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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he incidence of insomnia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hich seriously disturbs
people's normal study and life. Insomnia,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an occur independently or coexist, and they are inseparable at
the level of symptomatology and disease. Common factors of insomnia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clude the changes in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dysfunction of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 neuroplasticity impairment, activa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of immune cells, and decreased synthesis of brain-derived growth factor (BDNF). Chinese medicine believes
that the core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ease is heat stagnation in the liver meridian and yin-blood deficiency,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three viscera of the heart, kidney, and spleen. The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 Baihe Dihuang Decoction (BHDHD) has the function of
nourishing yin and clearing heat, showing remarkable clinical efficacy in treating insomnia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BHDHD in treating insomnia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asp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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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地黄汤治疗失眠伴抑郁焦虑的药理机制与
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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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症是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 [1]袁其主要表现

为反复的尧长期的尧无法控制的入睡困难或睡眠维持

困难遥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袁该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

率高达 10%耀15%[2]遥研究表明袁长期患有失眠症可引

起多种并发症状袁其中尤其以焦虑尧记忆力下降为突

出表现[3]遥 在临床中袁焦虑是失眠症患者最常见的症状

之一袁失眠也是焦虑症患者最常见的合并症袁失眠和

焦虑互为因果袁相互影响[4]遥 近期研究也证实[5-6]袁失眠

是持续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可改变危险因素袁二者存

在复杂的双向关系袁故治疗失眠可能改善患者的抑

郁尧焦尧虑症状遥 因此袁探究治疗失眠伴抑郁焦虑的

病理/药理机制袁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遥 目前袁
临床上对于失眠伴抑郁焦虑的治疗主要有 3 种方

式院认知行为疗法渊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冤尧
西医药物治疗和中医药干预[7]遥但 CBT 存在疗程长尧
费用昂贵尧患者依从性不强以及患者对于该疗法持

悲观尧怀疑态度等问题袁临床疗效欠佳[8]遥 药物治疗

指南推荐失眠伴抑郁焦虑患者应用独立指南中的共

同推荐药物袁但联合用药在缓解症状的同时又会引

起一系列新的不良反应[9]遥 故而目前从中医药方面

论治本病具有广大前景遥
叶中国成人失眠伴抑郁焦虑诊治专家共识曳[9]中

明确指出袁失眠尧抑郁和焦虑既可以独立发生袁也可

以相伴存在袁在症状学和疾病的层面密不可分遥 目

前袁大多数学者认为单胺类神经递质改变尧下丘脑-
垂体-肾上腺渊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冤
轴功能失调尧神经可塑性损伤尧免疫细胞炎性因子激

活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渊brain-derived growth fac鄄
tor, BDNF冤合成减少等是失眠伴抑郁焦虑发生的共

