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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治疗高血压病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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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麻具有息风止痉、平肝潜阳的作用，被广泛应用于高血压病的临床治疗中。本文结合近年发表的天麻治疗高血
压病的相关报道及中医古籍相关内容，就天麻的历史溯源、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治疗高血压的作用机制以及临床应用进

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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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病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
资料提示［１］，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约为 ２５２％，并
且随年龄的增加而显著增高。然中医学中并无“高

血压病”之名，根据其临床症状，多从“眩晕”辨证论

治，认为其病位多在肝、肾。天麻以其息风止痉、平

肝潜阳之功效，为治疗眩晕、头痛之要药，正如《药品

化义》有云：“天麻，气性和缓。…用此甘和缓其坚

劲，乃补肝养胆，为定风神药。若中风、风
!

、惊风、

头风、眩晕，皆肝胆风证，悉以此治”。近年来，天麻

被广泛应用于高血压病的临床治疗中，且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化，其降压、扩张外周血管、清除自由基等

作用被逐步证实。现就天麻的历史溯源、有效成分

及药理作用、治疗高血压的作用机制以及临床应用

综述如下。

１　历史溯源
天麻又名赤箭、离母、定风草，为兰科植物天麻

的块茎，味甘，性平，归肝经，具有平抑肝阳、息风止

痉、祛风通络的功效。天麻入药历史悠久，首载于

《神农本草经》：“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轻身，增

年。”后唐·甄权于《药性论》载：“治冷气顽痹，瘫缓

不遂，语多恍惚，多惊失志。”而就治疗眩晕、头痛而

言，金代张元素认为其“治风虚眩晕头痛”。明代李

时珍则进一步论之：“天麻，乃肝经气分之药。《素

问》云，诸风掉眩，皆属于木。故天麻入厥阴之经而

治诸病。按罗天益云：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

不能治。天麻乃定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明《本

草汇言》有云：“主头风，头痛，头晕虚旋，癫
!

强痉，

四肢挛急，语言不顺，一切中风，风痰。”清 《本

草新编》中亦有 “天麻，能止昏眩”的记载。天

麻的炮制始见于南北朝时期的 《雷公炮炙论》：

“修事天麻十两，用蒺藜子一镒，缓火熬焦熟后，

便先安置天麻十两于瓶中，上用火熬过蒺藜子盖

内，…用布拭上气汗，用刀劈，焙之，细锉，单

捣。”唐代 《颅囟经》首提 “酒浸”之法，后明代

《本草纲目》有云： “若治肝经风虚，惟洗净，以

湿纸包，于糠火中煨熟，取出切片，酒浸一宿，焙

干用。”现代则多采用润制和蒸制的方法对天麻进

行炮制，此外亦有姜制、煨制、麸炒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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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有效成分及药理作用
现代研究证实，天麻的化学成分包括天麻素、天

麻苷元、天麻多糖、多种氨基酸类和营养物质。其

中，天麻素为其主要有效活性成分，化学名称为４羟
基苯基ＢＤ吡喃葡萄糖苷，又名天麻苷。天麻素通
过改善血流动力学、增加动脉血管顺应性及血流量、

降低外周血管阻力等对心脑血管起到保护作用，另

可减轻神经元损伤、抑制受损神经元凋亡从而保护

神经系统，并具有镇静、催眠等作用。天麻素在体内

脂化生成天麻多糖，其组成包括木吡喃糖、吡喃葡萄

糖等单糖，糖链主要结构为 α吡喃型 Ｄ葡萄糖，可
降血压、清除自由基、免疫增强、抑菌、抗病毒等［２３］。

研究证明，天麻素和天麻多糖的含量与其采挖季节

及产地具有相关性，“冬天麻”的天麻多糖含量多于

“春天麻”，但天麻素含量相对较少，而产自四川、云

南等道地产地的天麻中天麻素和天麻多糖含量均相

对较高［４］。另有研究发现，天麻多糖对天麻素的吸

收具有促进作用［５］。天麻苷元为天麻素在体内的代

谢产物，其化学名称为对羟基苯甲醇。与天麻素比

较，天麻苷元相对分子质量更小，具有更强的跨膜能

力，更易通过血脑屏障，且在肠道中主要通过被动转

运的方式扩散进入体内，在各段肠段中吸收均较好，

不存在肠段差异性［６］。

３　治疗高血压病作用机制
３１　调节血压　相关研究发现，天麻素、天麻多糖
均可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而天麻多糖降低收缩压

作用较强，降压效果呈剂量依赖性，二者的作用机制

可能与促进血管内皮舒张因子一氧化氮（ＮＯ）的生
成及抑制血管内皮收缩因子血浆内皮素（ＥＴ）的拮
抗调节机制有关［７８］。天麻具有舒张血管的作用，其

机制可能与其所含酯溶性酚性成分共同作用，抑制

血管平滑肌细胞膜上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ＶＤＣ）
的钙离子内流有关［９］。且在血管不同舒缩状态下，

