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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是 ⼀ 種 慢 性 ， 多 發 性 及 進 ⾏ 性 之 關 節 疾 病 ， 臨 床 表 徵 最 初
是 在 周 圍 關 節 引 起 對 稱 性 的 炎 性 反 應 ， 及 關 節 的 破 壞 和 變 形 。 關 節 以 外 的 病 變
包 括 ⾎ 液 、 神 經 、 肺 臟 、 ⼼ 臟 ⾎ 管 的 不 正 常 ， 骨 質 疏 鬆 ， ⽪ 下 結 節 ， 費 第 氏 症
候 群 （ F e l t y ' s   s y n d r o m e ） ， 修 格 連 氏 症 候 群 （ S j 6 g r e n ' s   s y n d r o m e ） 等 ， 部
分 病 ⼈ 常 因 此 變 成 殘 障 ， 或 因 併 發 症 ⽽ 死 亡 。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至 今 仍 原 因 不
明 ， 其 可 能 由 於 ⼀ 未 知 抗 原 引 起 的 免 疫 反 應 ， 導 致 滑 膜 組 織 及 滑 膜 液 之 免 疫 反
應 性 炎 症 ， 並 造 成 關 節 組 織 的 破 壞 。 現 今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治 療 ， ⼀ ⽅ ⾯ 使 ⽤
對 症 療 法 ⽽ 不 斷 地 開 發 出 各 種 抗 炎 劑 ， 另 ⼀ ⽅ ⾯ ， 由 於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背 後
， 隱 含 著 免 疫 系 統 的 異 常 ， 爲 了 嘗 試 矯 正 免 疫 系 統 的 異 常 ， 發 展 出 所 謂 的 免 疫
療 法 （ 2 1 （ 3 ） （ 4 ） 5 ） ， 期 望 兩 種 療 法 合 併 使 ⽤ ， 可 以 使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進 ⾏ 延 遲 或
停 ⽌ 。
西 藥 對 於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治 療 有 N S A I D 等 抗 炎 劑 、 ⾦ 鹽 、 或 D — P e n i c i

l l a m i n e   等 免 疫 調 節 劑 。 要 達 到 上 述 抗 炎 與 免 疫 合 併 療 法 的 ⽬ 的 ， 除 非 數 種 藥
物 合 併 使 ⽤ ， 否 則 很   難 如 願 ， 且 其 毒 性 ⼤ ， 在 長 期 治 療 的 過 程 中 必 須 ⼩ ⼼ 監 測
， 以 避 免 其 他 嚴 重 的 副 作 ⽤ 產 ⽣ （ 6 1 （ 7 ） （ 8 ） 。 中 藥 對 於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療 效 研 究
中 ， ⽬ 前 國 內 外 專 家 認 爲 有 效 的 ⽅   劑 有 雷 公 藤 、 青 藤 、 ⽢ 草 附 ⼦ 湯 、 麻 杏 薏 ⽢
湯 、 薏 苡 仁 湯 、 疏 經 活 ⾎ 湯 、 桂 芍 知 母 湯 及   本 劑 桂 苓 湯 ， 但 都 懂 ⽌ 於 臨 床 經 驗
， 缺 乏 客 觀 的 定 性 及 定 量 評 估 （ 8 （ 1 0 ） （ 1 1 1 （ 1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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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分 析 起 來 ， 是 以 桂 枝 湯 爲 基 本 ⽅ 劑 ， 加 上 ⽩ 朮 、 附 ⼦ 、 茯
苓 ⽽ 成 。 桂 枝 湯 解 肌 發 表 ， 調 和 營 衛 ， 臨 床 實 驗 有 抑 制 抗 體 產 ⽣ 之 作 ⽤ ︔ ⽩ 朮
主 風 寒 濕 痺 ， 動 物 實 驗 證 明 能 促 進 吞 噬 細 胞 的 吞 噬 功 能 ︔ 附 ⼦ 治 風 濕 麻 痺 ， 動
物 實 驗 顯 ⽰ 對 於 腎 上 腺 ⽪ 質 有 促 進 功 能 及 抗 炎 作 ⽤ ︔ 茯 苓 利 ⽔ 滲 濕 ， 動 物 實 驗
證 實 有 利 尿 作 ⽤ （ 1 3 0 1 4 ）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在 動 物 藥 理 學 上 證 實 有 抗 炎 ⽌ 痛 及 抑
制 a d j u v a n t   a r t h r i t i s 等 作 ⽤ （ 1 s ） ， 去 年 吾 等 曾 施 ⾏ 基 礎 動 物 藥 理 實 驗 及 臨 床 實
驗 ， 證 實 它 有 優 越 的 抗 發 炎 作 ⽤ ， 對 於 急 性 引 發 的 炎 症 具 有 療 效 。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發 病 率 及 致 殘 率 均 很 ⾼ ， 現 已 被 越 來 越 多 國 內 外 醫 師 所

重 視 。 基 本 上 ，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患 者 都 需 長 期 服 藥 ， ⽽ ⽬ 前 並 没 有 理 想 的 藥
物 。 若 能 證 實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長 期 服 ⽤ ， 能 產 ⽣ 體 內 對 於 慢 性 炎 症 反 應 的 免 疫
調 節 功 能 ， 並 且 不 會 有 細 胞 毒 性 ， 對 於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患 者 ⽽ ⾔ ， 是 ⼀ 理 想 的
長 期 治 療 劑 。 本 研 究 純 以 科 學 客 觀 的 評 估 ⽅ 法 ， 施 ⾏ 臨 床 研 究 ， 將 有 助 於 中 藥
現 代 化 （ 1 5 ） （ 1 7 （ 1 8 ） 。



總 論

依 張 仲 景 所 著 傷 寒 論 中 提 ⽰ ， 桂 枝 湯 主 治 陽 浮 ⽽ 陰 弱 ， 發 熱 頭 痛 ， ⾃ 汗 惡
風 惡 寒 ， 是 症 者 的 輕 度 發 散 劑 ， 是 所 謂 的 “ 基 本 ⽅ 劑 中 的 基 本 ⽅ 劑 ” 。 本 劑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即   以 桂 枝 湯 為 骨 幹 ， 佐 以 燥 性 發 汗 的 ⽩ 朮 及 附 ⼦ ， 外 加 有 除 濕
鎮 靜 作 ⽤ 的 茯 苓 ⽽ 成 。 ⽇ 本 學 者 K a n o 曾 詳 細 的 做 動 物 藥 理 學 實 驗 ， 證 明 本 劑
的 抗 炎 作 ⽤ ， 並 做 成 分 分 析 ， 暗 ⽰ 此 ⽅ 劑 在 免 疫 調 節 上 也 扮 演 著 某 些 角 ⾊ （ I 5 ） 。
但 病 ⼈ 長 期 使 ⽤ 此 ⽅ 劑 ， 其 療 效 、 免 疫 系 統 調   節 、 副 作 ⽤ 和 毒 性 ⽅ ⾯ 如 何 ， 則
未 ⾒ ⽂ 獻 報 告 ， 本 研 究 即 希 望 能 解 明 這 些 問 題 ， 提 供 可 資 信 賴 的 資 料 和 結 果 （ 1 9 ）
（ 2 0 2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是 由 桂 枝 、 芍 藥 、 ⽣ 薑 、 ⼤ 棗 、 ⽢ 草 、 附 ⼦ 、 茯 苓 、 ⽩
尤 等 藥 材 組 成 ， 其 ⽂ 獻 可 資 參 考 之 處 頗 多 ， 有 關 本 草 及 現 代 藥 學 等 ⽂ 獻 經 整 理
如 次 。

⼀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各 藥 材 之 本 草 ⽂ 獻
（ ⼀ ） 桂 枝 （ 2 1 ） （ 3 5 ） （ 4 2 ）