性因素[10]遥 李姿蓉等[10]研究发现袁抑郁与失眠存在

野HPA 轴失活导致激素水平的变化形成应激性抑

郁寅机体免疫下降寅失眠寅加重抑郁冶的双向循环

往复关系遥失眠伴抑郁焦虑归属于中医学野不寐冶野郁
证冶野脏躁冶等范畴袁二者之间关系复杂袁既可因病致

郁袁又可因郁致病遥 名老中医认为袁本病核心病机为

肝经郁热尧阴血不足袁并涉及心尧肾尧脾三脏袁在治疗

上多采用滋阴清热尧养血疏肝尧解郁安神之法[11-14]遥
百合地黄汤具有养阴清热之功袁方中百合主入心尧肺

两经袁养阴尧清心安神曰生地黄归心尧肝尧肾三经袁养阴

清热尧凉血活血袁两药相伍共筑解郁安神尧滋阴清热

之功遥 百合地黄汤治疗失眠合并抑郁焦虑在临床多

有应用袁但是其作用机制研究并不具体袁多数研究仅

从失眠尧焦虑尧抑郁等单方面报道袁而对于失眠伴抑

郁焦虑并未见文献整合报道遥故本文从研究概况尧药
理机制尧临床疗效等多方面综述近年来百合地黄汤

治疗失眠伴抑郁焦虑的研究进展袁以期为失眠伴抑

郁焦虑的治疗提供新方法袁同时也为现代临床研究

与经典名方应用提供新思路遥
1 百合地黄汤的研究概况

百合地黄汤出自叶金匮要略方论窑百合狐惑阴阳

毒病脉证治第三曳院野百合病袁不经吐尧下尧发汗噎噎百

合地黄汤主之遥 百合七枚渊擘冤袁生地黄汁一升遥 上以

水洗百合袁渍一宿袁当白沫出袁去其水袁更以泉水二

升袁煎取一升袁去滓袁内地黄汁袁煎取一升五合袁分温

再服遥 中病袁勿更服袁大便当如漆遥 冶范希然等[15]通过

检索 101 本古籍袁发现百合地黄汤首见于汉代袁主要

用于治疗百合病袁至明清时期其郁热尧血虚尧阴虚等

病机被阐明袁同时其剂型历代无变化袁但方中生地黄

剂量逐渐增加遥现有研究表明袁百合地黄汤改善失眠

和抗抑郁焦虑的效果与其剂量成正比[16]袁但目前并

无最佳治疗剂量的探究遥 但济修等[17]通过文献及实

验探究百合地黄汤入药成分及处方剂量袁结果显示袁
生地黄榨汁入药更符合古籍记载袁疗效更佳袁而鲜百

合则因虫蚀腐败等原因建议用 100 g 干百合替代遥
但实验室结果与临床亦有不同袁工业生产可以大剂

量应用袁但临床用药仍需考虑其转换比例遥周菲等[18]

通过查阅历代本草文献袁从基原尧产地等方面对百合

地黄汤进行考证袁 结果发现百合基原为百合 Lilium
brownii var. V iridulum袁现最佳产地位于湖南袁地黄基

原为地黄Rehmannia glutinosa袁现最佳产地位于河南遥
百合作为中药应用最早见于叶神农本草经窑中

品窑草部曳袁被列为中品遥 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发现袁
百合提取成分主要为百合皂苷类尧生物碱尧多糖尧黄
酮类及酚类等袁主要作用为抗炎抑菌尧镇静催眠尧抗
抑郁尧抗氧化及免疫调节等[19-22]遥 相关报道表明袁皂

research overview,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 and clinical efficacy, which provides new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insomnia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s well as new ideas for modern clinical research and the application of famous classical formulas.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Baihe Dihuang Decoction; insomnia; depression; anxiety; pharmacology; mechanism of action

1134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圆园24 年第 44 卷

苷是百合镇静催眠作用的主要成分[19]袁其还可以调

节肠道菌群及 5-羟色胺 渊5-hydroxytryptamine, 5-
HT冤水平袁发挥抗抑郁的作用[23-24]遥 百合具有止咳祛

痰尧抗肿瘤尧降血糖等多种药理作用袁百合多糖具有

抗抑郁尧抗氧化尧清除自由基等作用[19]遥 氧化应激被

认为是诱发失眠尧抑郁等多种症状的重要因素[25]袁百
合中的黄酮类及酚类化学成分则有良好的抗氧化作

用[20]遥 地黄作为中药应用最早见于叶神农本草经窑上

品窑草部曳袁味甘寒无毒袁生者优良袁被列为上品遥 现

代药理成分研究发现袁地黄包含多种化学成分袁如梓

醇等环烯醚萜苷类尧地黄苷 阅尧麦角甾苷尧地黄苷 粤尧
茁-谷甾醇以及多糖等[26]遥 张智慧等[27]采用 HPLC 法

建立了生尧熟地黄的 HPLC 指纹图谱袁结果发现袁与
生地黄相比袁熟地黄的益母草苷尧梓醇尧毛蕊花糖苷尧
地黄苷 A 的峰面积下降袁异毛蕊花糖苷的峰面积上

升袁并发现新成分 5-羟甲基糠醛袁提示上述物质不

仅是鉴定生尧熟地黄的质量标志物袁同时也可能是地

黄炮制前后药效尧药性变化的物质基础遥 相关药理

研究表明袁地黄具有调节神经递质尧缓解多巴胺能神

经元凋亡和氧化应激反应尧增强神经元树突可塑性

及神经保护等作用[28]遥
百合地黄汤的有效成分为百合皂苷类尧环烯醚

萜苷类尧苯丙素苷类尧酚酸糖苷类尧多糖类尧酮类尧醛
类及酚类等[29-30]遥 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袁其作用机制

