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傳統醫學中也有纈草的紀錄，被視為一種養心安神、理氣止痛的藥物，可見於地區的中藥誌、
中藥典，但由於傳統中藥種類繁多，靈活性高，而且纈草有個最大特色，就是其臭味驚人，因此纈草
在傳統中藥的使用中相對不太知名。纈草是一種溫和的藥物，使用上需要約2週後才可看見效果，副
作用輕微，少部分的人可能出現頭痛、頭暈、宿醉感或是腸胃不適。過量使用可能影響肝功能，應遵
照醫師指示使用。

纈草幫助改善睡眠與情緒的效果主要來自下面幾個機轉。首先，纈草的水溶性萃取物有助於GABA的增
加與傳導。GABA在中樞神經系統中扮演抑制的角色，避免過度緊張、亢奮，是治療焦慮與睡眠疾病的
關鍵。其次，纈草也可以作用於Serotonin的受體，特別是 5-HT 5A的接受器，改善焦慮，憂鬱，幫助調
整日夜節律，改善睡眠。再來，纈草也作用於Adenosine，Adenosine在情緒與焦慮疾病中也很重要，
可以維持腦部穩定避免過度興奮，同時有助於維持睡眠周期。在研究中纈草可以改善患者主觀的睡眠
品質，但是在客觀的睡眠潛伏期時間上卻沒有改變，這可能與纈草的水溶性萃取物促進Adenosine的受
體增加深層睡眠的時間有關。有趣的是，纈草的非水溶性萃取物會產生截然相反的結果，這也可能是
其他部分研究無法改善睡眠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纈草也可以影響多巴胺以及正腎上腺素的神經傳
導，改善焦慮與憂鬱，也調整睡眠周期。最後，纈草被發現可以減少血中Glucocorticoid，提高對壓力
的耐受性，減少壓力造成的身心疾病。

除了改善睡眠與情緒，纈草相關研究顯示可以緩解強迫症，減少更年期婦女的潮熱，減緩經期婦女的
痛經與經前症候群，改善血液透析患者認知功能，預防患者冠狀動脈手術後的認知異常。

整體說來，纈草具有穩定情緒、改善憂慮與焦慮、增進睡眠品質的效果，藥性溫和，正常使用下沒有
嚴重的副作用。由於國內中藥市場受到中國藥材價格漲勢的影響，部分常用安神藥物如酸棗仁、酸棗
仁湯等藥物價格高漲無法順利使用，其餘藥物也常有缺貨、供不應求的狀況，因此，考量臨床患者的
需求，我們期待透過新藥物使用，彌補部分患者證型上用藥的缺欠，為患者謀福祉。

纈(讀音: "斜")草，屬於敗醬草科，在歐美是很有歷史的傳統草藥，最早的紀錄可追
溯到西元第一世紀，當時的用途包含有利尿、調經以及治療感冒。到了16-18世紀，人們開始
注意纈草在神經精神疾病以及治療失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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