别 錄 ： 主 温 中 ， 利 肝 肺 氣 ， ⼼ 腹 寒 熱 冷 疾 ， 霍 亂 ， 轉 筋 ， 頭 痛 ， 腰
痛 ， 出 汗 ， ⽌ 煩 ， ⽌ 唾 ， 欬 嗽 ， ⿐ 齆 ， 能 墮 胎 ， 堅 骨 節 ， 通
⾎ 脈 ， 理 疏 不 ⾜ ， 宣 導 百 藥 ， 無 所 畏 。 久 服 神 仙 不 ⽼ 。

證 類 ： 引 藥 性 論 『 治 九 種 ⼼ 痛 ， 殺 三 蟲 ， 主 破 ⾎ ， 通 利 ⽉ 閉 ， 治 軟
脚 痺 不 仁 ， 治 胞 衣 不 下 ， 除 欬 逆 結 氣 ， 擁 痺 ， ⽌ 腹 內 冷 氣 ，
痛 不 可 忍 ， 主 下 痢 ， 治 ⿐ 息 ⾁ 。 』
引 ⽇ 華 ⼦ 『 治 ⼀ 切 風 氣 ， 補 五 勞 七 傷 ， 通 九 竅 ， 利 開 節 ， 益
精 明 ⽬ ， 暖   腰 膝 ， 破 寒 癖 癥 瘕 ， 消 瘀 ⾎ ， 治 風 痺 骨 節 攣 縮 ，
續 筋 骨 ， ⽣ 肌 ⾁ 。 』

綱 ⽬ ： 治 寒 痺 風 瘖 ， 陰 盛 失 ⾎ ， 瀉 痢 驚 癇 。 引 珍 珠 囊 『 補 下 焦 不 ⾜
， 治 沈 寒 痼 冷 之 病 ， 滲 泄 ⽌ 渴 ， 去 營 衛 中 風 寒 ， 表 虛 ⾃ 汗 ，
春 夏 爲 禁 藥 ， 秋 冬 下 部 腹 痛 ， 非 此 不 能 ⽌ 。 』
引 湯 液 本 草 『 補 命 ⾨ 不 ⾜ ， 益 ⽕ 消 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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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芍 藥 （ 2 2 ） （ 2 9 ） （ 3 6 ） （ 4 3 ）

别 錄 ： 通 順 ⾎ 脈 ， 緩 中 ， 散 惡 ⾎ ， 逐 賊 ⾎ ， 去 ⽔ 氣 ， 利 膀 胱 ⼤ ⼩ 腸 ，
消 癰 腫 ， 時 ⾏ 寒 熱 ， 中 熱 ， 腹 痛 ， 腰 痛 。
引 本 經 『 主 邪 氣 ， 腹 痛 ， 除 ⾎ 痺 ， 破 堅 積 ， 寒 熱 ， 疝 瘕 ， ⽌
痛 ， 利 ⼩ 便 ， 益 氣 。 』

新 修 ： 引 陶 隱 居 『 ⾚ 者 ⼩ 利 ， 俗 ⽅ 以 ⽌ 痛 。 』
證 類 ： 引 藥 性 論 『 治 肺 邪 氣 ， ⾎ 氣 積 聚 ， 通 宣 藏 腑 擁 氣 ， 治 邪 痛 敗

⾎ ， 主 時 疾 骨 熱 ， 强 五 藏 ， 補 腎 氣 ， 治 ⼼ 腹 堅 脹 ， 消 瘀 ⾎ ，
能 蝕 膿 。 』
引 ⽇ 華 ⼦ 『 治 風 補 勞 ， 主 女 ⼈ ⼀ 切 病 ， 產 前 後 諸 疾 ， 通 ⽉ ⽔
， 退 熱 ， 除 煩 ， 益 氣 ， 天 ⾏ 熱 疾 ， 瘟 瘴 驚 狂 ， 婦 ⼈ ⾎ 運 ， 腸
風 瀉 ⾎ ， 發 背 ， 瘡 疥 ， 頭 痛 ， 明 ⽬ 。 』

綱 ⽬ ： ⽌ 下 痢 腹 痛 後 重 。
引 珍 珠 囊 『 瀉 肝 ， 安 脾 肺 ， 收 胃 氣 ， ⽌ 瀉 利 ， 固 膝 理 ， 和 ⾎
脈 ， 收 陰 氣 ， 斂 逆 氣 。 』
引 湯 液 本 草 『 理 中 氣 ， 治 脾 虚 中 滿 ， ⼼ 下 痞 ， 脅 下 痛 ， 善 憶
， 肺 急 脹 逆   喘 欬 ， 太 陽 鼽 衄 ⽬ 濇 ， 肝 ⾎ 不 ⾜ ， 陽 維 病 苦 寒 熱
， 帶 脈 病 苦 腹 痛 滿 ， 腰 溶 溶 如 坐 ⽔ 中 。 』

（ 三 ） ⽣ 薑 （ 2 3 ） （ 3 0 ） （ 3 7 ） （ 4 4 ）

别 錄 ： 主 傷 寒 頭 痛 ， ⿐ 塞 ， 欬 逆 上 氣 ， ⽌ 嘔 吐 。
引 本 經 『 久 服 去 臭 氣 ， 通 神 明 。 』

新 修 ： 久 服 通 神 明 ， 主 風 邪 ， 主 痰 氣 。
證 類 ： 引 食 療 『 去 痰 下 氣 ， 除 壯 熱 ， 治 轉 筋 ， ⼼ 滿 ， 去 胸 中 臭 氣 ，

通 神 明 。 』
綱 ⽬ ： ⽣ ⽤ 發 散 ， 熟 ⽤ 和 中 ， 解 食 野 禽 中 毒 成 喉 痺 ， 浸 汁 點 ⾚ 眼 ，

搗 汁 和 ⿈ 明 膠 熬 ， 貼 風 濕 痛 甚 妙 。
引 珍 珠 囊 『 益 脾 胃 ， 散 風 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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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 棗 （ 2 4 ） （ 3 1 ） （ 3 8 ） （ 4 5 ）

别 錄 ： 補 中 益 氣 ， 强 ⼒ ， 除 煩 悶 ， 療 ⼼ 下 懸 ， 腸 澼 。 不 饑 神 仙 。
引 本 經 『 主 ⼼ 腹 邪 氣 ， 安 中 養 脾 ， 助 ⼗ ⼆ 經 ， 平 胃 氣 ， 通 九
竅 ， 補 少 氣   少 津 液 ， 身 中 不 ⾜ ， ⼤ 驚 ， 四 肢 重 ， 和 百 藥 。 久
服 輕 身 長 年 。 』

新 修 ： 引 陶 隱 居 『 以 棗 爲 佳 餌 ， 其 ⽪ 利 ⾁ ， 補 虚 ， 所 以 合 湯 皆 辟 ⽤ 之
也 。 』

證 類 ： 引 ⽇ 華 ⼦ 『 潤 ⼼ 肺 ， ⽌ 嗽 ， 補 五 藏 ， 治 虛 勞 ， 除 腸 胃 癖 氣 ，
和 光 粉 燒 ， 治 疳 痢 。 』
引 衍 義 『 調 和 胃 氣 ， 益 脾 胃 。 』

綱 ⽬ ： 引 ⽤ 藥 法 象 『 和 陰 陽 ， 調 營 衛 ， ⽣ 津 液 。 』

（ 五 ） ⽢ 草 （ 2 5 ） （ 3 2 ） ） （ 3 9 ） （ 4 6 ）

别 錄 ： 温 中 ， 下 氣 ， 煩 滿 ， 短 氣 ， 傷 藏 ， 欬 嗽 ， ⽌ 渴 ， 通 經 脈 ， 利 ⾎
氣 ， 解 百   藥 毒 ， 爲 扎 ⼟ 之 精 ， 安 和 七 ⼗ ⼆ 種 ⽯ ， ⼀ 千 ⼆ 百 種
草 。
引 本 經 『 主 五 臟 六 腑 寒 熱 邪 氣 ， 堅 筋 骨 ， 長 肌 ⾁ ， 倍 ⼒ ， ⾦
瘡 尰 ， 解 毒 。 久 服 輕 身 延 年 。 』