可能涉及调节神经递质尧抗氧化应激尧减轻神经炎症

反应尧调节神经内分泌等多个环节[28]遥 但关于百合地

黄汤在失眠伴抑郁焦虑方面的药理研究却较少袁故
本文通过对失眠伴抑郁焦虑的发病机制及百合地黄

汤的药理作用进行梳理总结袁以探讨百合地黄汤治

疗失眠伴抑郁焦虑的作用机制遥
2 百合地黄汤治疗失眠伴抑郁焦虑的机制

2.1 调节神经递质

目前袁已有研究证实神经递质水平改变是导致

失眠伴抑郁焦虑发病的主要因素之一[31]遥 单胺类神

经递质 5-HT 参与睡眠-觉醒过程袁可促使睡眠发生

并维持睡眠袁而抑制 5-HT 的生物合成及活性可引起

完全失眠曰同样袁5-HT尧去甲肾上腺素渊norepinephrine,
NE冤的活性降低尧传导功能和受体功能障碍也会引

发抑郁尧焦虑[32]遥 百合地黄汤中影响睡眠的主要化学

活性成分之一是梓醇[29]遥研究发现袁梓醇可以显著提

高抑郁小鼠外周及中枢 5-HT尧BDNF 的水平袁BDNF
又可促进 5-HT 的表达袁这提示百合地黄汤可通过

上调神经递质改善失眠尧焦虑和抑郁[33]遥 百合地黄汤

中主要抗抑郁活性成分为毛蕊花糖苷和薯蓣皂苷[34]遥
邓海峰等[35]通过毛蕊花糖苷水溶液干预抑郁大鼠后

发现袁其能够显著逆转抑郁大鼠脑组织中 5-HT尧多
巴胺渊dopamine, DA冤和 NE 含量袁提示其可能通过调

节脑内神经递质水平改善抑郁症状遥 郑竹宏等[36]利

用果蝇模式生物筛选百合地黄汤提取物的镇静催眠

有效部位袁结果显示百合地黄汤各有效部位均可升

高果蝇脑部的 5-HT尧5-羟吲哚乙酸含量袁降低DA尧高
香草酸渊homovanillic acid, HVA冤含量袁表明百合地

黄汤可能通过调节神经递质水平发挥镇静催眠作

用遥相关研究也显示袁百合地黄汤可通过降低失眠小

鼠血清中氨基酸类神经递质谷氨酸渊glutamate, Glu冤
的水平从而改善失眠[37]遥 胡超等[30]实验证实袁百合地

黄汤中的王百合苷 A尧王百合苷 B 能显著升高神经

元中 5-HT尧NE 水平袁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皮质酮诱

导的海马神经元细胞凋亡袁从而发挥良好的抗抑郁尧
焦虑和改善失眠的作用遥综上袁百合地黄汤可能通过

调节神经递质水平袁包括增加中枢及外周 5-HT尧NE
的含量袁提升 BDNF水平袁降低DA尧Glu尧HVA 含量等袁
从而发挥其抗抑郁及镇静催眠的作用遥
2.2 抗氧化应激

氧化应激是指体内氧化与抗氧化作用失衡的一

种状态袁可导致机体中性粒细胞炎性浸润袁蛋白酶分

泌增加袁产生大量氧化中间产物袁从而诱发失眠症尧
抑郁症等多种疾病[25]遥 研究发现袁细胞突触间隙中的

NE尧5-HT易被单胺氧化酶渊monoamine oxidase, MAO冤
氧化降解而失活袁从而诱发机体失眠和抑郁[38]遥 百合

地黄汤可通过抑制 MAO 活性升高单胺类神经递质

水平尧抑制氧化酶活性尧上调相应蛋白表达水平等发

挥抗氧化应激作用[39]遥 薛剑等[39]应用百合地黄汤灌

胃干预慢性温和不可预测性应激 渊chronic unpre鄄
dictable mild stress-induced, CUMS冤模型大鼠袁采
用 ELISA 法测定大鼠海马组织内 5-HT尧NE尧DA 及

