产生功能性代谢产物来间接参与神经

递质、免疫系统、HPA轴系统，进而对大脑的睡眠调

节产生影响[17]；另一方面，失眠也会导致肠道菌群失

衡，有害菌大量繁殖，进而出现相应的肠道症状。 

2　天麻活性成分及提取物改善失眠作用机制
天麻作为我国传统的中药材，于 2023年 11月

正式被列入“药食同源”物质目录，《中国药典》记载

其具有抗惊厥、镇痛、镇静等作用[18]。其改善睡眠的

功效与其多种化学成分密切相关，化学成分根据母核

结构主要分为芳香族类、甾体类、有机酸等六大

类[19]。其中芳香族类化合物，诸如天麻素、4-羟基苯

甲醇、巴利森苷 A、gastropolybenzylol  H、gastro-
polybenzylol I、4,4′-亚甲基联苯酚等在改善失眠方面

起着主要的作用。它们通过平衡脑部神经递质水

平、降低炎症因子表达、调节 HPA轴功能以及增加

肠道微生物丰度等生物途径来改善失眠。 

2.1　天麻素

天麻素属于芳香族中单苄基类化合物，由一个

芳香族核心和一个糖苷键连接的糖类构成[20]，化学结

构式如图 2所示[21]。作为天麻中含量最高的有效单

体成分，具有镇静、抗惊厥、抗氧化、抗抑郁等多种

药理作用，是天麻质量控制评价的主要指标[22]。天麻

素通过平衡神经递质的释放、降低炎症因子表达、改

善 HPA轴的功能以及增加肠道微生物丰度来发挥

镇静催眠作用（表 1）。
  

HO

HO

OH

OH
OH

O

图 2    天麻素化学结构式
Fig.2    Chemical structure formula of gastrodin

  

2.1.1   平衡神经递质的释放　天麻素通过恢复神经

递质的平衡，对失眠小鼠展现出潜在的治疗效果。龙

盼等[23] 通过小鼠体内实验发现天麻素可以恢复失眠

小鼠脑中的 5-HT含量，并明显逆转 IL-1β 和 IL-6
的蛋白表达。同时其还能通过减少多巴胺 D2 受体

（D2Rs）、增加 DA体系中多巴胺转运蛋白（DATs）数
量，来降低 DA含量和增加 5-HT含量，进而起到镇

静、抗惊厥作用[24]。 

2.1.2   降低炎症因子表达　天麻素对炎症因子表达

的调节作用，可能与其影响炎症信号通路有关。刘英

杰等[25] 揭示了天麻素能减少大鼠海马组织中 TLR4/
NF-κB信号通路的重要蛋白表达，从而发挥其抗炎

功效。Peng等[26] 也观察到其可降低 IL-6和抑制海

马 IL-1β 水平发挥抗炎作用来改善失眠状态。进一

步的研究由 Liu等[27] 进行，证实了天麻素通过调节

TLR4/NF-κB和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有效缓解

了快速眼动（REM）睡眠剥夺引起的睡眠障碍和认知

功能障碍。 

2.1.3   调节 HPA轴功能　长期的身体应激可能导

致 HPA轴的功能失衡，在此过程中，CRH激活

HPA轴会触发一系列激素的级联反应，并直接影响

边缘系统，从而进行应激相关行为的调节[28]。而天麻

素能明显逆转 HPA轴的过度活跃状态，使大鼠
 

表 1    天麻素用于改善失眠的动物实验评价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animal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gastrodia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somnia

序号 活性成分 动物品系性别 给药方式/剂量 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GAS KM小鼠♂、♀各半 ip/400 mg·kg−1 IL-6蛋白表达、p-ERK/ERK比值↑
BCL-2、IL-1β蛋白表达↓ [23]