新 修 ： 引 陶 隱 居 『 此 草 最 爲 衆 藥 之 主 ， 經 ⽅ 少 不 ⽤ 者 ， 猶 如 ⾹ 中 有 沈
⾹ 也 。 國 ⽼ 即 帝 師 之 稱 ， 雖 非 君 ， 爲 君 所 宗 ， 是 以 能 安 和 草 ⽯
⽽ 解 諸 毒 也 。 』

證 類 ： 引 藥 性 論 『 主 腹 中 冷 痛 ， 治 驚 癇 ， 除 腹 脹 滿 ， 補 益 五 臟 ， 制 諧
藥 毒 ， 養 腎 氣 內 傷 ， 令 ⼈ 陰 痿 ， 主 婦 ⼈ 無 瀝 腰 痛 ， 虚 ⽽ 多 熱 加
⽽ ⽤ 之 。 』
引 ⽇ 華 ⼦ 『 安 魂 定 魄 ， 補 五 勞 七 傷 ， ⼀ 切 虛 損 ， 驚 悸 ， 煩 悶 健
忘 ， 通 九 竅 ， 利 百 脈 ， 益 精 養 氣 ， 壯 筋 骨 ， 解 冷 熱 ， ⼈ 藥 炙
⽤ 。 』

綱 ⽬ ： 解 ⼩ 兒 胎 毒 驚 癇 ， 降 ⽕ ⽌ 痛 。
引 湯 液 本 草 『 吐 肺 痿 之 膿 ⾎ ， 消 五 發 之 瘡 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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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湯 液 本 草 『 吐 肺 痿 之 膿 ⾎ ， 消 五 發 之 瘡 疽 。 』
引 ⽤ 藥 法 象 『 ⽣ ⽤ 瀉 ⽕ 熱 ， 熟 ⽤ 散 表 寒 ， 去 咽 痛 ， 除 邪 熱 ， 緩
正 氣 ， 養 陰 ⾎ ， 補 脾 胃 ， 潤 肺 。 』

（ 六 ） 附 ⼦ （ 2 6 ） （ 4 7 ）

别 錄 ： 脚 疼 冷 弱 。 腰 脊 風 寒 ， ⼼ 腹 冷 痛 ， 霍 亂 轉 筋 ， 下 痢 ⾚ ⽩ ， 堅
肌 骨 ， 强 陰 又 墮 胎 ， 爲 百 藥 長 。
引 本 經 『 主 風 寒 欬 逆 邪 氣 ， 温 中 ， ⾦ 瘡 ， 破 癥 堅 積 聚 ， ⾎ 瘕
， 寒 濕 踒 躄 ， 拘 攣 膝 痛 ， 不 能 ⾏ 步 。 』

綱 ⽬ ： 治 三 陰 傷 寒 ， 陰 毒 寒 疝 ， 中 寒 中 風 ， 痰 厥 氣 厥 ， 柔 庢 癲 癇 ，
⼩ 兒 慢 驚 ， 風 濕 麻 痺 ， 腫 滿 ， 脚 氣 ， 頭 風 ， 腎 厥 頭 痛 ， 暴 瀉
脱 陽 ， 久 痢 脾 泄 ， 寒 瘧 瘴 氣 ， 久 病 嘔 噦 ， 反 胃 噎 膈 ， 癰 疽 不
斂 ， 久 漏 冷 瘡 ， 合 葱 涕 ， 塞 ⽿ 治 聾 。 引 珍 珠 囊 『 溫 暖 脾 胃 ，
除 脾 濕 腎 寒 ， 補 下 焦 之 陽 虚 。 』
引 湯 液 本 草 『 督 脈 爲 病 ， 脊 强 ⽽ 厥 。 』
引 ⽤ 藥 法 象 『 除 臟 腑 沈 寒 ， 三 陽 厥 逆 ， 濕 淫 腹 痛 ， 胃 寒 蚘 動
， 治 經 閉 ， 補 虚 散 壅 。 』

（ 七 ） 茯 苓 （ 2 7 ） （ 3 3 ） （ 4 0 ） （ 4 8 ）

别 錄 ： ⽌ 消 渴 ， 好 睡 ， ⼤ 腹 淋 瀝 ， 鬲 中 痰 ⽔ ， ⽔ 腫 淋 結 ， 開 胸 府 ，
調 藏 氣 ， 伐 腎 邪 ， 長 陰 ， 益 氣 ⼒ ， 保 神 守 中 。
引 本 經 『 主 胸 邪 逆 氣 ， 憂 恚 ， 驚 邪 恐 悸 ， ⼼ 下 結 痛 ， 寒 熱 煩
滿 ， 欬 逆 ， ⼜ 焦 ⾆ 乾 ， 利 ⼩ 便 。 久 服 安 魂 魄 ， 養 神 ， 不 饑 延
年 。 』

新 修 ： 引 陶 隱 居 『 云 其 通 神 ⽽ 致 靈 ， 和 魂 ⽽ 練 魄 ， 明 竅 ⽽ 益 肌 ， 厚
腸 ⽽ 開 ⼼ ， 調 榮 ⽽ 理 胃 ， 上 品 仙 藥 也 。 』

證 類 ： 引 藥 性 論 『 能 開 胃 ， ⽌ 嘔 逆 ， 善 安 ⼼ 神 ， 主 肺 痿 疾 壅 ， 治 ⼩
兒 驚 癇 ， 療 ⼼ 腹 脹 滿 ， 婦 ⼈ 熱 淋 。 』
引 ⽇ 華 ⼦ 『 補 五 勞 七 傷 ， 安 胎 ， 暖 腰 膝 ， 開 ⼼ 益 智 ， ⽌ 健 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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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衍 義 『 此 物 ⾏ ⽔ 之 功 多 ， 益 ⼼ 脾 不 可 闕 也 。 』
綱 ⽬ ： 瀉 ⼼ ⼩ 腸 膀 胱 濕 熱 ， 利 竅 ⾏ ⽔ 。

引 珍 珠 爽 『 ⽌ 渴 ， 利 ⼩ 便 ， 除 濕 益 燥 ， 和 中 益 氣 ， 利 腰 臍 閒
⾎ 。 • 』
引 湯 液 本 草 『 瀉 膀 胱 ， 益 脾 胃 ， 治 腎 積 奔 豚 。 』
引 ⽤ 藥 法 象 『 逐 ⽔ 緩 脾 ， ⽣ 津 導 氣 ， 平 ⽕ ⽌ 泄 ， 除 虛 熱 ， 開
腠 理 。 』

（ 八 ） ⽩ 朮 （ 2 8 ） （ 3 4 ） （ 4 1 ） （ 4 9 ）

别 錄 ： 主 ⼤ 風 在 身 ⾯ ， 風 眩 頭 痛 ， ⽬ 出 ， 消 痰 ⽔ ， 逐 ⽪ 間 風 ， ⽔
結 腫 ， 除 ⼼   下 急 滿 及 霍 亂 吐 下 不 ⽌ ， 利 腰 臍 閒 ⾎ ， 益 津 液 ，
暖 胃 消 穀 ， 嗜 食 。
引 本 經 『 主 風 寒 濕 痺 ， 死 肌 ， 痙 疸 ， ⽌ 汗 ， 除 熱 ， 消 食 。 作
煎 餌 。 久 服 身 輕 ， 延 年 不 饑 。 』

新 修 ： 引 陶 隱 居 『 能 除 惡 氣 ， 弭 災 沴 ， 丸 散 煎 餌 並 有 法 ， 其 苗 又 可
作 飲 ， 甚 ⾹ 美 ， 去 ⽔ 。 』

證 類 ： 引 藥 性 論 『 主 ⼤ 風 痺 痺 ， ⼼ 腹 脹 痛 ， 開 胃 ， 去 痰 涎 ， 除 寒 熱 ，
⽌ 下 泄 ， 治 ⽔ 腫 脹 滿 ， ⽌ 嘔 逆 ， 胃 氣 虛 ， 冷 痢 。 』
引 ⽇ 華 ⼦ 『 治 ⼀ 切 風 疾 ， 五 勞 七 傷 ， 冷 氣 腹 脹 ， 補 腰 膝 ， 消
痰 ， 治 ⽔ 氣 ， ⽌ 反 胃 嘔 逆 ， 筋 骨 軟 弱 ， 除 煩 長 肌 。 』

