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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治疗帕金森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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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帕金森病（PD）属于慢性进展性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一种，近年来具有较高患病率，尤以在中老年人群中高

发。PD 在中医学上属于“颤病”“震颤”等范畴，天麻钩藤饮是出自《中医内科杂病证治新义》的经典名方。该文探讨了天麻钩

藤饮治疗 PD 的理论基础，并基于网络药理学，总结了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治疗 PD 的相关研究，对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

治疗 PD 的临床应用及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述。综述发现，天麻钩藤饮治疗 PD 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抗氧化应激、抑制炎症反应、

调节神经递质水平和保护多巴胺（DA）能神经元等相关。而天麻钩藤饮中单味药治疗 PD 的主要成分有天麻素、钩藤碱、京尼

平苷、栀子醇、杜仲醇苷、益母草碱、黄芩素、茯苓聚糖、牛膝甾酮等，可通过抗炎、抗氧化应激、影响钙离子浓度、恢复线粒体功

能及保护 DA 能神经元等机制改善 PD 患者的相关症状。该文综述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治疗 PD 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天麻钩

藤饮治疗 PD 的遣方用药及后续研究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治疗 PD 的作用机制提供参考依据，发挥中医药治疗 PD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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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ma Goutengyin and Its Single Herb in Treatme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A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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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kinson's disease （PD） is a kind of chronic progressive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 that has 

a high prevalence rate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elderly. PD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remor disease" 

and "trem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ianma Goutengyin is a classic prescription contained in the 

Synopsis of The New Significance of Patterns and Treatment in Miscellaneous Diseases（《中医内科杂病证治新

义》）.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theory of Tianma Goutengyin in the treatment of PD， and based on network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the article summarized relevant research on Tianma Goutengyin and its single herb in 

the treatment of PD. Moreover， it discusse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Tianma Goutengyin and 

its single herb in the treatment of PD. It is found that the mechanisms of Tianma Goutengyin in treating PD may 

be related to resisting oxidative stress，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regulating neurotransmitters， and 

protecting dopamine （DA） neurons. Besides，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single herb in Tianma Goutengyin for 

treating PD are gastrodin， rhynchophylline， geniposide， gardenial alcohol， eucommitol glycoside， motherwort 

alkaloid， baicalin， pachyman， and achyranthes bidentata sterol. They can improve the related symptoms of PD 

patients by inhibit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resisting oxidative stress， affecting calcium ion concentration， 

restoring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and protecting DA neuro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收稿日期］ 2023-03-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973829）

［第一作者］ 朱仁艳，在读硕士，从事中西医结合脑血管疾病的研究，E-mail：516661084@qq. com

［通信作者］  * 王亚丽，博士，主任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脑病的研究，E-mail：wdoctor@126. com

··239



第 30 卷第  3 期
2024 年 2 月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Vol. 30，No. 3

Feb. ，2024

of Tianma Goutengyin and its single herb in treating PD，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escription and 

medication of Tianma Goutengyin in the treatment of PD and subsequent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of Tianma 

Goutengyin and its single herb in the treatment of PD and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PD.

［［Keywords］］ Tianma Goutengyin； Parkinson's diseas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progress