2 GAS Wistar大鼠♂ ip/200 mg·kg−1 D2Rs数量↓；DAT数量↑
DA↓，5-HT↑ [24]

3 GAS SD大鼠♂ ip/200 mg·kg−1 大鼠脑电频率↑；波幅↓
IL-10水平、TNF-α和IL-1β水平↓ [25]

4 GAS SD大鼠♂ po/200 mg·kg−1 IL-6和IL-1β水平↓
睡眠潜伏期↓，持续时间↑ [26]

5 GAS SD大鼠♂ po/150 mg·kg−1 NF-κB通路↓、Wnt/β-catenin通路↑
睡眠潜伏期↓，持续时间↑ [27]

6 GAS SD大鼠♂ ip/200 mg·kg−1 ACTH、CORT含量↑
睡眠潜伏期↓，持续时间↑ [29]

注：GAS为天麻素；TNF-α为肿瘤坏死因子-α；BCL-2为B细胞淋巴瘤；D2Rs为多巴胺D2受体；DAT为多巴胺转运体；↑为增加/激活；↓为降低/抑制。

 · 440 · 食品工业科技 2025年  3 月



HPA轴功能恢复从而改善睡眠状况[29]。 

2.1.4   调节肠道微生物丰度　肠道微生物和菌群在

神经元发育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Fasina等[30] 发现天麻素增加了乳杆菌和厚壁菌

的丰度，在肠道菌群中产生 GABA、乙酰胆碱和组胺

以改善 D-半乳糖诱导的 AD小鼠的记忆，同时减少

致病菌的丰度并保护大脑免受细胞因子的损伤,这表

明其也可通过靶向肠-脑-轴，来改善失眠症状[31]。然

而天麻素是如何通过 HPA轴和肠道菌群发挥改善

失眠的作用，则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

天麻素通过平衡神经递质释放、降低炎症因子

的表达、恢复正常 HPA轴功能以及调节肠道菌群丰

度，有效地缓解失眠症状。这些作用相互关联，共同

作用于睡眠调节机制，为失眠患者提供了自然且有效

的治疗选择。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纳米技术、生物

技术和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来改进天麻素的给药方式

和生物利用度，从而提高其治疗效果。 

2.2　对羟基苯甲醇及其衍生物

对羟基苯甲醇也称天麻苷元，其化学结构相较

于天麻素缺少一个葡萄糖基团[32]，是天麻素水解形成

的苷元[33]，对羟基苯甲醇及其衍生物化学结构式如

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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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羟基苯甲醇及其衍生物化学结构式
Fig.3    Chemical structural formulae of p-hydroxybenzyl

alcohol and its derivatives
 

近年来，研究者们分析了对羟基苯甲醇及其衍

生物改善失眠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其代谢路径及对神

经递质系统的影响。Zhang等[34] 和 Zhu等[35] 用对

羟基苯甲醇和羧酸为原料合成了 10种对羟基苯甲

醇衍生物并评估了其对小鼠的镇静作用，推测对羟基

苯甲醇衍生物 NHBA和 2FHBA通过介导 5-HT和

GABA发挥镇静催眠的作用。游金辉等[36] 也有类似

发现，他们采用静脉给药方式研究3H-天麻苷元和3H-
天麻素在小鼠体内的分布与代谢途径，结果表明，天

麻素在小鼠血液、肝脏和脑组织中迅速代谢为对羟

基苯甲醇，后者通过与受体作用，增强 GABA受体复

合体的功能，从而缓解失眠症状。此外，对羟基苯甲

醇还可抑制大脑皮层、下丘脑、脑干以及纹状体中

DA的含量，并减少与觉醒相关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对

中枢神经系统发挥镇静催眠作用[37]。

此外，邓士贤等[38] 通过灌胃对羟基苯甲醇 0.5 h
后，对小鼠的活动进行检测，发现小鼠活动量明显减

少。另外，受试者服用天麻苷元胶囊 1 h后，脑电图

出现睡眠波，嗜睡明显，这提示其在人体内有同样镇

静催眠效果。后续的研究中，Wu等[39] 研究者进行

了同样的实验，揭示了羟基苯甲醇的作用机制，证实

其能够逆转大鼠的 HPA轴亢进的状态，并增强中枢

5-HT与 GABA系统的功能而发挥其镇静催眠作用。

对羟基苯甲醇及其衍生物主要通过介导 5-HT、
GABA递质及调节 HPA轴这两个方面来发挥其镇

静和催眠的功效（表 2）。至于其他可能改善失眠的

机制研究较少，仍有待进一步阐明。为了深入理解对

羟基苯甲醇在睡眠调节中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应当集

中探索其具体的作用靶点和信号通路，以及其在失眠

治疗中的全面机制。通过系统性的实验设计和生物

标志物的分析，可以更准确地评估对羟基苯甲醇在睡

眠调节中的功效，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2.3　巴利森苷 A
巴利森苷（Parishin）类化合物衍生自天麻素及其