綱 ⽬ ： 引 珍 珠 囊 『 除 濕 益 氣 ， 和 中 補 陽 ， 消 痰 逐 ⽔ ， ⽣ 津 ⽌ 渴 ， ⽌
瀉 痢 ， 消 ⾜ 脛 濕 腫 ， 除 胃 中 熱 肌 熱 。 』
引 湯 液 本 草 『 理 中 益 脾 ， 補 肝 風 虛 ， 主 ⾆ 本 强 ， 食 則 崛 ， 胃
脘 痛 ， 身 體 重 ， ⼼ 下 急 痛 ， ⼼ 下 ⽔ 痞 ， 衝 脈 爲 病 ， 逆 氣 裹 急
， 臍 腹 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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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各 藥 材 之 化 學 成 分 ⽂ 獻
（ ⼀ ） 桂 枝 （ C i n n a m o m i   R a m u l u s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0 ）

1.177# ( Essential oil) : cinnamic aldehyde, cinnamyl ace-
tate , phenyl- propyl acetate •

2 . ⼆ 萜 類 （ D i t e r p e n o i d ） ： c i n n z e y l a n i n e ， c i n n z e y l a n o l , c i -
nncassiol, anhydrocinzeylanine , anhydrocinnzeylanol •

3.4*F (Tannin) : ( - ) - epicatechin, procyanidin, cinna-
m t a n n i n 1 •

4.71t: protocatechuic acid, gallic acid, D-glucose, D-.
fructose , sucrose, apigenin 3 , 7 - dirhamnoside •

（ ⼆ ） 芍 藥 （ P a e o n i a e   R a d i x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1 ）
1 . 單 萜 類 配 糖 體 ( Monoterpenoid Glycoside) : paeoniflorin ,

albiflorin, oxypaeoniflorin, benzylpaeoniflorin › paeoniflor-
igenone •

2.4*H ( Tannin) : tetra ~ undeca galloylglucose , ( + ) - c a t e ^
ch in , procyanidin •

3 . 其 他 ： s u c r o s e 。

（ 三 ） ⽣ 薑 （ Z i n g i b e r i s   R h i z o m a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2 ）
1. # M ( Essential oil) : Zingiberene, bisabolene, camphe-

ne, a-pinene, cineole, B-phellandrene, myrcene •
2 .   ⾟ 味 成 分 ： S - （ + ） - g i n g e r o l ， shogaol , dihydro-

gingerone •

（ 四 ） ⼤ 棗 （ Z i z y p h i   F r u c t u s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3 ）
1 . 糖 類 （ S u g a r ） ： D - f r u c t o s e ，   D - g l u c o s e ，

inan , pectin •
sucrose ,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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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i ( Triterpenoid) : oleannonic acid, oleanolic acid,
maslinic acid & 3-P-coumaroylate, betulonic acid,
betulinic acid, ursolic acid, alphitolic acid &
2- , 3 - P -coumaroylate •

3 . 2 7 ( Saponin) : zizyphus saponin, jujuboside •
4.Benzylalcohol Glycoside : zizybeoside, vomifoliol, zizyvosi-

de , roseoside •

5. # 1 t : rutin, 6, 8 - d i - C - g l u c o s y l - 2 (S&R) - naringenin ,
scopoletin •

（ 五 ） ⽢ 草   （ G l y c y r r h i z a e   R a d i x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4 ） （ 5 8 ）
1.E% ( Saponnin) : glycyrrhizin, glabric acid, glabrolide ,

liquiritic, ac id , 2 8 - hydroxyglycyrrheticacid, soyasapoge-
no l o

2. Ki it dix # ( Flavonoids) : liquiritin, isoliquiritin , licoflavo-
ne, licoricone, licoricidin, glycyrol , isoglycyrol, glabre-
n e , 2- methyl-7- hydroxyisoflavone •

3.#10: liqcoumarin, glucose , sucrose, mannitol, aspara-
gine •

（ 六 ） 附 ⼦ （ A c o n i t i   T u b e r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5 ）
1 . 7 5 5 # ( Diterpenoid alkaloid )

( 1) aconit ine} : aconit ine, mesaconitine, hypaconitine ,
jesaconitine , neopelline •

( 2 ) at is ine} : at is ine, kobusine, pseudokobusine, telati-
sine › atidine.

2.#1t : higenamine , coryneine , yokonoside •

（ 七 ） 茯 苓 （ P o r i a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6 ） （ 5 9 ）
1 . 三 萜 類 （ T r i t e r p e n o i d ） ： e u b r i c o i c   a c i d ，   d e h y d r o e b u r i c o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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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i d , 3 8 - 0 - a c e t y l t u m u l o s i c a c i d ,
3ß-O- acetyldehydrotumulosic a c i d , pachymic ac id ,
t u m u l o s i c ac id •

2.3MAi ( Polysaccharide) : pachyman •
3 .* BA) ( Steroid ) : ergosterol •
4 . 類 ⿈ 鹼 素 （ F l a v o n o i d e ） ： h y p e r i n 。
5.17 % ( Enzyme) : aspartie proteinase •

（ 八 ） ⽩ 朮   （ A t r a c t y l o d i s   R h i z o m a ） 之 化 學 成 分 （ 5 7 ）

1. MAL ( Essential oil) : atractylon , 3 ß - acetoxyatractylon , 3
3ß- acetoxyatractylon , 3ß- hydroxyatractylon , atractylenoli-
de 1 , l , Ill , eudesma-4 (14) , 7 (11) - dien-8- one •

三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各 藥 材 之 藥 理 作 ⽤ ⽂ 獻

！ ⼀ ） 桂 枝 之 藥 理 作 ⽤ （ 6 0 1 （ 6 8 ）

1 . 解 熱 ： 主 成 分 c i n n a m i c   a l d e h y d e   能 使 ⽪ 膚 ⾎ 管 擴 張 ， 調 整 ⾎ 液
循 環 ， 使 ⾎ 液 流 向 體 表 ， 有 利 於 散 熱 和 發 汗 。

2 . 鎮 痛 ： 作 ⽤ 於 ⼤ 腦 感 覺 中 樞 ， 提 ⾼ 疼 痛 國 ⽽ 收 鎮 痛 效 果 ， 並 能 解 除
內 臟 平 滑 肌 痙 攣 ， 緩 解 腸 道 痙 攣 性 疼 痛 。

3 . 健 胃 ： 桂 ⽪ 油 是 芳 ⾹ 性 健 胃 驅 風 劑 ， 可 促 進 唾 液 及 胃 液 分 泌 ， 幫 助
消 化 。

4 . 鎮 咳 ： 桂 ⽪ 油 經 肺 排 泄 ， 可 稀 釋 其 分 泌 液 的 黏 稠 度 ， ⽽ 有 祛 痰 ⽌ 咳
作 ⽤ 。

5 . 抗 菌 ： 體 外 試 驗 ⼄ 醇 浸 浓 對 ⾦ ⿈ ⾊ 葡 萄 球 菌 、 傷 寒 桿 菌 有 顯 著 的 抗
菌 作 ⽤ 。

6 . 抗 病 毒 ： 體 外 試 驗 對 流 感 病 毒 有 抑 制 作 ⽤ 。

（ ⼆ ） 芍 藥 之 藥 理 作 ⽤ （ 6 1 1 6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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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鎮 痛 、 解 痙 ： 對 中 樞 性 的 疼 痛 中 樞 和 脊 髓 性 的 反 射 弓 興 奮 有 鎮 靜 作
⽤ 。 對 家 免 離 體 腸 管 有 明 顯 抗 痙 攣 作 ⽤ .

