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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棗 仁 湯 抗 焦 慮 及 鎮 靜 作 ⽤ 之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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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 研 究 以 ⿊ ⽩ 室 及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誘 發 焦 慮 模 式 來 探 討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之 抗 焦 慮 作 ⽤ ， 並 以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及 測 定 ⼤ 鼠 ⾃ 發 運 動 量 來 探 討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之 鎭 靜 作 ⽤ ， 結 果 顯 ⽰ 於 ⿊ ⽩ 室
中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可 明 顯 增 加 ⼩ 鼠 在 明 室 的 時 間 ， 第 ⼀ 次 由 明 室 至 暗 室 之 時 間 ， 兩 室 間 的 穿 梭 次
數 ， 並 縮 短 ⼩ 鼠 在 暗 室 的 時 間 ︔ 於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中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可 明 顯 增 加 停 留 在 開 放 臂 的
時 間 百 分 率 及 進 入 次 數 百 分 比 並 縮 短 停 留 在 封 閉 臂 的 時 間 百 分 率 及 進 入 次 數 百 分 比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 1 . 0 g / k g ）   可 延 長 ⼩ 鼠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的 睡 眠 時 間 並 減 少 ⼤ 鼠 的 ⾃ 發 運 動 量 。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顯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於 較 低 劑 量 （ 0 . 5 g / k g ） 具 有 抗 焦 慮 作 ⽤ ， 較 ⾼ 劑 量 （ 1 . 0 g / k g ） 則 具 有 鎮 靜 作 ⽤ 。

關 鍵 詞 ： 酸 棗 仁 湯 、 ⿊ ⽩ 室 、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 抗 焦 慮 作 ⽤ 、 鎮 靜 作 ⽤

前 ⾔

現 今 臨 床 使 ⽤ 之 抗 焦 慮 藥 物 ， ⼤ 致 可 分 成
兩 ⼤ 類 ：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類   與   n o n - b e n z o d i -
a z e p i n e   類 （ L ） ︔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類 爲 現 今 臨 床 最
常 ⽤ 之 抗 焦 慮 藥 物 ， ⽽ 在 臨 床 上 尚 具 有 抗 痙
攣 、 鎮 靜 、 安 眠 、 降 低 肌 ⾁ 張 ⼒ 、 及 抗 癲 癇 等
作 ⽤ ， 雖 在 運 ⽤ 上 頗 具 療 效 ， 但 卻 有 甚 多 副 作
⽤ ， 最 主 要 者 係 在 治 療 劑 量 下 ， 常 伴 隨 鎮 靜 之
作 ⽤ ， 導 致 嗜 睡 、 紊 亂 及 運 動 功 能 失 調 等 中 樞
抑 制 之 作 ⽤ 。 其 次 在   n o n -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類 ，
又 可 分 成 兩 ⼩ 類 ： b a r b i t u r a t e s   類 及   5 - H T
a g o n i s t s   類 兩 類 ︔ B a r b i t u r a t e s   類 之 作 ⽤ 與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類 相 近 ， 但 副 作 ⽤ 則 較 b e n z o d i -
a z e p l i n e   類 多 且 嚴 重 ， 除 導 致 鎮 靜 、 嗜 睡 、 紊 亂
及 運 動 功 能 失 調 等 中 樞 神 經 抑 制 作 ⽤ 外 ， 對 於
肝 臟 代 謝 ， 特 別 是 c y t o c h r o m e   p - 4 5 0   系 統 則 有
誘 發 作 ⽤ 。 ⽽ 5 - H T   a g o n i s t s   特 別 是 5 - H T 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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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o n i s t s ， 為 最 近 較 受 注 意 及 發 展 之 抗 焦 慮
藥 ， 因 其 無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類 中 樞 抑 制 之 副 作
⽤ ， 使 ⽤ 上 較 無 危 險 ， 但 仍 有 ⼀ 些 其 它 的 副 作
⽤ ， 如 噁 ⼼ 、 嘔 吐 、 嗜 睡 及 頭 痛 之 副 作 ⽤ 。 綜
觀 現 今 臨 床 使 ⽤ 之 抗 焦 慮 藥 物 ， 其 副 作 ⽤ 及 毒
性 仍 ⼤ ， 雖 有 新 近 發 展 之 5 - H T   a g o n i s t s ， 但 尋
找 更 具 療 效 ⽽ 毒 性 更 低 之 藥 物 仍 是 值 得 探 索 的
⽅ 向 。
酸 棗 仁 湯 為 我 國 傳 統 常 ⽤ 為 安 神 劑 ， ⾸ 載