作为临床上慢性、进展性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典

型代表，帕金森病（PD）具有高患病率、高病残率和

不可逆性的特点［1］。PD 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运动

症状和非运动症状，前者主要如静止性震颤、运动

迟缓、肌强直等，后者主要如焦虑抑郁、睡眠障碍、

便 秘 等［2］。 相 关 研 究 数 据 表 明 ，从 1990 年 至

2015 年，PD 的患者人数翻倍且超过 600 万，在人口

老龄化趋势下，其发病率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到

2040 年，其患者人数将超过 1 200 万，因此，目前积

极开展 PD 的防治仍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3］。

PD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十分明确，大量研究证

明，PD 的病理机制与中脑黑质区多巴胺（DA）能神

经元的质变与死亡、α-突触核蛋白（α-Syn）增加和路

易小体（Lewy body）的形成等有关，在此过程中，或

许存在年龄、环境和遗传因素等方面参与作用［4］。

对于 PD 的治疗，西药疗效虽好，但不良反应亦明

显，如左旋多巴是最具疗效的药物之一，然长期服

用左旋多巴会产生恶心呕吐、直立性低血压、食欲

减退、心律失常等诸多不良反应［5］。因此近年来利

用中药及其复方治疗 PD 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研

究表明，中药治疗 PD 具有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

毒性较低等优势［5］。在诸多疗效显著的复方中，天

麻钩藤饮作为治风的常用方剂，对于 PD 的治疗具

有显著效果。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天麻钩藤饮对

PD 具有治疗作用；相关临床实验证实，天麻钩藤饮

单独使用，或联合西药，或与其他疗法联用，均对 PD

患者有显著疗效［6-8］；相关实验研究亦证明天麻钩藤

饮治疗 PD 具有多途径、多靶点和不良反应小的优

势［9-11］。故本文综述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治疗 PD

的研究进展，以期指导临床应用，并为后续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

1 天麻钩藤饮治疗 PD 的理论探讨

PD 属于中医“颤病”范畴，《黄帝内经·素问·脉

要精微论》中记载该病的主要症状为震颤和肢体摇

动，病变脏腑与肝、肾两脏关系密切。《黄帝内经·素

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

风掉眩，皆属于肝”。明代医家孙一奎认为本病病

机为上实下虚，肝火亢盛，肾阴不足，津液灼伤

成痰，痰火阻塞脑窍，从而引起震颤；肾阴不足，导

致肝阴失养，筋脉失于濡养，从而引起拘挛［12］。明

代医家王肯堂指出本病“壮年鲜有，中年以后乃有

之，老年尤多”［13］。现代医家对 PD 的病因病机亦有

自己的见解，如王永炎等［14］认为本病多属本虚标

实，气血亏虚、肝肾不足为本，风、痰、瘀为标。田润

芝等［15］认为本病病机多为本虚标实，且以虚证为

主，脑、脾、肾、肝的阳气和气血阴精的不足导致脑

窍、筋脉失于濡养，导致本病的发生。李军艳等［16］

认为脑为 PD 的病位所在，本为肾虚，标为瘀血阻滞

脑窍。王亚丽［17］、王刚等［18］亦认为脑是 PD 的病位

所在，其病因病机与风、火、痰、瘀之间存在着紧密

的关联，四者可单独发挥作用，亦可共同发挥作用，

且随着病程的进展，痰瘀蕴结成毒，毒损脑络，其致

病作用更甚。综上，结合古今医家的观点，本病病

位主要在脑，与肾、脾、肝等脏腑之间存在相关性；
其病机主要为本虚标实，本虚主要为气血亏虚、肝

肾阴虚，标实主要为风、火、痰、瘀、毒。PD 的病因病

机演变见图 1。

天麻钩藤饮出自《中医内科杂病证治新义》，由

天麻、钩藤、石决明、栀子、杜仲、桑寄生、川牛膝、黄

芩、夜交藤、茯神、益母草 11 味药物组成［19］，方中天

麻与钩藤共为君药，两者皆入肝经，共凑平肝息风

之效。石决明质重，性味咸寒，平肝潜阳兼清肝明

目；川牛膝滋补肝肾，活血并引血下行，两者共为臣

药以助君平肝息风。桑寄生、杜仲补益肝肾，山栀

子、黄芩清肝降火，夜交藤、茯神宁心安神，益母草

活血利水，皆为佐药。全方由平肝息风药配伍清热

活血安神之品组成，共凑补益肝肾，平肝息风，清热

活血之效。PD 发病以中老年人为主，中老年人肾气

图 1　PD 的病因病机演变

Fig. 1　Evolution graph of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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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虚，致肝阴不足，肝风内动，肝阳上亢；肾主骨生

髓，脑为髓海，肾虚则髓海不足，脑主神明功能失

常；久病多虚多瘀，风、火、痰、瘀、毒交织阻滞筋脉、

脑络。综上，本病治疗应注重补益肝肾，兼平肝潜

阳、清热活血祛瘀，故选方天麻钩藤饮治疗本病疗

效显著。

2 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治疗 PD 的药理学研究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天麻钩藤饮可用于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肿瘤方面疾病等，

