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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管理与应用

降血压的食药资源研究进展
赵　霞　杨　昊　郑　淘通讯作者

（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8）

【摘　要】高血压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发病率逐年递增且有年轻化趋势，是严重心脑血管疾病

甚至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目前，高血压的治疗有中药和西药等药物治疗，除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外，

食物及药食同源资源中也发现多种具有降压作用的功能成分。本文对具有降血压作用的食物资源、药食同源物

质及药物进行系统的综述及分析，以期为高血压的防治提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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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ypertension is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e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increases year 
by year and tends to get younger.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serious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nd even disability and death. At present,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includ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addition to the drugs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a variety of functional components 
with antihypertensive effects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food and drug and food homologous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food 
resources, drug and food congeners and drugs with the effect of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we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nd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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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高血压是我国最主要的慢性病之一，其患

病率高达18.1%[1]。高血压是一种受遗传和环境因素影响

的疾病，根据其发病不同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现有

研究表明，超重、糖尿病、家族史以及不良饮食习惯（饮

酒、吸烟、高盐饮食）等是高血压的高危因素 [2]，而高

血压是导致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致残、致死的重要原

因，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给我社会及个人带来沉重的负担。

中医将高血压描述为“眩晕”、“头痛”，认为

高血压是由于情志过极、饮食不节、内伤虚损所致，

其证候反应主要表现在肝肾 [3]。在高血压的治疗中，

中医讲究标本兼顾，治病求本，重视整体论治，中医

药对高血压的疗效显著 [4]。半夏白术天麻汤和天麻钩

藤饮是常用于高血压治疗的中药方剂，其主要通过调

节甘油磷脂代谢和保护内皮来降高血压 [5]。但中药由

于其复杂的煎煮方式及受制于规律的服药限制，其在

高血压的控制中使用率较低。据《高血压合理用药指

南（第二版）》，治疗高血压的西药其作用机制不同，

种类繁多 [6]。由于高血压患者的疾病进程及自身情况

的不同，高血压的临床治疗很难给出最优的治疗方案，

食疗具有调理机体，未病先防，是一种不产生副作用

的慢调理模式，具有长期摄入而无副作用的优势。本

文通过对具有降压效果的食物、药食同源资源及药物

进行系统的统计与分析，以期对高血压的防治提供基

础，同时对降压资源的开发提供参考。

1 具有降压作用的食物资源

食养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等优点，饮食既是致

病之源，也是养生之道。由表 1可看出，常见的食物如

大蒜、番茄、亚麻籽等都具有抗高血压的效果。其抗高

血压功效的发挥主要为其包含的维生素、膳食纤维、番

茄红素等有效成分。研究发现，植物中的黄酮类、多酚

类、膳食纤维等活性成分具有明显的降血压功效 [7]。

黄酮类化合物可通过抑制内皮素（ET）合成，抑制肾素-

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等 [8]。

许多天然多酚能减少活性氧的产生或诱导内源性抗氧化

酶防御系统，增加内皮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表达，增强

一氧化氮的产生，发挥降血压功效[9]。众多的研究表明，

膳食纤维可通过改善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增加血管

壁的弹性等降血压 [10]。降血压的食物中，大蒜富含大

蒜素，其通过拮抗钙、扩张外周血管以及抑制氧化应激

来降低血压 [11]；番茄富含番茄红素，可通过提高体内

抗氧化酶活性和降低体内活性氧水平及减少其对血管表

皮的氧化损伤来干预血压的降低 [12]；辣椒中含有的辣

椒素可能也会通过促进感觉神经递质的释放及减轻炎症

等来达到降血压的功效 [13]；亚麻籽富含膳食纤维等物

质，也具有降压功效 [14]。可见，许多日常食物富含的

功能成分都有降血压的功效，高血压患者在日常饮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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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该类物质的摄入，以期达到辅助调节血压的功效。