衍生物与柠檬酸的缩合反应，属于天麻中含量丰富的

酚类成分，化学结构式如图 4所示，其在天麻中含量

高于天麻素。自 Dahmen等[40] 在 1976年首次报道

巴利森苷 A以来，国内外学者已从天麻中分离出共

36个巴利森苷同类物[41]。尽管这些同类物具有多种

药理活性，但关于它们在镇静催眠方面的研究仍相对

有限。目前，仅有研究指出巴利森苷 A具有镇静催

眠的效果，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神经递质水平

和降低炎症因子的表达来实现改善睡眠和抗炎作用

（表 3）。 

2.3.1   平衡神经递质的释放　巴利森苷 A通过调节

神经递质并与褪黑素受体结合，从而影响小鼠的睡眠
 

表 2    对羟基苯甲醇改善失眠的动物实验评价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animal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p-hydroxybenzyl alcoho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somnia

序号 活性成分 动物品系性别 给药方式/剂量 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NHBA 普通小鼠♀ po/10 mg·kg−1 5-HT、NE、DA和GABA水平↑ [34]

2 2FHBA PT小鼠♀ po/10 mg·kg−1 睡眠潜伏期↓，持续时间↑
脑内GABA、5-HT水平↑ [35]

3 HBA 昆明种小鼠♀ iv/200 mg·kg−1 GAS被降解为HBA
GABA受体↑ [36]

4 HBA 普通小鼠♂、♀各半 ig/50 mg·kg−1 DA含量↑
脑内GABA、5-HT水平↑ [38]

5 HBA SD大鼠♂ ig/5 mg·kg−1 CORT↑
脑内GABA、5-HT水平↑ [39]

注：HBA为对羟基苯甲醇；NHBA为4-羟基苄醇2-萘酸酯；2FHBA为4-羟基苄醇3-呋喃羧酸二酯；↑为增加；↓为降低。

第  46 卷  第  6 期 胡芙蓉 ，等： 天麻改善失眠作用机制及产品开发研究进展 · 441 · 



模式，延长睡眠时间并减少入睡潜伏期。邢其

郡[42] 通过鼻腔给小鼠注射天麻素、巴利森苷 A和巴

利森苷 B，以研究它们的睡眠效果。结果表明，巴利

森苷 A能延长小鼠由戊巴比妥钠诱导的睡眠时间，

减少小鼠入睡潜伏期。通过使用 ELISA法检测发

现，巴利森苷 A可有效增加小鼠大脑中的 DA和 5-

HT含量，同时其能够与褪黑素受体 MT1 有效结合，

共同来调节睡眠-觉醒周期。 

2.3.2   降低炎症因子的表达　为了探讨巴利森苷

A对生理过程的潜在调节作用，研究人员还进行了

q-PCR实验。结果表明，巴利森苷 A能够降低小鼠

肝脏和肾脏中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这一发现提示

其可能通过减少炎症反应来间接调节睡眠并激活神

经元。同时，巴利森苷 A治疗显著改善了衰老相关

标志物的表达[43]，如生长分化因子 15、IL-6和细胞

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 P16，表明巴利森苷

A对炎症有潜在的调节作用。刘燕等[44] 体外实验结

果首次表明，巴利森苷 A能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

有效抑制炎症反应，促进巨噬细胞更快的向M2亚型

转换,调控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加速炎症的缓解。 

2.4　其他芳香族类化合物

除上述已研究报道的化合物外，其他杂原子芳

香族类化合物也展示出了镇静催眠药理作用（表 4），

其化学结构式如图 5所示。

芳香族类化合物中多苄醚类化合物 gastro-

polybenzylol H和 gastropolybenzylol  I被发现对褪

黑素受体 MT1 和 MT2 具有激发作用[45]，这表明它们

能调节脑内 NE和 5-HT的含量，从而减少入睡时间

并提高睡眠质量[46]。此外，聚苄基类化合物如 4,4′-

亚甲基联苯酚、2,4-双（4-羟基苄基）苯酚、ga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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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巴利森苷 A化学结构式