MAO 含量袁结果显示袁大鼠海马组织内 MAO 的含量

明显降低袁5-HT尧NE尧DA 水平显著升高袁提示百合地

黄汤可能通过抑制体内 MAO 活性以升高单胺类神

经递质水平袁从而达到治疗失眠和抑郁的效果遥 谭

雪梅等 [40]使用薯蓣皂苷对抑郁症模型小鼠进行干

1135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4 年第 44 卷

预袁探究其抗抑郁的作用机制袁结果显示袁模型小鼠

血清中丙二醛尧皮质醇渊cortisol, CORT冤含量明显降

低袁海马组织 5-HT尧BDNF 及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

酶渊superoxide dismutase , SOD冤和脑组织过氧化

氢酶 渊catalase, CAT冤含量显著升高袁且脑组织解偶

联蛋白 2渊uncoupling protein2, UCP2冤蛋白表达水平

增加袁提示薯蓣皂苷可能通过上调 UCP2 蛋白的表

达袁发挥抗氧化应激的作用袁从而达到改善失眠尧抑
郁尧焦虑的目的遥 研究证实袁梓醇可通过降低活性氧

渊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冤的含量尧提高 SOD
的活性和表达尧提高谷胱甘肽渊glutathione, GSH冤的
活性袁发挥抗氧化应激的作用袁从而达到改善失眠尧
抑郁尧焦虑的作用[41]遥
2.3 减轻神经炎症

神经系统炎症反应是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的一

种防御性反应袁也是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损伤最常见

的病理机制[42]遥 长期睡眠缺失可能导致血液炎症标

志物白细胞介素渊interleukin, IL冤-1茁尧IL-6 及肿瘤坏

死因子-琢渊tumor necrosis factor-琢, TNF-琢冤水平显

著增加袁而过高的炎症因子可能诱导中枢神经系统

产生神经毒性物质袁从而加重失眠[43]遥 同时袁当炎症

改变颅内神经内分泌的功能时袁会导致细胞功能障

碍袁在此过程中袁单胺类神经递质的产生和分泌减

少袁从而诱发失眠尧抑郁和加重疾病进展[42-43]遥 因此袁
调节机体炎症因子水平对调控睡眠和改善抑郁尧焦
虑状态具有重要作用遥 百合地黄汤可通过调节炎症

因子水平袁如降低血清及海马组织中 TNF-琢尧IL-6尧
IL-1尧IL-1茁尧IL-18 水平和抑制炎症小体的过度激

活等途径发挥促进睡眠和抗抑郁的作用 [ 44-46 ]遥毛

蕊花糖苷作为百合地黄汤主要成分袁可以通过下调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渊mobility group box 1 protein,
HMGB1冤/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渊the receptor of ad鄄
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 RAGE冤/核因子 资B渊nu鄄
clear factor, NF-资B冤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袁降低

小鼠血清中 TNF-琢尧IL-1茁尧C 反应蛋白的水平袁从
而抑制炎症和氧化应激[44]遥 黄健等[45]研究表明袁薯蓣

皂苷可通过有效降低 IL-1茁尧IL-6 及 TNF-琢 的基因

转录水平减轻神经炎症袁从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袁其
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渊mito鄄
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冤信号通路活化

有关遥 赵洪庆等[46]通过百合地黄汤灌胃干预焦虑性

抑郁症模型大鼠袁 发现治疗组大鼠的血清及海马

组织中 IL-1茁尧IL-6尧IL-18 的含量明显降低袁海马组

织中 NOD 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 3渊NOD-like recep鄄
tor thermal pro tein domain asso ciated protein 3,
NLRP3冤尧凋亡相关微粒蛋白渊apop tosis-associated
speck-like protein containing a CARD, ASC冤尧 胱天蛋