其通过环氧合酶 -2（COX-2）、肾上腺素能受体 β2

（ADRB2）、糖 类 抗 原 2（CA2）、雌 激 素 受 体 1

（ESR1）、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2（CDK2）及乙

酰胆碱酯酶（ACHE）等靶点产生作用，对动脉粥样

硬化、高血压病、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前列腺

癌和胰腺癌等疾病均具有潜在治疗作用［20］。李浩

然等［21］研究天麻 -钩藤药对治疗 PD 的药理作用，发

现其有效成分作用于蛋白激酶 B1（Akt1）、胱天蛋白

酶 -3（Caspase-3）、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 8（MAPK8）
及白细胞介素-6（IL-6）等靶点，介导细胞自噬、凋亡

及炎症反应等信号通路，从而对 PD 产生治疗作用。

王雅溶［22］研究发现，栀子提取物可增加 PD 小鼠黑

质区酪氨酸羟化酶（TH）细胞数量，增加 DA 含量，

降低炎症因子水平，表明其可能通过介导炎症反应

来保护 DA 能神经元免受损害。柴士伟等［23］研究发

现，杜仲有效成分可通过抗炎、抗氧化、神经保护及

保肝护肾等机制来发挥治疗 PD 的目的。龚莉焰

等［24］研 究 发 现 ，桑 寄 生 可 通 过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TNF）、肿瘤抑制因子（TP53）、IL-6 等靶点作用于

MAPK、磷脂酰肌醇 3-激酶（PI3K）/Akt等信号通路，

介导氧化应激、炎症反应、细胞凋亡及增殖等作用

机制，从而达到治疗 PD 的目的。

3 天麻钩藤饮治疗 PD 的现代临床应用

3.1　改善抑郁症状     肖敏［25］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

方联合普拉克索治疗 80 例肝肾不足型 PD 合并抑郁

患者，对照组单用普拉克索，治疗 3 月后发现治疗组

的 39 项帕金森病生活质量问卷（PDQ-39）评分和

Hamilton 抑郁量表（HAMD）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表明普拉克索合用天麻钩藤饮加减方能明显改

善 PD 患者的抑郁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桂

悦胜［26］采用天麻钩藤饮联合普拉克索治疗 77 例 PD

患者，对照组单用普拉克索，治疗 2 月后发现两组患

者的 HAMD 评分均降低，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表

明普拉克索合用天麻钩藤饮可明显改善 PD 患者的

抑郁症状，增强疗效。

3.2　改善睡眠障碍症状     研究发现，未经治疗的

PD 患者较少出现日间睡眠及睡眠-觉醒次数增加等

症，而使用 DA 类药物治疗后上述症状的发生率明

显增加，说明 DA 类药物可能影响 PD 患者的睡眠质

量［27］。PD 患者伴有快速动眼睡眠障碍，可能与 DA

受体激动剂和 DA 能替代药物等抗 PD 药物通过作

用于 DA 通路而影响睡眠 -觉醒周期有关，用药时长

越久则睡眠障碍越重［28］。王苹莉等［29］应用天麻钩

藤饮联合美多巴治疗 PD 患者伴睡眠障碍，对照组

单用美多巴，治疗 3 月后发现治疗组的睡眠总时间

长于对照组，觉醒次数低于对照组，提示天麻钩藤

饮可改善 PD 患者的睡眠障碍症状。严志聪等［8］应

用天麻钩藤饮联合多巴丝肼片治疗 PD 患者，对照

组单用多巴丝肼片，治疗 2 月后发现治疗组的总有

效率高于对照组，且治疗组的睡眠质量明显优于对

照组、不良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天麻钩藤饮

联合多巴丝肼片治疗 PD 效果显著，且能改善睡眠

质量，减少不良反应。

3.3　联合西药，增加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谭文澜

等［30］观察天麻钩藤饮联合美多巴治疗 PD 的临床疗

效及不良反应，对照组单用美多巴，治疗 3 月后发现

治疗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联合用药不良反

应明显减少。陈小兵等［31］采用天麻钩藤饮合镇肝

熄风汤联合美多巴、安坦等西药治疗 PD，对照组单

用西药，观察 PD 患者的运动功能、并发症的发生及

不良反应的改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西医结合

治疗 PD 较单纯运用西药治疗效果显著，且可增强

疗效，避免并发症，明显改善恶心呕吐、食欲减少、

口干、便秘等不良反应，大大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增加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4 天麻钩藤饮治疗 PD 的实验研究