Fig.4    Chemical structure formula of parishin A
 

表 3    巴利森苷 A改善失眠的动物实验评价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animal experiment ale valuation of parishin
A in improving insomnia

序号
活性
成分

实验材料 给药方式/剂量 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Parishin A昆明小鼠
♂ in/20 mg·kg−1

大脑内DA、5-HT↑
肝脏中炎症因子

IL-1β、IL-2、TNF-α↓
[42]

2 Parishin A大鼠股骨 −
IL-6、IL-1β水平↓

M2标志分子CD206、
CD163表达↑

[44]

 

表 4    其他芳香族类化合物改善失眠的实验评价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other aromatic compounds in improving insomnia

序号 活性成分 实验材料 给药方式剂量 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Gastropolybenzylol H HEK293细胞株 − 对MT1受体表现出激动作用 [45]

2 Gastropolybenzylol G HEK293细胞株 − 对MT1和MT2受体均表现出激动作用 [45]

3 N6-（4-羟基苯苄基）腺苷核苷 SD大鼠♂ icv/10 mg·kg−1 NREM睡眠、REM睡眠↑ [48]

4 N6-（4-羟基苯苄基）腺苷核苷 G57BL/6小鼠♂
Gad2-cre：：Ai14转基因小鼠♂ po/10 mg·kg−1 NREM睡眠↑

C-fos表达↑，GABAergic神经元激活 [48]

注：NREM睡眠为非快速眼动睡眠；REM睡眠为快速眼动睡眠；C-fos是一种即早基因（immediate-early gene）的蛋白质产物，常被用作神经元活性的生物
标志物；GABAergic系统是指与神经递质GABA相关的神经元和突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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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其他改善睡眠的芳香族类化合物

Fig.5    Other aromatic compounds that improve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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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benzylol  B、gastropolybenzylol C和 gastropoly-
benzylol G，也被证实对褪黑素受体 MT1 和 MT2 有
相似激发作用[47]。还有学者发现 N6-（4-羟基苯苄