白酶-1 渊cysteinyl aspartate-specific proteases, Cas鄄
pase-1冤蛋白表达显著降低袁提示百合地黄汤可能通

过抑制 NLRP3 炎症小体的过度激活袁缓解海马神经

元的损伤袁进而减轻焦虑尧抑郁和改善失眠遥 赵慧敏

等[47]通过实验探究百合地黄汤联合酸枣仁汤对抑郁

症模型大鼠血清中 TNF-琢尧IL-6尧IL-1 的影响袁结果

显示袁经过百合地黄汤连续治疗后袁抑郁症模型大

鼠海马中 BDNF 的表达显著升高袁 血清中 TNF-琢尧
IL-6尧IL-1 的含量明显下降袁 提示百合地黄汤改善

抑郁的机制可能与调节机体炎症因子水平相关袁并
且与安神类方剂联用时效果更显著遥 PAN等[48]通过

体外抑郁症模型研究百合地黄汤的抗抑郁机制袁结
果发现袁 百合地黄汤可通过调节神经递质水平和纠

正炎症失衡等途径对 CORT 诱导的神经细胞损伤模

型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袁从而改善抑郁症状遥
2.4 调节神经内分泌

神经内分泌对于失眠及抑郁尧焦虑的影响主要

表现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渊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CRH冤和 CORT 的分泌明显增加袁
其致病机制为应激导致 HPA 轴功能亢进袁从而刺激

下丘脑释放 CRH袁CRH 作用于垂体后使其释放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渊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冤袁
ACTH 通过体循环作用于肾上腺皮质袁使其释放糖

皮质激素和 CORT袁最终造成糖皮质激素分泌过多袁
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不能有效抑制 HPA 轴的活性袁使
其形成恶性循环而引发应激反应[49]遥 百合地黄汤则

可以通过调节 HPA 轴活性袁减少 CORT尧ACTH 的释

放袁达到改善睡眠以及抗抑郁尧焦虑的效果[50]遥 刘佳

蕾等[50]通过实验发现袁百合多糖可以明显降低慢性

应激小鼠血浆 CORT 和 ACTH 水平袁改善小鼠抑郁

症状袁提示百合多糖可能通过抑制 HPA 轴活性等

途径改善抑郁状态遥 WANG 等[51]对 CUMS 模型大鼠

采取地黄醇灌胃的干预措施袁结果表明袁地黄醇可有

效减轻大鼠抑郁症状袁并显著降低因 CUMS 而升高

的血清CORT 水平袁升高大鼠海马单胺类神经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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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DNF 水平袁上调 BDNF和原肌球蛋白相关激酶B
渊tropomyosin-related kinase B, TrkB冤的mRNA表达袁
提示地黄醇改善 CUMS 诱发的抑郁样行为的机制

可能与抑制HPA 轴的过度活性尧增强单胺能神经系

统表达尧上调 BDNF 和 TrkB 表达相关袁同时也表明

百合地黄汤的抗抑郁尧焦虑效果与地黄醇等环烯醚

萜苷类化合物密切相关遥 管家齐等[52]使用百合地黄

汤煎液灌胃治疗抑郁症小鼠袁结果发现袁治疗后小鼠血

清中CORT尧ACTH 浓度明显下降袁提示百合地黄汤

可通过抑制HPA 轴活性袁减轻小鼠抑郁症状遥 胡兆

东[53]通过实验研究发现袁鲜百合及百合冻干可改善

小鼠睡眠时间及睡眠潜伏期袁降低失眠小鼠血清

CORT和 ACTH水平袁升高海马组织 5-HT尧NE尧BDNF
的含量袁提示鲜百合及百合冻干均可通过抑制 HPA
轴活性尧增强神经递质释放等途径改善失眠症状遥
3 临床应用

百合地黄汤在临床上治疗失眠尧抑郁尧焦虑效果

显著袁既可单独应用袁又可与中药复方尧抗抑郁及镇

静催眠类西药等联合运用袁不仅能改善患者睡眠质

量尧减轻焦虑及抑郁状态尧提升生活质量袁一定程度

上还能减少抗抑郁剂的不良反应遥 张忠等[54]应用百

合地黄汤治疗 62 例阴虚火旺型失眠患者袁发现应用

百合地黄汤不仅能显著提高治愈率袁还能有效降低

患者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分渊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冤尧中医症状积分袁这表明百合地黄汤能