4.1　天麻钩藤饮抗氧化应激     

4.1.1　调节抗氧化酶的活性及表达水平     活性氧

（ROS）是导致神经细胞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过

度产生会引起氧化应激反应［32］。核因子 E2 相关因

子 2（Nrf2）是一种转录因子，作用于抗氧化反应元

件（ARE），调节抗氧化酶的表达［33-34］。谷胱甘肽

（GSH）作为机体的抗氧化剂及自由基清除剂，其通

过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PX）的催化作用还原过

氧化氢，从而保护细胞的正常功能［35］。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是机体内重要的抗氧化酶，能清除氧自

由基和超氧阴离子。PD 患者的抗氧化功能失常，氧

自由基的过量产生直接攻击生物膜中的不饱和脂

肪酸，导致丙二醛（MDA）等脂质过氧化物的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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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从而引起细胞凋亡［36-37］。王文武等［9］研究发

现天麻钩藤饮可降低 PD 大鼠大脑黑质中 MDA 及

ROS 水平，升高 GSH、GPX 和 SOD 水平，提示天麻

钩藤饮可提高机体的抗氧化应激能力，从而改善 PD

的相关症状。XIAN 等［38］研究亦发现，天麻钩藤饮

可降低 ROS 水平，增加 Nrf2、SOD 及 GPX 的表达水

平，提示天麻钩藤饮可通过调节 Nrf2/ARE 信号通

路，增强机体的抗氧化应激能力，保护神经细胞免

受氧化损伤。

4.1.2　调节血管活性物质的表达水平     内皮素

（ET）是一种活性多肽，当机体处于缺氧、缺血等应

激状态时，其可通过刺激前内皮素原的转录而大量

释放，释放后与靶细胞上的受体结合致钙离子内

流，从而造成神经细胞死亡［39］。6-酮 -前列腺素 F1α

（6-keto-PGF1α）为前列环素的代谢产物，可抑制血小

板聚集、舒张血管平滑肌，而血栓素 B2（TXB2）可促

进血小板聚集、收缩血管平滑肌，故两者失衡会引

起血管收缩痉挛，导致大脑低灌注流量，从而导致

大脑血糖供应不足、ATP 供应减少及神经功能减

退［40-41］。WANG 等［42］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可抑制

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的表达，降低 ET-1 的水平，

从而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冉秋等［43］研究

亦发现，天麻钩藤饮可明显使 PD 模型大鼠的 ET、

TXB2、6-keto-PGF1α向正常水平恢复，提示天麻钩藤

饮可通过调节血管活性物质的表达水平来缓解血

管收缩痉挛状态，抗氧化应激从而达到治疗 PD 的

作用。

4.2　天麻钩藤饮抑制炎症反应     相关研究表明，

PD 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中免疫细胞的过度激活和炎

症因子的瀑布式释放会引起脑组织的炎性损伤，产

生神经毒性作用，导致 DA 能神经元的损害和丢

失［44-45］。MOGI 等［46］在 PD 患者的黑质纹状体区发

现了大量炎症因子，且在脑脊液中发现白细胞介

素 -1β（IL-1β）、白细胞介素 -2（IL-2）、白细胞介素 -4

（IL-4）和转化生长因子 -α（TGF-α）等炎症因子的水

平升高［47］。高小恒等［48］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能有

效降低大鼠血清中 IL-6、TNF-α等炎性因子水平，提

示天麻钩藤饮可通过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来发挥

治疗 PD 的作用。 Toll 样受体 4（TLR4）/核转录因

子 -κB（NF-κB）信号通路为介导炎症反应的主要信

号通路之一，原铁等［49］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能降

低大鼠血清中 TLR4、NF-κB、IL-1β等因子的表达水

平，提示天麻钩藤饮可通过抑制 TLR4/NF-κB 信号

通路来抑制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治疗 PD 的目的。

4.3　天麻钩藤饮调节神经递质水平     谷氨酸（Glu）
和 γ-氨基丁酸（GABA）是脑组织中最常见的神经递

质，Glu 属于兴奋性神经递质，存在于大脑皮质的神

经元突触内，而 GABA 属于抑制性神经递质，主要

通过谷氨酸脱羧酶脱羧生成［8］。王峥等［7］研究发现

天麻钩藤饮可使 PD 患者血浆中 Glu 和 GABA 的含

量向正常水平恢复，从而有效改善 PD 患者的相关

症状。ZHANG 等［50］研究亦发现，天麻钩藤饮可增

加大鼠海马区 GABA 浓度，抑制兴奋性氨基酸 Glu

的生成，从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一氧化氮（NO）作
为一种自由基，通过与超氧阴离子结合形成氧化亚