2 . 抗 菌 ： 體 外 試 驗 對 痢 疾 桿 菌 、 傷 寒 桿 菌 、 ⾦ ⿈ ⾊ 葡 萄 球 菌 、 溶 ⾎ 性
鏈 球 菌 、 肺 炎 雙 球 菌 有 較 强 的 抑 制 作 ⽤ 。

3 . 抗 病 毒 ： 對 流 感 病 毒 有 抑 制 作 ⽤ 。
4 . 冠 狀 動 脈 擴 張 ： ⽔ 抽 出 液 對 冠 狀 動 脈 有 擴 張 作 ⽤ 。

（ 三 ） ⽣ 薑 之 藥 理 作 ⽤ （ 6 2 ） （ 7 0 ）

1 . 發 汗 ： 揮 發 油 促 進 周 邊 ⾎ 液 循 環 。
2 . 健 胃 ： 反 射 性 地 增 加 胃 液 分 泌 ， 增 强 胃 腸 蠕 動 。
3 . 升 壓 ： 反 射 性 興 奮 ⾎ 管 運 動 中 樞 和 交 感 神 經 ， 使 ⾎ 壓 上 升 。

（ 四 ） ⼤ 棗 之 藥 理 作 ⽤ （ 6 3 ） （ 7 1 ）
1 . 强 壯 ： 含 蛋 ⽩ 質 、 糖 類 和 維 ⽣ 素 ， 可 使 ⾎ 中 氧 化 ⼒ 增 加 ， 細 胞 繁 殖

⼒ 擴 ⼤ 。
2 . 所 含 之 鈣 質 能 使 體 內 細 胞 膜 維 持 適 度 滲 透 壓 。

（ 五 ） ⽢ 草 之 藥 理 作 ⽤ （ 6 4 ） （ 7 2 ）
1 . 解 毒 ： 通 過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之 吸 附 作 ⽤ 及 g l y c y r r h e t i c   a c i d 的 腎 上

腺 ⽪ 質 激   素 樣 作 ⽤ ， 類 似 葡 萄 糖 醛 酸 的 結 合 解 毒 作 ⽤ 。 體
外 溶 ⾎ 實 驗 中 ⽢ 草 甜 素 能 保 護 紅 ⾎ 球 免 受 皂 苷 的 溶 解 。

2 .   腎 上 腺 ⽪ 質 激 素 樣 作 ⽤ ： ⽢ 草 次 酸 能 使 鈉 、 ⽔ 滯 留 ， ⾎ 壓 增 ⾼ ， 鉀
排 出 增 加 。

3 . 抗 炎 ： 機 轉 尚 未 明 ， 可 能 抑 制 ⽑ 細 ⾎ 管 的 通 透 性 ， 或 影 響 細 胞 內
⽣ 物 氧 化   過 程 ， 降 低 了 細 胞 對 刺 激 的 反 應 性 ⽽ 產 ⽣ 抗 炎 作
⽤ 。

4 . 抗 潰 瘍 ： 抑 制 組 織 胺 引 起 的 胃 酸 分 泌 ， 增 加 胃 黏 膜 的 ⼰ 糖 胺 成 分 ，
使 胃 黏 膜 不 受 損 害 。

5 . 解 痙 ： 對 動 物 離 體 腸 管 有 抑 制 作 ⽤ ， 並 能 解 除 ⼄ 醯 膽 鹼 、 氯 化 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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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胺 所 致 之 腸 痙 攣 。
6 . 鎮 咳 祛 痰 ： 覆 蓋 咽 部 黏 膜 ， 緩 和 炎 症 的 刺 激 ， 促 進 咽 喉 及 ⽀ 氣 管 的

分 泌 ， 使 痰 易 咳 出 。
7 . 解 熱 ： 對 發 熱 的 ⼤ ⽩ 鼠 、 ⼩ ⽩ 鼠 、 家 兔 有 解 熱 作 ⽤ 。
8 . 抗 菌 ： 體 外 試 驗 對 ⾦ ⿈ ⾊ 葡 萄 球 菌 、 結 核 桿 菌 、 ⼤ 腸 桿 菌 、 阿 ⽶ 巴

原 蟲 及 滴 蟲 有 抑 制 作 ⽤ 。
9 . 抗 腫 瘤 ： 動 物 實 驗 對 ⼤ ⽩ 鼠 移 植 的 O b e r l i n g - G u e r i n   骨 瘤 有 抑

制 作 ⽤ ， 並 有 抗 ⼩ ⽩ 鼠 ⽩ ⾎ 病 的 作 ⽤ 。

（ 六 ） 附 ⼦ 之 藥 理 作 ⽤ （ 6 5 ） （ 7 3 ）

1 . 强 ⼼ ： 能 增 强 ⼼ 收 縮 ⼒ 。
2 . 鎮 痛 ： 熱 板 法 測 定 ， a c o n i n e   對 ⼩ ⽩ 鼠 有 鎖 痛 和 鎮 靜 作 ⽤ 。
3 . 抗 炎 ： 對 實 驗 性 關 節 炎 有 明 顯 的 消 炎 作 ⽤ 。
4 . ⾎ 管 擴 張 ： 實 驗 證 明 a c o n i t i n c 會 引 起 四 肢 ⾎ 管 擴 張 ， 產 ⽣ 降 壓 作 ⽤

5 . 局 部 麻 醉 ： 對 ⽪ 膚 黏 膜 之 感 覺 神 經 末 梢 先 呈 國 奮 現 象 ， 產 ⽣ 瘙 及
灼 熱 感 ， 繼 之 麻 痺 ， 使 知 覺 喪 失 。

（ 七 ） 茯 苓 之 藥 理 作 ⽤ （ 6 6 ） （ 7 4 ）
1 . 利 尿 ： 促 進 鈉 的 排 泄 ， 其 利 尿 作 ⽤ 並 非 由 於 所 含 之 鉀 鹽 。
2 . 鎮 靜 ： 明 顯 降 低 ⼩ ⽩ 鼠 的 ⾃ 發 活 動 ， 並 能 對 抗 咖 啡 因 所 致 過 度 興 奮

作 ⽤ 。
3 . 抗 潰 瘍 ： 對 ⼤ ⽩ 鼠 幽 ⾨ 結 紮 所 致 之 胃 潰 瘍 有 抑 制 作 ⽤ ， 並 降 低 胃 液

分 泌 及 游 離 酸 的 含 量 。
4 . 抗 腫 瘤 ： p a c h y m i c   a c i d , t u m u l o s i c   a c i d 對 離 體 肝 癌 細 胞 有 細 胞 毒

作 ⽤ 。

（ 八 ） ⽩ 朮 之 藥 理 作 ⽤ （ 6 7 ） （ 7 5 ）
1 . 强 壯 ： 增 强 網 狀 內 ⽪ 系 統 的 吞 噬 功 能 ， 提 ⾼ 淋 巴 細 胞 轉 化 率 ， 促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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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胞 免 疫 功 能 。
2 . 利 尿 ： 抑 制 腎 ⼩ 管 重 吸 收 ， 增 加 鈉 的 排 泄 。
3 . 降 ⾎ 糖 ： ⼤ ⽩ 鼠 實 驗 證 明 ⽩ 朮 煎 劑 和 浸 膏 有 降 ⾎ 糖 作 ⽤ 。
4 . 抗 凝 ⾎ ： 延 長 凝 ⾎ 時 間 。
5 . 抗 腫 瘤 ： 體 外 試 驗 證 明 中 性 油 對 食 道 癌 細 胞 有 明 顯 的 抑 制 作 ⽤ 。

實 驗 之 部

⼀ 、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之 藥 材 來 源
本 實 驗 所 使 ⽤ 的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八 種 藥 材 其 來 源 如 下 ：
桂 枝
芍 藥
⽣ 蔷
⽕ 染
⽢ 草
附 ⼦
茯 苓
⽩ 朮

Cinnamomum cassia BLume ( Lauraceae)
Paeonia lactiflora PalLas ( Ranunculaceae)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n ( Zingiberaceae )
Lizyphus jujuba MiLlEr ( R h a m n a c e a e )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er et Dc. ( Leguminosae )
Aconitum carmichaeli DEBEAux ( Ranunculaceae)
Poria cocos ( S CH W) WoLF ( Polyporaceae)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mzumi ( Compositae)