通过提升睡眠质量尧增加睡眠时间改善失眠患者的

临床症状遥褚雪菲等[55]运用百合地黄汤联合四逆散加

减治疗 88 例焦虑性失眠患者袁结果显示观察组PSQI尧
睡眠障碍评定量表尧焦虑症状自评量表尧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评分均显著降低袁提示百合地黄汤联合中

药复方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尧缓解抑郁

及焦虑状态尧提高生活质量遥关桂霞等[56]应用百合地

黄汤联合盐酸曲唑酮治疗 72 例阴虚型抑郁障碍相

关性失眠患者袁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袁艾森贝格抗抑郁药副反应量表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袁治疗后患者血常规尧尿常规及肝肾功能等均未

见明显异常袁提示百合地黄汤联合抗抑郁药物应用

不仅可以改善患者失眠及抑郁症状袁且不良反应更

少遥 魏娅男[57]运用百合地黄汤联合阿普唑仑治疗 62
例阴虚内热型失眠合并轻中度抑郁患者袁结果发现

方药联用不仅能有效延长患者总睡眠时间尧缩短入

睡潜伏期尧增加稳定睡眠比例袁还进一步降低了PSQI尧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及中医证候量化积分的评分袁表
明对于失眠伴抑郁焦虑患者袁百合地黄汤联合镇静

催眠药物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袁改善临床症状遥但目

前临床应用大多局限于阴虚证候袁病例数较少袁难以

完全客观评价其临床疗效遥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袁百合地黄汤对于失眠伴抑郁焦虑的

治疗效果显著袁并且在临床上多有应用遥本文通过对

百合地黄汤的本草考证袁发现生地黄剂量变化最为

明显遥通过整理归纳相关文献袁发现方中单味药物及

复方汤剂对失眠伴抑郁焦虑有效的化学成分主要为

梓醇尧百合皂苷尧地黄苷尧毛蕊花糖苷尧薯蓣皂苷尧岷
江百合苷 D尧多糖尧腺苷等袁具有抗炎抑菌尧镇静催

眠尧抗抑郁尧抗氧化及免疫调节等多项药理作用遥 在

治疗机制上袁百合地黄汤可以作用于神经系统多组

织尧多方面袁可通过调节神经递质袁减轻神经和外周

炎症反应袁抑制 MAO 活性以及调节 HPA 轴等袁影响

失眠及抑郁尧焦虑的发生与发展遥 同时袁百合地黄汤

单独应用及联合用药对失眠尧抑郁和焦虑都有良好

的疗效袁并且表现出良好的协同作用以及抗毒副作

用等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袁可向慢性

失眠伴抑郁焦虑患者或服用相关治疗药物毒副作用

严重患者中推广应用遥
但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遥 渊1冤目前袁对于动

物的造模仅有失眠尧抑郁尧焦虑单独模型袁二者合病

后的病理机制是否变化袁有待进一步完善探究袁如
何改善并制备相关合病类的动物模型也是现阶段

亟须解决的难题曰渊2冤现有研究对于百合地黄汤的

疗效及安全性评价并不全面袁基于现有实验验证得

出袁百合地黄汤的药物剂量浓度越高袁对于相关症状

的改善越明显袁 但并未有最佳治疗剂量的探究袁后
续可对其剂量与疗效的相关性展开研究袁为临床上

合理有效应用本方提供理论基础曰渊3冤现阶段关于百

合地黄汤对于失眠作用机制的动物实验较少袁相关

作用机制并不明确袁故后续可进一步开展实验验证曰
渊4冤目前关于百合地黄汤有效成分的研究多局限于

百合皂苷类尧环烯醚萜苷类尧多糖类袁而其中的酮类尧
醛类尧酚类等成分研究较少曰渊5冤现有临床观察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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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指标太少袁使得结果缺乏一定科学性袁故后期临

床观察需增设客观指标袁使观察结果更具科学性及

说服力遥 研究者可基于以上问题及改进之处袁进一

步深入研究袁不仅能够为经方在现代临床更广泛地

应用提供理论依据袁同时也能为失眠伴抑郁焦虑等

疾病运用中医药治疗提供新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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