基）腺苷核苷能够通过激活下丘脑腹外侧视前区的

GABA能神经元来发挥镇静催眠作用[48]。韩长日

等[49] 通过案例分析推测芳香族类化合物中的伯胺

基、仲胺基可能与交感神经兴奋作用相关；而叔胺基

和酰胺基则与天麻镇静催眠的功效有关。 

2.5　天麻提取物及衍生物

传统天麻加工方法包括干燥、切块、煮制、蒸制

等，但这些方法会导致活性成分损失或生物利用度

低。为了更好发挥天麻活性，提高生物利用度，现多

采用超微粉碎前处理、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超声法

辅助提取、半仿生酶提取等技术[50]。天麻提取物是

采用特定提取工艺从天麻中获得的复杂混合物，其中

不仅包含具有明确药理活性的活性成分，还可能包含

其他次生代谢产物、多糖、氨基酸和脂肪酸等，且提

取物的组成受提取溶剂、方法和原料来源的影响较

大。多项研究显示，天麻的不同提取物及其衍生品通

过调节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水平和降低神经元兴奋性

展现出改善睡眠的潜力（表 5）。 

2.5.1   天麻提取物　天麻的提取物主要包含醇提物

和水提物。Choi等[51] 研究发现，天麻乙醇提取物能

延长模型鼠的睡眠时长，激活 GABAA 受体并促进

MT分泌。Ahn等[52] 的研究也表明，其能在体内体

外抑制由脂多糖（LSP）诱导的 RAW264.7巨噬细胞

的炎症表达，发挥抗炎功效从而改善睡眠。

天麻水提取物也被证明可通过调节 HPA轴、降

低炎症因子的水平以及增加 5-HT、GABA的含量发

挥改善失眠的作用。Lin等[53] 利用天麻水提物处理

雄性 SD大鼠，表明其可通过逆转 HPA轴的状态来

改善失眠，付亚轩等[54] 认为这可能与抑郁症的糖皮

质激素理论相关，但目前尚未有研究明确指出天麻及

其主要活性成分对糖皮质激素水平的影响。Chen

等[55] 用天麻水提物给小鼠灌胃 21 d，结果表明其降

低了额叶皮质、海马和杏仁核中 DA的周转率。此

外，Wang等[56] 研究指出，天麻水提取物具有调节

HPA轴能力，其可降低大鼠体内的 CORT、ACTH

以及 CRH含量。同时减少血浆中 IL-1β、IL-6和

TNF-α 等炎症因子浓度，进而抑制炎症反应。这种

抗炎效果可能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并能对改善失眠

状况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为了进一步纯化和鉴定其中的活性成分，

研究人员通常采用不同极性的溶剂（石油醚、三氯甲

烷和乙酸乙酯等）进行分馏萃取，以分离出化学性质

各异的萃取物。在众多萃取物中，乙酸乙酯萃取物在

改善睡眠方面的活性表现最为显著。马翠霞[57] 的研

究表明，天麻乙酸乙酯萃取物能通过调节失眠大鼠模

型下丘脑和海马内 GABA、5-HT和 DA的水平，来

促进睡眠。

综上所述，天麻醇提物、水提物以及乙酸乙酯萃

取物主要通过平衡神经递质水平、降低炎症因子的

表达以及调节 HPA轴这三个方面来发挥其改善睡

眠的作用。未来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入探讨天麻提取

物和萃取物的主要作用成分以及化合物中的协同作

用。研究更高效、稳定的提取和纯化工艺，确保产品

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可作为未来研究的重要

方向。 

2.5.2   天麻酵素、天麻超微粉　天麻酵素是通过益

生菌发酵新鲜天麻而成，与未发酵的天麻汁相比，天

麻酵素中 GABA和对羟基苯甲醇是未发酵的天麻汁

的 3.25倍、1.8倍[58]。且能调节小鼠脑组织内神经

递质含量以及氧化应激水平，从而改善睡眠。林灵

等[59] 研究揭示了天麻酵素通过增加小鼠脑内的 5-
 

表 5    天麻提取物及制剂改善失眠的动物实验评价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animal experimental evaluation of gastrodia extracts and prepar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somnia

序号 活性成分 动物品系性别 给药方式/剂量 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1 天麻乙酸乙酯萃取物 Wistar大鼠♂ ig/500 mg·kg−1
5-HT、DA的含量↑

下丘脑核团内神经元得以恢复，细胞数目较模型组增多，
排列整齐核膜清晰、核仁明显

[57]

2 天麻乙醇提取物 ICR小鼠
SD大鼠♀ po/100 mg·kg−1 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时间↑

GAD和GABAA受体亚型表达↑ [51]

3 天麻乙醇提取物 SD大鼠♂ po/100 mg·kg−1 iNOS和COX-2的表达↓ [52]

4 天麻水提取物 SD大鼠♂ ig/500 mg∙kg−1 BDNF的蛋白表达↑，
HPA轴的正常化 [53]

5 天麻水提取物 SD大鼠♂ ig/1000 mg∙kg−1 DA浓度↑
3，4-dihydroxyphenylacetic酸↓ [55]

6 天麻水提取物 SD大鼠♂ po/10000 mg∙kg−1 CORT、ACTH、CRF和GR水平↓
血浆中IL-1β、IL-6和TNF-α↓ [56]

7 天麻酵素 KM小鼠♂ ig/490 mg∙kg−1 脑组织中5-HT、GABA、IL-1β、SOD活性↑；MDA含量↓ [59]

8 天麻超微粉 SD大鼠♂ ig/40 mg∙kg−1 天麻素生物利用度↑
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时间↑ [62]

9 天麻超微粉 昆明种小鼠
♂、♀各半 ig/600 mg∙kg−1 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时间↑

20 μm粒度的GAS溶出率最高 [61]

