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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蛋白水解物与 γ-氨基丁酸复配制剂 

改善睡眠功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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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510663; 2. 广州奈梵斯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广州  510663) 

摘  要: 目的  研究酪蛋白水解物与 γ-氨基丁酸的复配制剂对小鼠改善睡眠功能的作用研究。方法  18~22 g

健康雄性小鼠, 按体重随机分组。按照人体推荐剂量的 5倍、10倍、30倍为低、中、高 3个剂量, 即 0.1、0.2

和 0.6 g/kg bw, 另设对照组。观察睡眠指标。结果  3个剂量组入睡动物数及睡眠时间均为 0, 各剂量组动物

入睡数与对照组进行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该制剂与对照组比较可延长中、高剂量组小鼠戊巴

比妥钠催眠的时间(P<0.05), 可缩短巴比妥钠催眠的中、高剂量组小鼠的入睡潜伏期,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根据《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对改善睡眠保健食品的判定依据, 酪蛋白水

解物与 γ-氨基丁酸的复配制剂具有一定的改善睡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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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mprovement of sleep function by the compound of casein 
hydrolysate and γ-aminobutyric acid 

HUANG Yuan-Ying1, 2*, YUAN Gen-Li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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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leep function by the compound of casein 

hydrolysate and γ-aminobutyric acid on mice. Methods  Healthy male mice with the body weight of 18~22g 

wer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randomly. According to the recommended dosage of 5 times, 10 times, 30 

times, the mice were divided into low(0.1 g/kg bw), medium (0.2 g/kg bw)and high(0.6 g/kg bw) dose groups, 

and another control group was set, to observe the sleeping indexes of mice. Results  The number of sleeping 

animals and sleep time of the 3 groups were 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mpound preparation of 

casein hydrolysate and γ-aminobutyric acid could prolonged the time of the sodiumin mice with middle and 

high dose group(P<0.05) and shorten the latency of sleep in the middle and high dose group of mice 

(P<0.05).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basis on improving the sleep health fro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health food", the compound preparation of casein hydrolysate and 

γ-aminobutyric acid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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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睡眠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方式。睡眠对脑

细胞功能具有保护和修复的作用。长期睡眠不足会使

脑功能衰退, 健康的睡眠有助于抗衰老, 充足的睡眠

可加强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调查结果表明, 我国

约有 45.4%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睡眠质量差发

生率有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的趋势, 15%~38%大学生

存在睡眠障碍, 39.5%中年人睡眠质量差或较差。睡

眠不足和睡眠质量不好人群占 50%。因此, 对睡眠的

研究也就显得越加迫切[1]。 

酪蛋白(casein)是一种富含生物活性序列的蛋白

质, 酪蛋白水解后可释放相关活性肽物质:抑制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 (angiotensinⅠ Ⅰ-convertin enzyme, 

ACE)活性的酪蛋白肽, 免疫调节活性肽, 促进钙吸

收的酪蛋白磷酸肽(casein peptide, CPP)等。此外, 水

解物中还含有丰富的游离氨基酸[2]。日本一项试验证

明, 酪蛋白水解物明显提高了接受治疗的受试者睡

眠质量指数总分。特别是治疗两周后提高睡眠质量, 

治疗四周后减少睡眠潜伏期和日间功能障碍[3]。酪蛋

白水解物可以维持慢波睡眠(slow-wave sleep, SWS)

的持续时间, 甚至治疗大鼠的异相睡眠(paradoxical 

sleep, PS)持续时间[4]。 

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 GABA)是一种

非蛋白质组成的天然氨基酸, 分布非常广泛, 在动

物、植物和微生物中均存在。GABA是一种天然存在

的功能性氨基酸, 具有降低血压、改善脑功能、镇静、

增强长期记忆及提高肝、肾机能等生理活性 [5,6]。

GABA 是一种主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一直被认为

与睡眠有关, 促进睡眠作用主要机制: (1)增加 GABA

受体的亲和力从而加强 GABA 与识别位点结合; (2)

抑制 GABA 的分解, 提高其脑内的含量, 增加慢波

睡眠时间[7-9]。日本一项研究证明, 摄入 GABA 可延

长入睡后 60 min的熟睡时间, 改善睡眠质量[10]。 

本研究将酪蛋白水解物、γ-氨基丁酸按比例进行复
配, 制得酪蛋白水解物制剂, 对小鼠进行改善睡眠功能

实验, 为开发改善睡眠的功能保健食品提供理论支持。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动物   

清洁级 ICR健康雄性小鼠 120只, 体重 18~22g。

饲料购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2.2  样  品    

酪蛋白水解物制剂, 由广州奈梵斯健康产品有

限公司提供, 600mg/片, 人体推荐日服用量为 2片/d。 

2.3  仪器与试剂 

秒表(504, 北京华运安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子天平(BS4202S, 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统有限公

司); 巴比妥钠(分析纯, 德国默克公司(北京华美生物

科技技术有限公司分装))。 

戊巴比妥钠(分析纯, 德国默克公司(北京华美生

物科技技术有限公司分装))。 

2.4  剂量选择和受试物给予方式 

2.4.1  剂量选择  

该样品成人日推荐量为 1.2 g, 即相当于 0.02 

g/kg bw(成人体重以 60 kg计), 按照人体推荐剂量的

5倍、10倍、30倍为低、中、高 3个剂量, 即 0.1、

0.2和 0.6 g/kg bw, 另设对照组。 

2.4.2  受试物给予方式   

各组动物每日称重, 并按 2.0 mL/100 g体重经口

灌胃给予不同浓度的受试物及蒸馏水, 连续 30 d。 

2.4.3  受试物配制   

每次称取粉碎后的样品 2.4 g, 加蒸馏水至 80 

mL搅拌均匀, 配成高剂量受试物; 量取 20 mL高剂

量受试物加蒸馏水至 60 mL 搅拌均匀, 配成中剂量

组受试物; 量取 20 mL 中剂量组受试物加蒸馏水至

40 mL搅拌均匀, 配成低剂量组受试物。 

2.5  实验方法 

直接睡眠实验、延长戊巴比妥钠睡眠时间实验、

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实验巴比妥钠睡眠潜伏期

实验, 参考《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11]进行

测定。 

2.6  实验数据统计 

实验数据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计量资料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 经方差齐性检验, 方差齐的实验数据采用