⼆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之 製 備
將 桂 枝 、 芍 藥 、 ⽣ 薑 、 ⼤ 棗 、 ⽢ 草 、 附 ⼦ 、 茯 苓 、 ⽩ 朮 依

4 : 3 : 3 : 3 : 1 . 5 : 0 . 5 ： 5 ： 5 之 比 例 混 合 均 勻 後 ， 取 ⼀ 公 ⽄ 置 於 1 0 公 升 圓
底 燒 瓶 內 ， 加 入 5 0 % 酒 精 5 公 升 ， 在 6 0 ° C ⽔ 浴 上 回 流 萃 取 4   ⼩ 時 ， 連 續 抽
取 4 次 ， 收 集 全 部 的 抽 取 液 混 合 ， 過 濾 ， 於 5 0 ° C 下 真 空 減 壓 濃 縮 至 呈 黏 稠
狀 ， 傾 出 於 蒸 發 ⽫ ， 移 置 5 0 ° C 烘 箱 乾 燥 至 完 全 除 去 溶 媒 ， 再 以 電 動 磨 粉 機
研 成 細 粉 。

三 、 實 驗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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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病 ⼈ 的 篩 選 是 依 照 美 國 風 濕 症 學 會 1 9 5 8 年 的 診 斷 標
準 ， 篩 選 出 典 型 的 （ C l a s s i c a l ） 及 確 定 的 （ D e f i n i t e ）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病
⼈ 爲 對 象 。 患 者 服 ⽤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的 劑 量 爲 6 g /   d a y   ， 長 期 連 ⽤ 三 個 ⽉
以 上 。 若 使 ⽤ ⾦ 劑 者 可 持 續 使 ⽤ ， ⽽ 病 情 較 難   控 制 者 可 同 時 短 期 服 ⽤ 其 他
抗 炎 劑 ， 但 予 以 詳 細 記 錄 。 其 療 效 評 估 依 下 列 三 ⽅ ⾯ 施 ⾏ ：

（ ⼀ ） 療 效 的 評 估 ：

關 節 炎 的 活 動 是 以 L a n s b u r y 關 節 炎 活 動 指 標 ， 取 j o i n t   s c o r e   包 括 疼 痛
關 節 數 、 腫 脹 關 節 數 、 早 晨 僵 硬 時 間 、 握 ⼒ 及 ⾎ 球 沈 降 速 率 做 綜 合 評 估 ， 並
按 時 照 X   光 觀 察 關 節 變 化 ， 按 S t e i n b r o c k e r 的 ⽅ 法 分 四 級 ， 機 能 障 礙 程 度 亦
分 四 級 ， 每 ⼆ 星 期 評 估 ⼀ 次 ， 療 效 分 爲 四 級 評 定 。

1 . 關 節 炎 進 ⾏ 程 度 之 分 級 ：
S t a g e   I ： 骨 質 無 破 壞 或 出 現 骨 質 粗 鬆 。
S t a g e   I ： 骨 質 粗 鬆 ， 軟 骨 下 破 壞 ， 或 出 現 輕 微 骨 質 破 壞 ， 關 節 活

動 受 制 但 未 變 形 ， 鄰 近 的 肌 ⾁ 萎 縮 ， 也 許 有 關 節 外 的 軟
組 織 障 礙 （ 如 結 節 、 腱 鞘 炎 等 ） 。

S t a g e ⽫ ： 骨 質 粗 鬆 及 骨 質 破 壞 ， 關 節 變 形 （ 如 半 脱 位 、 尺 骨 ⽅ 向 偏
斜 、 尺 骨 ⽅ 向 伸 展 過 度 ） ， 廣 泛 的 肌 ⾁ 萎 縮 ， 無 纖 維 性 或
骨 性 關 節 强 直 ， 關 節 外 的 軟 組 織 障 礙 。

S t a g e I V ： 纖 維 性 或 骨 性 關 節 强 直 ， 其 他 同 S t a g e   ⽫ I 。
2 . 機 能 障 礙 之 分 級 ：

C l a s s   I ： 與 正 常 ⼈ 差 不 多 ， 幾 乎 無 機 能 上 之 障 礙 。
C l a s s   I ： 只 有 ⼀ 個 或 少 數 幾 個 關 節 有 不 適 或 ⾏ 動 之 障 礙 。
C l a s s ⽫ ： 無 法 ⾃ ⼰ 過 ⼀ 般 正 常 的 ⽣ 活 。
C l a s s I ： 必 須 躺 在 床 上 或 坐 在 輪 椅 上 ， 無 法 照 顧 ⾃ ⼰ 的 ⽣ 活 。

3 . 療 效 評 定 之 分 級 ：
臨 床 控 制 ： 關 節 疼 痛 、 腫 脹 、 關 節 功 能 障 礙 和 ⾎ 球 沈 降 速 率 或 類 風

濕 因 ⼦ 在 治 療 後 恢 復 正 常 者 。
顯 效 ： 臨 床 症 狀 、 ⾎ 球 沈 降 速 率 或 類 風 濕 因 ⼦ 在 治 撩 後 ⼤ 部 分 恢 復

正 常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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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轉 ： 臨 床 症 狀 、 ⾎ 球 沈 降 速 率 或 類 風 濕 因 ⼦ 在 治 療 後 僅 有 部 分 改
善 者 。

無 效 ： 臨 床 症 狀 、 ⾎ 球 沈 降 速 率 或 類 風 濕 因 ⼦ 在 治 撩 後 無 改 善 或 反
加 重 者 。

（ ⼆ ） 免 疫 系 統 的 評 估 ：

每 六 個 星 期 測 試 ⼀ 次 R h e u m a t o i d   f a c t o r ， I g G ， I g A ， I g M ，
T- c e l l , B-cell , C3, C4 °

（ 三 ） 副 作 ⽤ 與 安 全 性 的 評 估 ：
每 六 個 星 期 测 試 ⼀ 次 H c t ， W B C ，   P l a t e l e t e   c o u n t ， U r i n e

r o u t i n e , G O T , S G P T , B U N , C r e a t i n i n e , L D H › Al-

kaline phosphatase , l以 確 定 有 無 肝 腎 功 能 異 常 ， ⾎ 液 尿 液 變 化 及 細
胞 毒 性 。

四 、 實 驗 結 果

2 9 位 （ 男 5 ⼈ ， 女 2 4 ⼈ ） 典 型 的 或 確 定 的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患 者 中 ， 2 0
⼈ ⽤ 桂 苓 湯 治 療 （ A 組 ） ， 9 ⼈ ⽤ 桂 苓 湯 加 ⾦ 劑 治 療 （ B 組 ） ， 患 者 平 均 服
藥 2 1 5 . 4 天 ， 由 治 療 前 後   參 數 得 知 顯 效 5 ⼈ （ 1 7 . 2 % ） ， 好 轉 1 6
⼈ （ 5 5 . 2 % ） ， ⽽ 8 ⼈ （ 2 7 . 6 % ） 無 效 。

（ ⼀ ） 療 效 的 評 估 ：

1 . 如 表 ⼀ 所 ⽰ ， A 組 2 ⼈ （ 1 0 % ） 及 B 組 3 ⼈ （ 3 3 . 3 % ） 顯 效 ︔ A 組 1 1 ⼈
（ 5 5 % ） 及 B   組 5 ⼈ （ 5 5 . 6 % ） 好 轉 ︔ A 組 7 ⼈ （ 3 5 % ） 及 B 組 1
⼈ （ 1 1 . 1 % ） 無 效 。

2 .   由 臨 床 數 據 顯 ⽰ ， A 組 1 0 ⼈ （ 5 0 % ） 及 B 組 6 ⼈ （ 6 6 . 7 % ） 握 ⼒ 强 度
增 加 ︔ A 組 1 6 ⼈ （ 8 0 % ） 及 B 組 9 ⼈ （ 1 0 0 % ） 疼 痛 關 節 數 減 少 ︔ A 組
1 7 ⼈ （ 8 5 % ） 及 B 組 8 ⼈ （ 8 8 . 9 % ）   腫 脹 關 節 數 減 少 ︔ A 組 1 1
⼈ （ 5 5 % ） 及 B 組 6 ⼈ （ 6 6 . 7 % ） 晨 僵 時 間 縮 短 ︔ A 組 6 ⼈ （ 3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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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 組 7 ⼈ （ 7 7 . 8 % ） 其 E S R 值 降 低 。 8   個 治 療 前 後 之 臨 床 及 檢 驗 參
數 平 均 值 如 表 ⼆ 所 ⽰ 。