注：GAD为谷氨酰胺酸脱羧酶；GABAA受体为γ-氨基丁酸A型受体；iNOS为一氧化氮合酶；COX-2为环氧合酶-2； GR为糖皮质激素受体；MDA为丙二醛；
↑为增加/激活；↓为降低/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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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GABA和 IL-1β 的含量及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活性，发挥催眠的作用。这一发现为从代谢

组学和肠道菌群角度探讨天麻发酵的镇静催眠作用

机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和数据支持。未来可对其如

何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以及肠道菌群如何调

节脑部神经递质的水平进行深入研究。

超微粉碎技术是利用特殊的粉碎设备，并经过

一系列加工工艺，将物料处理成微米或纳米尺寸的粒

子。这一项技术在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应用于中药

的粉碎工艺中，微粉细小且均匀，且由于细胞壁被破

坏，有效成分易溶出，增加药效，节约物料，提高了生

物利用率[60]。杨芝芳等[61] 的研究旨在探究天麻超微

粉粒度对天麻素溶出及其抗惊厥效果的影响，发现当

天麻超微粉的粒度为 20 μm时，天麻素在模拟体外

环境中的溶出率达到了最高，同时其抗惊厥活性也最

为显著。因此，研究团队推测 20 μm粒度的天麻超

微粉能够显著增加其有效成分天麻素的溶出效率。

李武等 [62] 观察到天麻超微粉沫（平均粒径大约

31.97 μm）能够增强戊巴比妥钠在阈下剂量时的催眠

效果，并显著减少大鼠在给予巴比妥钠后的睡眠潜伏

期。此外，他们发现天麻超微粉即使在 40 mg/kg的

较低剂量下，也能有效地提升大鼠的睡眠质量。 

3　改善失眠的天麻产品开发研究 

3.1　天麻保健食品种类及剂型

天麻产品即包括天麻脆片、天麻挂面、天麻酒和

天麻茶等普通食品。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具有特定

保健功能的天麻保健品，据国家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

台、药智网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的检索结

果，目前已有 304种含有天麻或其提取物的保健食

品获得官方批号。这些产品主要涵盖六类保健功能

（图 6）。其中，22.8%的产品具有两种或以上的保健

功能，而 77.2%的产品则专注于单一保健功能。这

些产品中以改善失眠的功能居多，占保健食品总数

的 54.60%。这一结果凸显了以天麻为原料在开发改

善睡眠产品方面的巨大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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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以天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申报功能统计结果
Fig.6    Statistical results of health food declaration function

with gastrodia as raw material
 

目前市场天麻产品形态多样。既包括普通食品

形态如饮料、饼干等，也有以胶囊、片剂、丸剂、散剂

等保健品或药品形式存在。其中胶囊是最常见的天

麻产品剂型，占天麻产品剂型 61.65%，其次片剂

（16.11%）、颗粒剂（6.90%）、酒剂（4.93%）、粉剂

（ 3.62%） 、口服液 （ 1.53%） ，合计所占比例为

（33.09%）。剩余茶剂、丸剂、膏剂、饮料等其他剂型

合计所占比例为 5.26%，结果如图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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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产品剂型情况
Fig.7    Situation of each product dosage form

 

