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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临床医学中，酸枣仁是具有镇静、养心、催眠和

安神作用的中药。该中药内含多种脂肪油和蛋白质，对于抗

咖啡引起的兴奋状态，具有一定的抑制性效果。因而，临床

中通常将酸枣仁应用于神经衰弱或是失眠多梦治疗中。在现

代临床中，酸枣仁不仅可应用于失眠症的治疗中，同时也可

应用到精神系统疾病中。近年来，生活压力的增加，使得人

们的睡眠出现障碍，引发不同程度的免疫力下降和神经功能

紊乱等。因而，选取合理的药物，对失眠进行治疗或是缓解，

尤为重要。本次展开关于中药酸枣仁的药理作用分析及其在

现代临床中的应用，具有现实性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2 中药酸枣仁的相关概述

2.1 酸枣仁简介

酸枣仁，属于鼠李科植物，小乔木或是落叶灌木。高度

最低为 3m，最高为 3m，枝节上有直或弯的刺，叶互生，长

椭圆形，边缘有细锯齿，花为黄绿色，核果小，偏长圆形或

是接近圆形，为暗红色，味微酸，果核的两端通常为钝头，

花期在四月至五月，果期一般在九月。主要产于中国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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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及河南省等地区，以向阳和干燥的山坡为主要生长地。