LSD 法进行统计分析, 对方差不齐或非正态的实验数

据先进行变量转换再进行统计; 计数资料用 X2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该样品对小鼠直接睡眠作用观察结果 

由表 1 可知, 3 个剂量组入睡动物数及睡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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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均为 0,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各剂量组小鼠体重差异无显著性; 给予

受试物后各组小鼠活动正常 , 未观察到直接睡眠

作用。 

3.2  该产品对戊巴比妥钠诱导小鼠睡眠时间的

影响 

由表 2 可知, 该制剂可延长戊巴比妥钠催眠的

中、高剂量组小鼠的睡眠时间,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这与袁根良等[11]和齐丽娟等[12]

研究天麻对睡眠研究结果类似。 

3.3  该产品对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作用的

影响 

由表3可知, 该制剂的各剂量组动物入睡数与对

照组进行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

给予受试物后各组小鼠无提高阈下剂量戊巴比妥钠

诱导的小鼠睡眠发生率作用。 

3.4  该产品对巴比妥钠诱导小鼠入睡潜伏期的影响 

由表 4可知, 该制剂可缩短巴比妥钠催眠的中、

高剂量组小鼠的入睡潜伏期,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此研究可说明: 给予受试物后

中、高剂量组有缩短巴比妥钠睡眠潜伏期的作用。 
 

表 1  样品对小鼠直接睡眠作用观察结果( x ±s) 
Table 1  The effect of the sample on the direct sleep of mice 

组别 动物数 初重(g) 末重(g) 入睡动物数 P值 入睡时间(s) P值 

对照组 10 19.0±1.1 36.4±1.7 0 / 0 / 

低剂量组 10 19.2±1.1 36.6±1.8 0 >0.05 0 >0.05 

中剂量组 10 19.1±1.2 37.3±2.4 0 >0.05 0 >0.05 

高剂量组 10 19.3±1.2 36.1±1.9 0 >0.05 0 >0.05 

 

表 2  样品对戊巴比妥钠诱导小鼠睡眠时间的影响( x ±s) 
Table 2  The Effect of sample on the sleep time of mice induced by sodium 

组别 动物数 初重(g) 末重(g) 睡眠时间(s) P值 

对照组 10 19.0±1.1 36.4±1.7 2044±204 / 

低剂量组 10 19.2±1.1 36.6±1.8 2074±183 0.764 

中剂量组 10 19.1±1.2 37.3±2.4 2294±213* 0.015 

高剂量组 10 19.3±1.2 36.1±1.9 2250±266* 0.043 

注: *与对照组相比, P<0.05 
 

表 3  样品对小鼠戊巴比妥钠阈下剂量催眠作用的影响( x ±s) 
Table 3  The effect of the sample on the dose of sodium in mice 

组别 动物数 初重(g) 末重(g) 入睡动物数 睡眠发生率(%) P值 

对照组 10 19.5±1.3 36.9±1.9 1 10 / 

低剂量组 10 19.4±1.2 36.2±1.8 2 20 0.531 

中剂量组 10 19.5±1.3 37.6±2.9 3 30 0.264 

高剂量组 10 19.5±1.4 36.5±1.8 1 10 1 

 

表 4  样品对巴比妥钠诱导小鼠入睡潜伏期的影响( x ±s) 
Table 4  The effect of sample on the latency of mice induced by sodium sodium 

组别 动物数 初重(g) 末重(g) 睡眠潜伏期(s) P值 

对照组 10 19.4±1.1 36.8±1.9 2222±109 / 

低剂量组 10 19.3±1.1 37.4±2.9 2119±112 0.111 

中剂量组 10 19.3±1.1 36.5±2.3 2067±168* 0.019 

高剂量组 10 19.3±1.3 37.3±2.4 2090±166* 0.045 

注: *与对照组相比,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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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该产品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该制剂各组小鼠的初始体重经方差分析, 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即小鼠的初始体重在各组

间较为均衡; 实验结束时, 各剂量组小鼠的末重经统

计,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即该样品对小鼠

的体重无影响。具体见表 1~4。 

4  小  结 

经口灌胃给予小鼠不同剂量的酪蛋白水解物制

剂 30 d 后, 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能显著延长戊巴比

妥钠催眠小鼠的睡眠时间(P<0.05), 显著缩短巴比妥

钠催眠小鼠的入睡潜伏期(P<0.05), 所有剂量组都对

直接睡眠无明显作用, 且对小鼠体重无不良影响。根

据《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对改善睡眠保健

食品的判定依据[13], 说明该产品具有改善睡眠作用。

本研究不仅为酪蛋白水解物与 γ-氨基丁酸复配制剂
的研发提供科学依据, 也将为酪蛋白水解物制剂与

γ-氨基丁酸复配制剂改善睡眠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奠
定基础。这将有助于减少镇静催眠类食品及药物的使

用, 促进我国居民的生理、精神健康, 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与睡眠障碍相关的医疗负担[14]。未来的研究不

仅需要对现有动物模型进行更详尽的完善, 更多细

致的人体临床观察和对失眠机制的探索也会带来更

新颖的思路及方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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