对血流速度发挥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１０］。

３２　靶器官保护　在高血压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儿茶酚胺类激素分泌

增加，致使全身小动脉痉挛收缩，外周阻力增大，血

管张力升高，久则导致血管管壁增厚、硬化，管腔狭

窄甚至闭塞，血管舒张收缩功能异常，更可造成心、

脑、肾等靶器官损害。其中，心脏是高血压病的主要

靶器官之一。现代研究表明，心肌细胞凋亡是高血

压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细胞学基础，可引起心肌重

构、心律失常、心肌收缩功能改变等病理变化［１１］。

天麻能够抑制心肌细胞的凋亡，其作用机制可能与

上调糖原合成酶激酶３β（ＧＳＫ３β）的磷酸化水平，
进而抑制１甲基４苯基１，２，３，６四氢吡啶（ｍＰＴＰ）
的开放有关，并通过抑制 Ｈ９ｃ２心肌细胞的过度自
噬，下调细胞凋亡的水平，从而起到心肌保护的作

用［１２１３］。

天麻素具有对中枢神经缺氧的保护作用，其作

用机制可能与天麻素能抑制抗鼠人肝癌细胞系 Ａ４
（ＥｐｈＡ４）的表达、显著降低神经元的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活性，增强细胞相对活力有关［１４１５］。它可以

提高内源性抗氧化物的含量，调控炎性信号通路中

ｐ３８的活性，并下调缺血灶周围大脑皮质勿动蛋白Ａ
（ＮｏｇｏＡ）及受体（ＮｇＲ）的异常高表达，降低抑制神
经再生的影响，从而促进神经轴突的生长和连接，帮

助受损区域神经再生机制恢复［１６１７］。另外可降低活

性氧（ＲＯＳ）的生成，抑制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
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介导的细胞凋亡，从而达到保护谷氨酸
所致受损的大鼠肾上腺嗜铬细胞瘤ＰＣ１２细胞，改善
神经退行性病变［１８］。

天麻素可通过激活 ＡＭＰＫ信号通路，减少肝细
胞脂肪蓄积，降低三酰甘油（ＴＧ）含量［１９］。另可抑

制终末糖基化产物（ＡＧＥｓ）刺激下神经小胶质细胞
炎性反应因子白细胞介素（ＩＬ１β、ＩＬ６）的表达，从
而减轻神经系统的微炎性反应状态，改善慢性肾功

能不全导致的尿毒症脑病的神经受损症状［２０］。天

麻多糖可升高肝脏中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谷胱
甘肽还原酶（ＧＳＨＰｘ）活力，降低丙二醛（ＭＤＡ）、肿
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ＩＬ１和 ＮＯ水平，对肝脏损
伤具有保护作用，另可使肝损伤血清中的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ＡＬ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升
高的水平降低，证明其对肝细胞的细胞膜完整性同

样具有保护作用［２１２２］。

３３　改善血管病变　血管病变在高血压病的发生
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关阻力血管对血压升

高做出的病理性结构变化可进一步加重血管损害，

导致动脉硬化，并最终造成相关靶器官的损害。而

氧化应激是指ＲＯＳ蓄积引起的细胞毒性过程，可造
成血管舒张性降低、收缩性增加及血管重塑，是高血

压病发生的重要环节。高血压病中的血管重塑分为

富营养重塑和肥厚性重塑。陈湖海等［２３］研究证实，

天麻素可降低ＳＯＤ和ＭＤＡ水平，具有抗脂质过氧化
损伤的作用。王洋等［２４］以天麻舒心方（主要成分：天

麻、水蛭、赤芍、牛膝等）干预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ＳＨＲ）阻力血管，证明其在降压的同时可从显微形态
和超微结构等层面改善高血压阻力血管富营养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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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临床应用
４１　代表方剂
４１１　天麻钩藤饮　天麻钩藤饮一方出自近代胡
光慈所著《杂病证治新义》，临床上常用以治疗高血

压病肝阳上亢证及阴虚阳亢证所致眩晕耳鸣，头痛

易怒，少寐多梦等症。方中天麻、钩藤、石决明为君

药以平肝降逆祛风，佐以黄芩、山栀清泻肝火，牛膝

引血下行，搭配益母草活血利水，桑寄生、杜仲滋补

肝肾，辅以茯苓、夜交藤宁心安神。诸药合用，补虚

泻实，标本兼治，以达平肝熄风、清热活血、补益肝肾

之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天麻钩藤饮治

疗高血压病疗效肯定。苗灵娟等［２５］应用天麻钩藤

饮联合硝苯地平控释片治疗高血压病阴虚阳亢证，

结果示天麻钩藤饮治疗高血压病效果显著，且降低

ＡｎｇⅡ、ＡＬＤ及肾素水平的作用均优于单纯西药治
疗；梁镇忠［２６］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在降低血压的