硝酸离子来抑制线粒体功能，从而导致 DA 能神经

元受损。王谋江［11］采用天麻钩藤饮治疗经 1-甲

基 -4-苯基 -1，2，3，6 四氢吡啶（MPTP）所致的 PD 模

型小鼠，结果表明，与模型组比较，治疗组小鼠脑组

织中 NO 含量明显减少，DA 含量明显增多，提示天

麻钩藤饮可能通过降低 NO 含量，改善自由基的代

谢，从而保护 DA 能神经元。

4.4　天麻钩藤饮保护 DA 能神经元     

4.4.1　对 α-Syn 及自噬的影响     相关研究证明，PD

的主要病理特征为 Lewy body 的形成、α-Syn 的沉积

和 DA 能神经元的减少［51］。α -Syn 参与 Lewy body

的形成，其错误折叠和聚集将导致不溶性纤维蛋白

大 量 产 生 ，从 而 引 起 DA 能 神 经 元 的 损 伤 和 死

亡［52-53］。亦有研究证实自噬功能缺陷参与 PD 的发

病过程。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 是调控自噬体形成

的主要因子［54］，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B（LC3B）是
参 与 自 噬 反 应 的 关 键 基 因［55］，通 过 调 控 α -Syn、

Beclin1、LC3B 的表达，激活自噬可作为 PD 的治疗

靶点［54-56］。彭伟等［10］采用 6-羟多巴胺（6-OHDA）注
射法建立 PD 模型大鼠，造模后随机分为中药低剂

量组、中药高剂量组、模型组、西药组和假手术组。

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神经元损伤，有大量

α-Syn 沉积，Beclin1、LC3B 表达降低；假手术组大鼠

纹状体区神经细胞形态正常，Beclin1、LC3B 表达增

加，未有明显 α-Syn 沉积；而中药组经天麻钩藤饮干

预后，大鼠神经细胞损伤情况较模型组改善，α-Syn

表达下降，Beclin1、LC3B 表达升高，提示天麻钩藤

饮可能通过清除过量 α-Syn 以抑制 Lewy body 的形

成，上调 Beclin1、LC3B 的表达以激活自噬活性，从

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LIU 等［57］建立鱼藤酮中毒

PD 果蝇模型、鱼藤酮中毒 PD 大鼠模型和人 α -Syn

转基因 PD 果蝇模型，经天麻钩藤饮处理后发现，天

麻钩藤饮可减轻 α-Syn 过度表达所致的神经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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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果蝇及大鼠脑内的 DA 能神经元免受损伤，还