2 具有降压作用的药食同源物质资源

药食同源，可概括为来源及成分和利用的同源性，

对于亚健康人群具有良好的食疗效果，适合长期摄入，

根据最新《药食同源原料目录》现有既可用于食品又

可用于药品的药材101种 [15]。从表 2可以看出，山楂、

决明子、沙棘等十余种药食同源类物质都具有降血压

功效。如山楂中含有熊果酸和金丝桃苷等成分，可通

过降低机体胆固醇含量和增强超氧化物酶歧化酶活性

来降低血压 [16]；决明子和沙棘等由于富含黄酮、蒽

醌苷等成分，具有抗高血压的功效 [17-18]。葛根中含有

的葛根素可通过改善血管反应性舒张血管来降低血压
[19]；天麻含有的天麻素可具有降血压功效 [20]。可见，

药食同源资源中许多的物质都具有调节血压的功效，

高血压患者可在日常饮食中考虑通过膳食补充的方式

选择性摄入药食同源类物质，以辅助控制血压。

3 药物

3.1 中药

中医通过中医药治疗高血压讲究整体观念和调养，

具有降压持久，过程平稳及安全等优点。治疗高血压的

药物主要有天麻钩藤饮、四物加味方及半夏白术天麻汤

等。天麻钩藤饮可通过清除自由基及影响内皮功能和肾

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降低血压 [22]。半夏白术天麻汤可

通过调节肾素 -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和内皮素系统

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改善血压 [24]。中医药治疗高血压

具有显著的效果，但受其复杂的煎煮方式及不易携带等

限制，其在控制高血压的使用中有待进一步加强。

3.2 西药及药物联用

西医降血压功效显著，药物较多，其降压机制不同，

如托拉塞米和布美他尼等利尿剂通过增加尿Na＋排泄、

减少血容量、减少细胞外容量及心脏输出量降低血压[25]。

目前的研究表明，多种药物联合使用对高血压控制效果

显著，如安脑片和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联用可有效改善高

血压患者眩晕及体征 [26]；天麻钩藤饮联合西药治疗高血

压，患者血压水平降低，且心悸及头晕等症状减轻，效

果明显 [27]。可见，西药或多种药物联用，对高血压的控

制效果显著，可能是高血压患者控制血压的良好选择。

4 总结

高血压是我国患病人数最多的慢性非传染疾病之

一，严重威胁人体健康。目前，高血压的控制率仍处于

较低水平，控制血压的方式除药物外，还有天然食物资源。

降血压的西药和中药降压效果显著，但仍存在副作用大

及无法规律服药的限制。天然食物资源中的降压功能成

分具有天然及安全的优势，是一种慢调理模式，具有很

高的应用价值。研究发现，降压的食物资源功能成分主

要包含大蒜素、花青素、膳食纤维、甾体类、三萜类等，

表 1 降血压食物及降压机制

名  称 有效成分 降压机制 参考文献

大  蒜 大蒜素 拮抗钙，扩张外周血管、抑制氧化应激 [11]

番  茄 番茄红素 提高体内抗氧化酶活性，降低体内活性氧水平，减少活性氧
对血管内表皮的氧化损伤 [12]

辣  椒 辣椒素 促进感觉神经递质的释放，改善平滑肌功能，减轻炎症反应 [13]

亚麻籽 α- 亚麻酸、木脂素、
膳食纤维 抑制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 [14]

表 2 药食同源食品及降压机制

名  称 有效成分 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山  楂 熊果酸、金丝桃苷 降低机体胆固醇含量，增强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16]

决明子 蒽醌苷、蛋白质和低聚糖 增强的一氧化氮合酶表达，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17]

沙  棘 黄  酮 保护靶器官，增强心肌收缩力，促进内钙贮库释放钙 [18]

葛  根 葛根素 舒张血管，抑制 κ 基因结合核因子氨基末端激酶和细胞外信号调
节酶途径 [19]

天  麻 天麻素 降低血管阻力，扩张小动脉及微血管，避免激活交感神经 [20]

表 3 治疗高血压的方剂

方  剂 机  制 参考文献

平肝降压汤 阻断交感神经释放茶氨酚，扩展外周小血管 [21]

天麻钩藤饮 清除自由基，影响内皮功能，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 [22]

四物加味方 改善血液炎性因子，扩张血管，改善内皮功能 [23]

半夏白术天麻汤 调节 RAAS 和内皮素系统，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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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机制主要为减少血管损伤、降低Ang II、抑制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增加一氧化氮表达及减轻机体炎症等，

且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随着对高血压的研究发展，

降压的食物资源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将被进一步解析，

可为高血压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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