同时可降低血脂，改善眩晕症状，一年后随访观察组

患者无中风发病（Ｐ＜００５）；关薇等［２７］证实，天麻钩

藤饮可改善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动态血压，且

降压作用较平稳，白天效果优于夜间，并通过颈动脉

超声测定颈动脉中膜内膜厚度（ＩＭＴ）及计算左心室
重量指数（ＬＶＭＩ），发现其对颈动脉粥样硬化、心脏
重构有逆转作用；魏华［２８］研究证明，天麻钩藤饮降

压效果肯定，并可减轻炎性反应及改善血管内皮功

能；蒋正强、郭丰义等［２９］运用天麻钩藤饮治疗原发

性高血压病早期肾损害，证实天麻钩藤饮能明显降

低血β２微球蛋白（β２ＭＧ）、尿 β２ＭＧ、尿微量白蛋
白（ｍＡｌｂ）的含量，减少尿微量蛋白的排出，改善肾
功能，并可减少降压药物的使用剂量，减轻其不良反

应。

４１２　半夏白术天麻汤　半夏白术天麻汤一方出
自清代程钟龄所著《医学心悟》。原书记载：“有痰

湿壅遏者，书云：头旋眼花，非天麻、半夏不除是也，

半夏白术天麻汤主之”“痰厥头痛者，胸肺多痰，动

则眩晕，半夏白术天麻汤主之”。临床常主治肝风夹

痰所致眩晕头痛、头重如裹，胸闷痞满呕恶等症。方

中天麻平肝化痰熄风，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止呕，二

者共为君药。茯苓健脾渗湿，白术燥湿健脾，相辅为

臣以消已生之痰，杜生痰之源。佐以橘红理气化痰，

甘草健脾合中，调和诸药。诸药相合，标本兼顾，治

风亦治痰，肝脾共调，以达平肝熄风，燥湿化痰之效。

现代研究证明，本方不仅能改善高血压病临床

症状，更可稳定降低血压，并对血脂、尿酸、胰岛素抵

抗等具有调节作用。赵华云等［３０］应用半夏白术天

麻汤联合缬沙坦治疗肥胖型高血压，研究证明二者

合用具有协同降压、改善胰岛素抵抗的作用，并可有

效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预防肥胖型高血

压患者的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效果肯定。在应用

氯沙坦的基础上加予加味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原发

性高血压合并高尿酸血症，证实加味半夏白术天麻

汤可明显降低血压，且在降低血尿酸（ＵＡ）水平方面
优势显著。应用半夏白术天麻汤联合苯磺酸氨氯地

平治疗原发性高血压，二者配合不仅可以有效降低

血压，还可明显降低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胱抑
素Ｃ（ＣｙｓＣ）及 ＵＡ水平；沈秋生［３１］经试验发现，半

夏白术天麻汤联合西药治疗的总有效率高于单纯西

药，且可减低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ＩＬ６水平，改善患
者炎性反应，并可减低血肌酐（ＳＣｒ）、尿素氮（ＢＵＮ）
水平，改善肾功能，无明显不良反应。

４２　中成药制剂　徐贵成等［３２］运用降压舒心胶囊

（主要成分：天麻、赤芍、玄参、水蛭等）治疗高血压

左心室肥厚，在降低收缩压与舒张压的同时减轻和

逆转左心室肥厚，显著降低血浆血管紧张素 Ｉ（Ａｎ
ｇＩ）、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醛固酮（ＡＬＤ）、ＥＴ水
平，显著改善眩晕、头痛、心悸、胸闷等中医证候，疗

效肯定；朱吉基等［３３］研究证实，天麻钩藤颗粒（方用

天麻钩藤饮）可改善 ＳＯＤ、ＥＴ和 ＭＤＡ水平，增强机
体抗氧化活性，从而改善血管功能；高阳等［３４］给予

复方天麻降压颗粒（方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肝

阳上亢型高血压，降压效果显著，并可减少收缩压血

压变异性，从而减少靶器官损害；刘三运等［３５］将天

麻藤玉丸（主要成分：天麻、生地黄、钩藤、玉米须、徐

长卿、川牛膝）联合贝那普利治疗高血压早期肾损害

阴虚阳亢证，结果示天麻藤玉丸具有降低血压、促进

肾小球细胞外基质降解、提高肾小球滤过率、延缓肾

小球硬化进程的作用。

４３　单体制剂　项英杰［３６］应用天麻素注射液联合

贝那普利治疗高血压效果肯定，既可有效降低血压

值，又可避免血压过度波动和头晕等不良反应；张勤

等［８］在常规降压药的基础上加予天麻素注射液治疗

老年难治性高血压，结果示其降低收缩压作用较强，

故更适用于老年患者。

５　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工作

节奏日益加快，高血压病现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

心血管疾病之首，是全球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高血压病不仅是临床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更是其

他心脑血管事件的主要危险因素，持续的血压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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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造成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致使冠心病、左心室

肥大、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的发生或加

重。天麻以其平肝潜阳、息风止痉之功效，临床广泛

用于治疗高血压病，疗效肯定。现代研究发现，天麻

具有降血压、降低外周血管阻力、改善血管顺应性等

作用，可在有效降低血压的同时，明显改善头晕、头

痛等临床症状，减轻靶器官损害，减少不良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对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然天麻的药理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仍需进一步

深入研究加以证实，另外其中成药制剂和单体制剂

的疗效也需进行大规模多中心循证研究加以验证，

以期为天麻治疗高血压病提供更多、更完善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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