3 . 治 後 的 X 光 檢 查 如 表 三 所 ⽰ ， B 組 ⼀ 女 性 患 者 由 S t a g e   D 變 成 S t a -
g e   ⽫ l ， 其 餘 均 無 變 化 。

4 . ⼀ 位 5 2 歲 女 性 患 者 以 桂 苓 湯 配 合 ⾦ 劑 治 療 三 個 ⽉ 後 ， 脱 離 對 類 固 醇
的 依 賴 。

（ ⼆ ） 免 疫 系 統 的 評 估 ：
免 疫 球 蛋 ⽩ ⽅ ⾯ ， A 組 6 ⼈ 之 I g G ， 3 ⼈ 之 I g A ， 4 ⼈ 之 I g M   值 降 低 ︔ B
組 2 ⼈ 之 I g G ， 5 ⼈ 之 I g A ， 3 ⼈ 之 I g M 值 降 低 。 即 使 免 疫 球 蛋 ⽩ 数 值 產
⽣ 變 化 ， 但 多 仍 維 持 在 正 常 範 圍 內 。

（ 三 ） 副 作 ⽤ 與 安 全 性 的 評 估 ：

H B ， W B C ， S G O T ， S G P T ， C r e a t i n i n e ， U r i n a l y s i s   之 監 测 顯
⽰ 無 毒 性 反 應 發 ⽣ ， 雖 有 些 不 良 副 作 ⽤ ， 但 均 在 可 忍 受 的 範 圍 內 。 如
表 四 所 ⽰ ， A 組 1 ⼈ 及 B 組 3 ⼈ 視 ⼒ 模 糊 ︔ A 組 1 ⼈ 經 期 延 長 ， 2 ⼈ ⽪
膚 發 癢 ︔ B 組 1 ⼈ 產 ⽣ ⽪ 疹 ， 經 撤 除 ⾦ 劑 後 ⽪ 疹 消 失 。

Table I Summary of the outcome of Gui - Lin- Tang treatment in 29 patients.

m a r k e d

improvement
moderate or slight
improvement.

no
improvement

GLT 11 7

GLT + Gold 3 5 1

Total 5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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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l Mean value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parameters pre and post treatment.

Morning
st i ffness

(min)

Sum grip
strength of
both hands (lb)

Painful
joints

Swollen
joints ESR IgG IgA IgM

Pre-

G LT

Post-

146.8
‡ 5 3 . 3

17.3
‡ 4 . 2

7.9
‡ 1.0

4.5
$0.8

38.6
$ 7.4

1345
=74

271
‡ 3 4

153
$ 18

55.3
+ 29.2*

25.9
$4.7*

2.4
‡0.4***

0.4
$0.2***

45.0
‡ 5 . 5

1426
‡ 186

250
⼠ 3 2

141
$ 10

Pre-
GLT +

Gold
Post-

150.0
⼠ 7 3 . 5

1.9
$ 0.6

13.9
⼠ 3 . 0

8.6
‡ 2 . 2

83.1
$17.7

1375
‡ 227

322
+ 25

173
‡ 25

65.0
+ 39.8*

7.6
+1.8*

1.8
+ 0.5**

0.6
$0.2**

65.8
$ 10.2

1408
+154 ÷18

313 182
‡18

(1) GLT:Gui - Lin - Tang
(2) Mean ‡ SE(n- 20 for GLT, 9 for GLT + Gold)
(3) *p < 0.05,**p < 0.01, ***p ‹ 0.001 as analyzed by paired comparison Student's + test.

Table Ill Therapeutic classific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Gui-Lin--
Tang.

Before treatment

(No. of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No. of patients)

Stage Class Stage Class

GLT

2 14 2 16

16 5 16 4

⽫ 1 1 1

IV 1 1

Total 2 0 20 20 20

2

GLT + Gold
4 8 3 6

⽫ 2 0 3

IV 3 1 3

Total 9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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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V Adverse reactions to Gui - Lin - Tang treatment.

GLT GLT + Gold

Blurring vision 1 3

Prolonged menstruation 1

Itching 2

Skin rash 1

Total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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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討 論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的 原 因 不 明 ， 治 療 非 常 困 難 ， ⽬ 前 僅 知 道 它 是 ⾃ 身 免
疫 系 統 異 常 造 成 的 炎 症 性 變 化 ， 除 了 對 於 關 節 炎 等 炎 症 應 選 ⽤ 消 炎 劑 以
外 ， 對 於 基 本 原 因 的 免 疫 療 法 也 應 合 併 使 ⽤ ， 才 能 長 期 控 制 病 情 的 進 展 。
⼀ 般 對 於 炎 症 是 以 非 類 固 醇 性 消 炎 鎮 痛 劑 （ N S A I D ） 爲 中 ⼼ ， ⽽ 免 疫 療 法
則 以 ⾦ （ G o l d ） 、 青 霉 胺 （ D - P e n i c i l l a m i n e ） 爲 中 ⼼ 來 治 療 ， 本 研 究 選
⽤ 中 藥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來 治 療 的 主 要 理 由 就 是 希 望 結 合 消 炎 和 免 疫 ⼆ ⽅ ⾯
的 藥 效 ， 來 達 到 長 期 治 療 病 ⼈ 的 ⽬ 的 （ 2 ） （ 7 1 8 1 （ 1 0 ）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含 有 桂 枝 、 芍 藥 、 ⽢ 草 、 附 ⼦ ， ⾃ 古 以 來 ⼀ 直 被 ⽤ 爲

解 熱 解 痙 ⽌ 痛 藥 ， 桂 枝 主 成 分 c i n n a m i c   a l d e h y d e   能 使 ⽪ 膚 ⾎ 管 擴 張 ⽽ 有
解 熱 作 ⽤ ， 並 能 作 ⽤ 於 ⼤ 腦 感 覺 中 樞 提 ⾼ 疼 痛 閾 ⽽ 有 鎮 痛 效 果 （ 6 0 ） （ 6 8 ） ︔ 芍
藥 對 中 樞 性 的 疼 痛 中 樞 和 脊 髓 性 的 反 射 弓 興 奮 有 鎮 靜 作 ⽤ （ 6 1 1 （ 6 9 ） ︔ ⽢ 草 有
腎 上 腺 ⽪ 質 激 素 樣 的 作 ⽤ （ 6 4 ） （ 7 2 1 ︔ 附 ⼦ 對 實 驗 性 關 節 炎 有 消 炎 作 ⽤ ， 同 時
也 有 鎮 痛 作 ⽤ （ 6 6 ） （ 7 3 ） 。 實 驗 上 ， 桂 枝 、 芍 藥 、 ⽢ 草 、 附 ⼦ 能 抑 制 P r o s -
t a g l a n d i n   合 成 ， 雖 然 P r o s t a g l a n d i n   不 能 直 接 影 響 B r a d y k i n i n 釋 出 ， 但
却 有 促 進 的 作 ⽤ ， 如 此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可 能 經 由 抑 制 P r o s t a g l a n d i n   的 合
成 來 抑 制 B r a d y k i n i n 的 作 ⽤ ， 以 達 到 ⽌ 痛 的 效 果 。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主 要 的
抗 炎 機 轉 可 能 是 抑 制 A r a c h i d i c   a c i d   代 謝 ， 進 ⽽ 抑 制 P r o s t a g l a n d i n 的 合
成 ， 以 及 促 進 吞 噬 細 胞 （ m a c r o p h a g e ） 的 活 化 ⽽ 保 護 發 炎 組 織 「 5 ）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在 單 獨 使 ⽤ 群 有 效 率 達 6 5 % ， ⽽ 併 ⽤ 於 使 ⽤ ⾦ 劑 者 更