可维持转基因 PD 果蝇体内的 TH 和 DA 水平，预防

α-Syn 毒性引起的 DA 能神经元丢失。

4.4.2　抑制细胞凋亡     B 细胞淋巴瘤 2（Bcl-2）家族

是参与调控哺乳动物细胞凋亡机制的家族之一，其

包括两类成员，一类如 Bcl-2 相关 X 蛋白（Bax）、

Bcl-2 相关 K 蛋白（Bak）、Bcl-2 关联死亡启动子重组

蛋白（Bad）等促进凋亡发生，另一类如 Bcl-2、Bcl-xl

等抑制凋亡发生。Bcl-2 位于线粒体外膜、内质网和

核膜上 ，可抑制因氧自由基增加导致的细胞凋

亡［58］。Bax 属 Bcl-2 相关基因，机体大量表达 Bax 会

使 Bcl-2 的功能受到抑制［59］，即 Bax 等促进凋亡的基

因表达占优势，则促进细胞发生凋亡，反之，Bcl-2 等

抑制凋亡基因占优势，则细胞受到保护［60］。何建成

等［61］研究发现，PD 模型大鼠的脑黑质中 Bcl-2 和

Bax 的表达均增加，以 Bax 表达增加为主，而经天麻

钩藤饮治疗后，大鼠脑组织中 Bax 表达明显减少，而

Bcl-2 表达明显增加，表明天麻钩藤饮可通过增加

Bcl-2 和减少 Bax 蛋白的表达来抑制 PD 模型大鼠

DA 能神经元的凋亡。高小恒等［48］研究发现，经天

麻钩藤饮治疗可降低 Bax 蛋白的表达水平，升高

Bcl-2 的表达水平，从而减轻大鼠的神经功能缺损。

LIU 等［57］研究亦发现，天麻钩藤饮可维持 Bcl-2 的表

达水平，降低凋亡标志物 Caspase-3 的表达，从而抑

制鱼藤酮诱导的 DA 能神经细胞凋亡。

4.4.3　抑制细胞铁死亡     铁死亡是一种铁依赖性

的细胞死亡方式，不同于细胞凋亡与自噬，其主要

特征为铁代谢异常、铁依赖性脂质活性氧增加及

抗氧化酶减少［62］。在脂质代谢过程中，酰基辅酶 A

合成酶长链家族成员 4（ACSL4）表达上调标志着铁

死亡，ACSL4 介导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氧化，

导致细胞脂毒性铁死亡［63］。在铁代谢过程中，铁蛋

白重链（FTH）可储存多余的细胞铁来维持代谢平

衡，GSH 在抗氧化酶 GPX4 的催化下可调控铁死

亡［64］。郭宇婷［65］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可减少 PD

小鼠中脑黑质区的铁沉积，减轻神经元线粒体的损

伤，增加 GPX4、FTH 表达，降低 COX2、ACSL4 表

达，从而影响 ACSL4 介导的脂质代谢来抑制神经细

胞铁死亡。体外研究发现，天麻钩藤饮可减轻 Rot

诱导的 PC12 细胞的损伤，上调 GPX4、FTH 表达，强

化 SOD 活力，减少 ROS 产生，降低 COX2、ACSL4 表

达，从而抑制脂质过氧化，抑制 DA 能神经细胞铁

死亡［65］。

4.5　天麻钩藤饮改善 PD 大鼠的行为学变化     杨戈

等［66］应用 MPTP 诱导 PD 模型小鼠，运用爬杆实验、

矿场实验、步态分析及游泳实验观察用药前后小鼠

的行为学变化。结果表明，造模后小鼠的行为障碍

最为明显，经天麻钩藤饮治疗可增加小鼠的平均步

长、增加水平和垂直运动频率、缩短爬杆时间和延

长游泳时间，提示天麻钩藤饮可改善 PD 模型小鼠

的运动迟缓症状，改善其步态异常行为及少动想

象。冉秋等［67］研究发现，采用天麻钩藤饮治疗可明

显减少 PD 模型大鼠的旋转圈数。张立娟［68］等亦发

现，采用天麻钩藤饮治疗可减少 PD 模型大鼠的旋

转圈数，且高剂量组的 DA 含量升高最明显，提示天

麻钩藤饮可能通过促进 DA 分泌来改善大鼠的行为

学变化。

5 天麻钩藤饮中单味药有效成分治疗 PD 的研究

研究表明，天麻钩藤饮方中单味药有效成分主

要有天麻素、钩藤碱、京尼平苷、栀子醇、杜仲醇苷、

益母草碱、黄芩素、茯苓聚糖、牛膝甾酮等［69-107］。天

麻钩藤饮中单味药有效成分治疗 PD 的作用机制

见表 1。

6 小结与展望

PD 常见于中老年人，其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

增加，近年来，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其患病人数逐

年增加，因西药治疗具有较多不良反应，因此发挥

中医药治疗 PD 的优势越发受到重视［108-111］。天麻钩

藤饮注重滋补肝肾，兼平肝潜阳、清热活血祛瘀，可

有效改善 PD 患者的相关症状。药理学研究证明，

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可通过抗炎、抗氧化应激、

抑制细胞凋亡、自噬等机制来达到治疗 PD 的目的。

实验研究表明，天麻钩藤饮可通过提高机体的抗氧

化应激能力、抑制炎症反应、调节神经递质水平和

保护 DA 能神经元来达到治疗 PD 的作用，而其单味

药可通过抗炎、抗氧化应激、影响钙离子浓度、恢复

线粒体功能及保护 DA 能神经元等机制产生治疗作

用。在临床应用中，天麻钩藤饮可改善 PD 患者的

睡眠障碍、焦虑抑郁等症，联用西药可明显增加疗

效，减轻食欲减退、便秘等诸多不良反应，大大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虽然相关研究表明天麻钩藤饮及其单味药治