味甘性平和，通常在秋末初冬时节，将果实采收后，取出果肉，

将果核碾碎后，取出种子，晒干生用。

2.2 酸枣仁的成分

根据对酸枣仁的分析，其成分较多。通常情况下，可概

括为酸枣仁总生物碱、酸枣仁皂苷、蛋白质和脂肪油等。其中，

酸枣仁总生物碱和酸枣仁皂苷，是比较重要的成分 [1]。在酸

枣仁总生物碱中，木兰花碱、枣仁碱、N- 甲基巴婆碱等，均

是比较常见的酸枣仁总生物碱。通过对酸枣仁总生物碱的分

析，此类生物碱在临床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实现降低因拮抗

利血平引起的体温上升现象。通过对小鼠的实验分析，酸枣

仁总生物碱，可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小鼠悬尾和游泳不动时间，

且有定剂量依赖性。经过研究证实，该成分在临床中的应用，

具有抗抑郁的显著作用 [2]。此外，在酸枣仁皂苷中，作为酸

枣仁主要成分，其属于三萜类化合物，包括白桦脂醇、白桦

脂酸和酸枣仁皂苷 A 至酸枣仁皂苷 E 等。酸枣仁皂苷，主要

由皂苷、糖醛酸和其他类型的有机酸共同组成。依据皂苷水

解后的化学结构，可将皂苷区分为甾体皂苷、三萜皂苷。酸

枣仁皂苷的苷元，是枣仁的苷元，糖分组成不同。枣仁苷元

属于新的四环三萜皂苷，五元环上的碳原子，可连接两个活

泼的氧原子，还原性较强，且具有较为强烈的中枢抑制作用。

3 中药酸枣仁的药理作用分析

3.1 酸枣仁的镇静催眠作用

中药酸枣仁的药理作用较多，首先表现为其具有较为强

烈的镇静催眠作用。酸枣仁水煎液、皂苷、黄酮类等在临床

中的应用，均可有效实现镇静和催眠的效果。经过药理性实

验的分析，以小鼠作为研究对象 [3]。连续 5d 为小鼠注射酸枣

仁煎剂，小白鼠在注射的 5d 内，始终表现出镇静和嗜睡的现

象，自主活动时间较短，自主活动次数较少，且入睡的潜伏

期明显缩短。通过实验结果的分析，发现酸枣仁煎剂的镇静、

催眠效果，与巴比妥类药物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作用，且与

苯丙胺类药物表现出一定的拮抗性作用。为了进一步明确酸

枣仁的镇静催眠作用，再次分别将酸枣仁总皂苷、黄酮碳苷、

酸枣仁皂苷 A 等，对小鼠进行实验，结果证实上述采取的样

品均对小鼠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因而，可说明酸枣仁可通

过对中枢神经的抑制，影响睡眠状态和时间，起到镇静催眠

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中药酸枣仁具有镇静催眠的药理作用。

3.2 酸枣仁抗惊厥与心律失常作用

中药酸枣仁的药理作用，不仅体现为镇静催眠，也体现

为抗惊厥和抗心律失常。在抗惊厥的药理作用方面，主要是

将容量为 50ml/kg 的酸枣仁煎剂，注射到小鼠的腹腔内，观

察小鼠的反应状态。所选择的小鼠，是因戊四氮导致的阵挛

性痉挛的小鼠 [4]。实验结果显示，对于因戊四氮导致的阵挛

性痉挛的小鼠，其惊厥次数有所缓解，且酸枣仁煎剂对死亡

率有拮抗性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小鼠惊厥的潜伏期，

延长小鼠的死亡时间，根据结果看来，并不会对小鼠的死亡

率产生影响。此外，在抗心律失常的药理作用方面，同样将

小鼠作为实验对象，将酸枣仁水煎剂应用于心律失常的小鼠

中，观察小鼠的身体变化情况。酸枣仁水煎剂可有效实现对

氯化钡、乌头碱等引发的心律失常的拮抗。同时，醇提取物

能够有效实现对氯化钡导致的心律失常的拮抗。对小鼠注射

酸枣仁水煎剂，实现了对小鼠心率的抑制，其与 β受体的阻

断、迷走神经兴奋等，并没有明显的关联性。由此可以看出，

中药酸枣仁具有抗惊厥、心律失常的药理作用。

3.3 酸枣仁增强免疫与抗心肌缺血作用

中药酸枣仁在临床中的应用，也具有增强免疫、抗心肌

缺血的药理作用。在增强免疫方面，将小鼠作为实验的对象

展开分析 [5]。选取免疫力低的小鼠作为对象，将浓度为 0.1g/

kg的酸枣仁多糖，灌入小鼠的胃部，治疗时间为 14d，观察

小鼠服用酸枣仁多糖后的变化情况。实验结果显示，治疗 14d

后小鼠的体液免疫能力、细胞免疫能力均有所增强，能够有

效实现对放射性损伤小鼠的保护。此外，实验也证实，酸枣

仁乙醇的提取物，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小鼠抗体内溶血素、

淋巴细胞的转化率，由此提高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提

高迟发型超敏反应 [6]。在抗心肌缺血方面，选择因垂体后叶

素导致心肌缺血的小鼠，将酸枣仁醇提取物，以静脉或是腹

腔的方式，注射到小鼠体内，观察小鼠的变化情况。研究结

果显示，酸枣仁醇提取物对垂体后叶素导致心肌缺血的小鼠

具有一定的作用，可有效改善小鼠心肌缺血性的表没食子儿

茶素没食子酸酯，减少因心肌缺血和缺氧引起的血清乳酸脱

氢酶释放，从而实现对心肌细胞的保护。由此可以看出，中

药酸枣仁具有增强免疫、抗心肌缺血的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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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酸枣仁其他药理作用

中药酸枣仁在临床中，不仅具有以上药理作用，还有较

多其他药理作用。第一，酸枣仁有降低血压的药理作用。将

小鼠放置高温状态下，升高其血压。将酸枣仁水煎剂静脉注

射到小鼠体内。实验结果表明，注射酸枣仁水煎剂的小鼠血

压明显下降，且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发现酸枣仁的降压

药理作用，并不会影响心肌的收缩力和冠状动脉血流量情况，

降低血压的作用与心脏功能并无明显的关联性。第二，酸枣

仁有降低血脂的药理作用 [7]。经过对小鼠的实验分析，酸枣

仁总皂苷注射到血脂较高的小鼠中，能够降低小鼠的总胆固

醇、低密度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等，同时提高高密度胆固醇，

实现对小鼠血脂的控制。第三，酸枣仁有抗缺氧的药理作用。

将小鼠放置于真空的环境中，小鼠缺氧后将酸枣仁总皂苷注

射到小鼠体内，观察小鼠的反应，能够明确小鼠的缺氧症状

得到了有效的缓解。第四，酸枣仁有降温、抗脂质过氧化的

药理作用。酸枣仁煎剂无论是注射用还是口服用，均可实现

对小鼠的降温，且酸枣仁醇提取物，可有效提高超氧化物歧

化酶的活性，达到抗脂质过氧化作用。

4 中药酸枣仁的现代临床应用研究

在现代医学临床中，中药酸枣仁的应用日益广泛。针对

上述关于中药酸枣仁的药理作用分析，目前中药酸枣仁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神经衰弱、更年期综合征及各类疼痛中。在神

经衰弱治疗中，酸枣仁具有镇静催眠、宁心安神的作用，因

而可将酸枣仁应用到临床表现为心神不安、失眠多梦的神经

衰弱疾病治疗中。在治疗中，通常以枣仁甘草合剂、酸枣仁

汤等治疗方式为主。在更年期综合征治疗中，针对酸枣仁的

镇静催眠作用，将其应用到临床表现为失眠多梦、烦躁不安

的更年期综合征疾病治疗中，可有效缓解更年期综合征表现。

在治疗中，通常以百合酸枣仁汤治疗方式为主。在各类疼痛

治疗中，针对酸枣仁的镇静催眠、增强免疫等作用，将其应

用到临床表现为肢体酸痛、头痛、腰痛等症状疾病中，可改

善患者的疼痛程度。由此可以看出，在现代临床应用中药酸

枣仁时，可结合酸枣仁的药理作用，将其应用于针对的疾病

治疗中，提高疾病治疗效果。

5 结语

酸枣仁作为常见的中药，味甘性平，毒副作用较小，具

有镇静、催眠、安神等功效。在临床中的镇静催眠药理作用，

与安定药具有类似性。现阶段，临床中常用酸枣仁水煎剂、

醇提取物的有效成分，作为原料，将其加工成片剂或是针剂

等不同的剂型。因而，在临床中应用酸枣仁时，通常将酸枣

仁用于提高免疫力、治疗失眠或是心律失常中。综上所述，

酸枣仁作为化学成分为皂苷类、黄酮类的中药，其具有养阴

生津、宁心安神的作用，其药理作用突出体现为镇静催眠、

抗惊厥、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增强免疫等。随着现代

医学技术的发展，酸枣仁在现代临床中的研究日益深入，酸

枣仁的药理作用及其在现代临床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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