⾼ 達 8 8 . 9 % ， 雖 然 我 們 還 未 確 知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在 免 疫 學 ⽅ ⾯ 所 扮 演 的 角
⾊ ， 但 由 其 對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病 ⼈ 臨 床 上 炎 症 的 抑 制 效 果 包 括 晨 間 僵 硬 時
間 、 主 觀 疼 痛 、 關 節 疼 痛 數 ⽬ 、 關 節 腫 脹 數 ⽬ 都 很 明 顯 ， 可 ⾒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本 身 不 但 是 ⼀ 良 好 非 類 固 醇 性 消 炎 ⽌ 痛 劑 （ N S A I D ） ， ⽽ 且 對 於 ⾦ 劑
的 效 果 有 加 成 作 ⽤ 。 有 ⼀ 病 ⼈ 成 功 地 在 三 星 期 內 合 併 使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及 ⾦ 劑 ⽽ 由 類 固 醇 使 ⽤ 中 脱 離 出 ， 因 三 星 期 尚 未 是 ⾦ 劑 效 果 出 現 的 時 間
內 ， 所 以 可 能 是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的 效 果 爲 主 。 X 光 的 追 踪 顯 ⽰ 有 ⼀ 病 患 由
S t e i n b r o c k e r   s t a g e   I 移 ⾏ 至 s t a g e   I ， 表 ⽰ 此 劑 亦 無 阻 ⽌ 關 節 病 變 的 進
⾏ ， 但 由 於 關 節 症 狀 改 善 ， 故 病 ⼈ 的 機 能 障 礙 程 度 也 有 改 善 ， 單 獨 使 ⽤ 者

.   有 ⼀ 例 由 c l a s s   ⽫ 變 成 c l a s s   I ， ⼆ 例 由 c l a s s   I 變 成 c l a s s   I ， ⾦ 合 併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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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有 ⼆ 例 由 c l a s s   ⽇ 變 成 c l a s s I 。 使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約 三 週 時 關 節 症 狀
的 進 步 明 顯 ， 以 後 效 果 降 低 ， 但 超 過 三 個 ⽉ 使 ⽤ 症 例 則 效 又 漸 穩 定 上
升 ， 雖 效 果 遲 緩 ， 但 病 ⼈ 再 發 作 （ f l a r e - u p ） 的 情 況 減 少 。 短 期 的 據 效 可
能 是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的 抗 炎 作 ⽤ ， ⽽ 長 期 （ 三 個 ⽉ 以 上 ） 者 可 能 是 經 由 免
疫 系 統 的 作 ⽤ 壓 制 異 常 免 疫 系 統 的 關 係 。
長 期 使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產 ⽣ 的 副 作 ⽤ 中 ， 單 獨 使 ⽤ 者 ⼀ ⼈ 視 ⼒ 模

糊 ， ⼀ ⼈ 經 期 延 長 ， ⼆ ⼈ ⽪ 膚 發 癢 ， 與 ⾦ 劑 合 併 使 ⽤ 者 三 ⼈ 視 ⼒ 模 糊 ， ⼀
⼈ 產 ⽣ ⽪ 疹 。 產 ⽣ ⽪ 疹 的 病 ⼈ 經 停 ⽌ ⾦ 劑 使 ⽤ 後 ⽪ 疹 消 失 ， ⽽ ⽪ 疹 是 ⾦ 劑
的 副 作 ⽤ 之 ⼀ ， 其 他 的 副 作 ⽤ 都 是 輕 度 可 忍 受 的 ， 不 需 停 藥 ， 另 肝 腎 機
能 、 ⾎ 液 檢 查 都 屬 正 常 。 ⽪ 膚 發 瘲 、 視 ⼒ 模 糊 可 能 與 組 織 胺 的 釋 放 有
關 ［ 1 0 ］ ︔ 造 成 經 期 延 長 的 原 因 並 不 清 楚 ， 雖 然 ⽩ 朮 經 實 驗 證 明 有 延 長 凝
⾎ 時 間 的 作 ⽤ ， 但 是 否 單 由 ⽩ 朮 的 藥 效 所 引 致 就 不 得 ⽽ 知 。

⼀ 般 N S A I D 抗 風 濕 藥 常 會 引 起 腸 胃 障 礙 、 浮 腫 、 尿 量 減 少 、 食 慾 不
振 ， 甚 至 肝 腎 機 能 障 礙 等 ， 但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的 使 ⽤ 例 却 無 此 現 象 發 ⽣ 。
桂 枝 含 桂 ⽪ 油 ， 可 健 胃 驅 風 ， 促 進 唾 液 胃 液 分 泌 ， 幫 助 消 化 ︔ ⽣ 薑 亦 爲 健
胃 劑 ， 可 促 進 胃 液 分 泌 ， 增 强 胃 腸 蠕 動 ︔ ⽢ 草 抑 制 組 織 胺 引 起 的 胃 酸 分
泌 ， 有 抗 潰 瘍 作 ⽤ ︔ 茯 苓 亦 有 抗 潰 瘍 作 ⽤ ︔ ⽣ 薑 發 汗 ︔ 附 ⼦ 有 强 ⼼ 、 ⾎ 管
擴 張 作 ⽤ ︔ 茯 苓 、 ⽩ 朮 利 尿 ︔ ⼤ 棗 是 强 壯 劑 ， 含 蛋 ⽩ 質 、 糖 類 、 維 ⽣ 素 ，
使 ⾎ 中 氧 化 ⼒ 增 加 ， 同 時 鈣 質 可 幫 助 穩 定 細 胞 滲 透 壓 ︔ ⽢ 草 有 解 毒 功 能 （ 6 0 ）
- 7 5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的 療 效 就 是 綜 合 各 個 藥 效 的 合 成 作 ⽤ ， 所 以 除 了 關
節 炎 的 症 狀 外 ， 亦 可 減 輕 其 他 症 狀 ， 像 疲 勞 感 、 晨 間 僵 硬 、 ⼿ 脚 冰 冷 、 痙
攣 、 尿 量 減 少 、 並 保 護 肝 腎 不 受 到 損 傷 ， 甚 至 可 抑 制 免 疫 系 統 保 護 身 體 。
本 研 究 中 單 獨 使 ⽤ 例 之 副 作 ⽤ 、 毒 性 等 很 少 ， ⾦ 劑 合 併 使 ⽤ 者 副 作 ⽤ 也 比
其 他 報 告 少 ， 是 否 由 於 合 劑 的 作 ⽤ 尚 未 知 曉 ， 紅 ⾎ 球 沈 降 率 及 免 疫 球 蛋 ⽩
有 部 分 例 ⼦ 下 降 ， 但 整 個 平 均 值 並 未 呈 有 意 義 的 下 降 ， 抗 炎 效 果 是 否 經 由
其 他 途 徑 ， 以 及 免 疫 調 節 機 能 等 問 題 ， 均 有 待 進 ⼀ 步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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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 、 長 期 （ 平 均 2 1 5 . 4 天 ） 使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治 療 類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病 ⼈ 有 效 率

6 5 % ， 若 合 併 ⾦ 劑 使 ⽤ ， 其 有 效 率 更 ⾼ 達 8 8 . 9 % 。
⼆ 、 長 期 使 ⽤ 桂 枝 加 苓 朮 附 湯 並 未 發 現 肝 腎 、 ⾎ 液 系 統 的 影 響 。
、 桂 枝 加 苓 术 附 湯 是 ⼀ 有 效 的 抗 風 濕 藥 物 ， 但 其 對 免 疫 系 統 的 作 ⽤ 機 轉 則 有
待 進 ⼀ 步 斫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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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 e v e n t y - t w o patients with definite or classical rheumatoid ar-

thritis were treated with Gui-Lin-Tang and 29 patients (5 males, 24
females) completed the long term study. Twenty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Gu i -L in -Tang alone. Nin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Gui-Li-
n - Ta n g in addition to gold. All the patients tolerated the drug and had
an averaged 215.4 days follow up. Five patients (17.2% ) were
markedly improved, sixteen (55.2% ) moderately or slightly improved,
and eight ( 27.6% ) un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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