疗 PD 具有一定疗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相关文献量及实验样本量较少；二是临床应用

多是与西药联用，单用原方或单味药治疗 PD 的疗

效有待验证；三是临床疗效标准不统一；四是治疗

靶点较多，缺乏对各个靶点以及各靶点之间相关性

的深入研究；五是缺乏证候与疾病相关性和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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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伍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六是发挥主要治疗作用的

药物成分还有待深究。因此，后期研究中需进行大

样本、多中心的临床实验，多采用原方及其单味药

进行研究，建立统一的疗效标准，利用网络药理学

进行有效成分与作用靶点相关性、各靶点之间相关

性、证候与疾病相关性及方剂配伍理论等方面的研

究，完善在下丘脑 -垂体 -肾上腺素轴、细胞焦亡及

脑-肠轴等方面的研究，为其应用于临床提供可靠的

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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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麻钩藤饮中单味药有效成分治疗 PD 的作用机制

Table 1　Mechanism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single medicine in Tianma Goutengyin in treating PD

药物

天麻

钩藤

石决明

栀子

杜仲

桑寄生

夜交藤

益母草

黄芩

茯神

牛膝

有效成分

天麻素

香草醛

20C

钩藤碱

异钩藤碱

碳酸钙

京尼平苷

栀子醇

杜仲醇苷

松脂醇

桃叶珊瑚苷

绿原酸

咖啡酸

槲皮素

豆甾醇

藏花醛

甲基丁香酚

大黄素

益母草碱

黄芩素

黄芩苷

茯苓聚糖

牛膝甾酮

靶点

GSH↑、MDA↓、α-Syn↓、TH↑
GABA 转氨酶活性↓
TH↑
GPX↓，SOD↑，DA↑，MDA↓
NO↓，TH↑，DA↑
血清中游离钙离子浓度↓
MAPK，PI3K/Nrf2

TH↑，DA↑，IL-6↓，IL-1β↓，TNF-α↓
DA↑
NF-κB，炎症介质表达↓
IL-6↓，IL-10↓，NO↓，氧自由基↓
DA↑，α-Syn↓
ACHE 活性↓，丁酰胆碱酯酶活性↓
MAPK，富亮氨酸重复激酶 2（LRRK2）激酶活性↓，DA↑
p38/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NF-κB 通路激活↓
DA↑，α-Syn↓
GSH↑，SOD↑，过氧化氢酶（CAT）↑，MDA↓
NF-κB↓
SOD↑，ROS↓，Bcl-2↑，Bax↓
IL-6↓，TNF-α↓，NO↓，线粒体生成↑
TLR2/4↓，NF-κB/p65↓
LC3Ⅱ↑，Beclin1↑
TH↑，Nrf2↑，硫氧还蛋白还原酶 1↑，硫氧还蛋白互作蛋白↓

作用

抗氧化应激，抗炎，保护 DA 能神经元

抗氧化，抑制细胞凋亡

抗氧化应激，抗炎，保护神经元

抗炎，抗氧化，减少神经元凋亡

抗炎，抗氧化，保护神经元

影响钙通道及钙离子浓度

抑制细胞毒性，抗炎，抗氧化

抗炎，保护神经元

保护 DA 能神经元

抗炎

抗炎，抗氧化

抗氧化，保护 DA 能神经元

抗炎，抗氧化，抑菌

抗炎，抗氧化，调节细胞凋亡

抗炎

抗细胞凋亡，保护神经元

抗氧化，保护神经元

抗炎，抗氧化

抗氧化应激，抗细胞凋亡

抗炎，抗氧化应激，恢复线粒体功能

抗炎，抗氧化应激，保护神经元

激活细胞自噬

抗炎，抗氧化应激，保护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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