尽管以天麻为原料的食品相关专利涵盖了多种

剂型，但市场上流通的产品大多仍以传统剂型为主，

膜剂、膏剂、滴丸剂等新剂型尚未实现从专利到产品

的转化[63]。为了将天麻的药理活性成分有效地转化

为消费者可接受和使用的保健产品，未来研究需深入

不同的剂型选择并分析其制备工艺、稳定性和生物

利用度等方面的特点，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将天麻

食品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此外，保健食品市场在面向

特定受众群体时往往过于集中，这种针对性的产品研

发虽然能够满足一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但忽略了更广

泛消费群体的潜在需求。因此，为了扩大天麻保健食

品的份额和影响力，应当加大功能性产品的开发力

度。普通产品研发可以聚焦于日常健康维护，而非单

一的营养补充。例如，可以开发出一系列针对失眠、

压力大、记忆力下降等现代生活问题的功能性食

品。将天麻活性成分融入日常食品中的技术，例如天

麻巧克力、天麻饼干等创新健康零食。这些零食实

现了口感享受与健康价值的双重目标，体现了食品研

发中美味与营养均衡的理念。通过不断优化天麻的

加工工艺和产品形态，可以拓宽天麻在普通食品市场

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满足市场对多样化健康食品的需

求。此外，深入研究这些新产品中天麻成分的生物可

利用性和稳定性，将是推动天麻食品产业发展的重要

科学问题。 

3.2　天麻改善睡眠的保健食品配方分析

在开发改善睡眠的功能性保健品中，天麻常与

其他成分配伍使用，以增强产品的健康功效并克服单

一天麻成分的局限性。据国家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

台、药智网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检索的数据显示，含

天麻或其提取物的保健食品配方中，包含 28种常用

搭配（表 6）。其中，天麻最常与酸枣仁、五味子、灵

芝等药食同源物质配合使用。

酸枣仁、五味子、灵芝与天麻在改善睡眠方面的

主要成分和功能各有特点，复配使用时可以实现功能

的互补和协同。酸枣仁的主要功效在于养心补肝、

宁心安神，适合因心肝阴血不足而引起的失眠[6]；而

天麻则擅长于息风止痉、平抑肝阳，适合于因肝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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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风痰阻络而引起的失眠。两者联合使用，可以通

过不同的作用点增强对失眠症状的改善效果，提高整

体的睡眠质量。五味子富含木脂素、挥发油和多糖

等活性成分，其性温、味酸、甘，归肺、心、肾经，两者

配伍则可同时调节心、肝、肾等多个脏腑，达到药效

的协同作用[64]。灵芝则专注于补心气和安心神，其与

天麻的配伍对于治疗心肝气虚所致的失眠非常有

效。这两种药食同源物质的联合使用能够协同地调

理心肝功能，此外，灵芝还具有增强免疫力的特性，这

对于因免疫力下降而失眠的患者特别有益。同时，灵

芝中的三萜类、多糖类等活性成分与天麻中的天麻

素共同发挥抗氧化和抗炎作用，有助于减轻大脑的氧

化应激和炎症损伤，从而提升睡眠质量。因此，灵芝

和天麻的结合在改善失眠方面既有强化效果，也有互

补作用。

这些药食同源物质长期使用的历史表明它们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合理的配伍使用可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个性化地调整治疗方案，同时可以增强药食

同源物质的治疗效果，缩短治疗时间，为患者提供了

全面而安全的自然疗法选择。 

4　结论与展望
天麻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物质，对于改善失眠的

疗效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天麻中的芳

香族类化合物如天麻素、对羟基苯甲醇、巴利森苷

类、杂原子芳香族类等，通过多靶点、多途径起到改

善失眠的功效。这些化合物的功效机制涉及多个方

面，具体机制包括：a.逆转 HPA轴过度活跃的状态；

b.激活 TLR4/NF-κB通路和抑制 Wnt/β-catenin信号

增加睡眠时间； c.激活下丘脑腹外侧视前区的

GABA神经元；d.调节脑部神经递质 NE、DA、5-HT
的含量；e.降低炎症因子的表达；f.激活褪黑素受体，

促进 MT的分泌；g.调节肠道菌群的丰度等。然而，

当前研究多聚焦于天麻素及衍生物对失眠的改善作

用，天麻其余成分对失眠的作用效果研究尚浅。未来

研究需扩展至探究天麻中其他化合物的潜在效用，探

究它们单独或与其他化合物协同的药理作用，这将有

助于揭示天麻在睡眠调节中的整体作用，并为创新疗

法的开发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同时，失眠患者往往

伴随肠道菌群失衡，因此，通过调整肠道菌群结构以

维持其稳定状态，是改善失眠的有效途径。然而，由

于天麻活性成分的复杂性以及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其

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在之后的研究中应利用高

通量测序技术、肠道微生物群移植实验、利用代谢组

学和转录组学技术等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其具体作

用机制，为开发基于肠道微生物群的失眠治疗策略提

供科学依据。

此外，在后续开发天麻辅助改善失眠相关产品

时，应深入挖掘与天麻协同增效的配伍原料及配方，

创新天然成分食品，为公众的健康贡献新的力量，助

力《“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改善国民睡眠质量

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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