於 張 仲 景 所 著 之 ⾦ 要 略 ， 由 酸 棗 仁 ⼆ 升 、 ⽢
草 ⼀ 兩 、 知 母 ⼆ 兩 、 茯 苓 ⼆ 兩 及 川 芎 ⼆ 兩 所 組
成 ， 具 有 養 ⾎ 安 神 、 清 熱 除 煩 之 功 效 ， 主 治 虛
勞 煩 熱 不 得 眠 。 ⽅ 中 酸 棗 仁 養 肝 ⾎ 、 安 ⼼ 神 為
主 藥 ， 與 ⽢ 草 合 ⽤ ， 則 酸 ⽢ 合 化 ， 可 以 養 肝
陰 ， 斂 浮 陽 ︔ 知 母 清 虛 煩 ， 兼 滋 肝 燥 ︔ 茯 苓 、
川 芎 ⾏ 氣 除 痰 （ 2 ） 。 現 代 臨 床 研 究 顯 ⽰ 酸 棗 仁 湯
具 有 鎮 靜 安 眠 作 ⽤ （ 3 ） ， 並 ⽤ 於 治 療 焦 慮 性 神 經
官 能 症 （ 4 ） ， 據 謝 明 村 教 授 的 臨 床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酸 棗 仁 湯 具 有 中 樞 鎮 靜 及 抗 焦 慮 作 ⽤ （ 5 , 6 ） 。
其 機 轉 可 能 為 抑 制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及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s   的 活 性 有 關 。 然 有 關 酸 棗
仁 湯 對 實 驗 焦 慮 模 式 之 抗 焦 慮 作 ⽤ 的 基 礎 研 究
並 未 ⾒ 有 探 討 。 因 此 本 研 究 使 ⽤ 依 據 囓 齒 類 動
物 厭 惡 ⾼ 及 開 放 空 間 的 天 性 ⽽ 設 計 的 E l e v a t e d
p l u s - m a z e   及 囓 齒 類 動 物 害 怕 紅 光 及 ⽩ 光 的 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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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計 之   B l a c k   &   w h i t e   t a s k   來 誘 發 焦 慮 ， ⽼
鼠 在 此 環 境 下 會 產 ⽣ 與 焦 慮 有 關 之   c o n f l i c t
b e h a v i o r s ， 是 ⽬ 前 最 廣 泛 被 使 ⽤ 於 研 究 焦 慮 的
動 物 模 式 ， 探 討 酸 棗 仁 湯 對 這 兩 實 驗 模 式 所 誘
發 之   c o n f l i c t   b e h a v i o r s 的 影 響 。

材 料 與 ⽅ 法

⼀ 、 實 驗 藥 材 之 製 備
本 實 驗 所 ⽤ 之 酸 棗 仁 湯 組 成 藥 材 基 原 如

下 ：
1 .   酸 棗 仁 ： 爲 鼠 李 科 植 物 酸 棗   Z i z i p h u s
j u j u b a   M i l l . 的 乾 燥 成 熟 種 ⼦ 。

2 .   ⽢ 草 ： 爲 ⾖ 科 植 物 ⽢ 草   G l y c y r r h i z a
u r a l e n s i s   F i s c h . 的 乾 燥 根 莖 。

3 . 知 母 ： 爲 百 合 科 植 物 知 母 A n e m a r r h e n a
a s p h o d e l o i d e s   B g e . 的 乾 燥 根 莖 。

4 . 茯 苓 ： 為 多 孔 菌 科 眞 菌 茯 苓 P o r i a   c o c o s
（ S c h w . ） W o l f 的 菌 核 。

5 . 川 芎 ： 爲 傘 形 科 植 物 川 芎   L i g u s t i c u m
c h u a n x i o n g   H o r t . 的 乾 燥 根 莖 。
將 上 述 各 藥 材 依 酸 棗 仁 、 ⽢ 草 、 知 母 、 茯

苓 及 川 芎 （ 2 : 1 : 2 : 2 : 2 ） 比 例 混 合 之 酸 棗 仁 湯 以 ⼄
醇 浸 潤 之 ， 在 5 0 ° C 下 迴 流 抽 取 四 ～ 五 次 ， 每 次
約 四 ⼩ 時 ， 合 併 抽 取 液 ， 經 減 壓 濃 縮 乾 燥 後 ，
即 得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 以 下 簡 寫 為 S Z T A ）
， 抽 取 之 產 率 為 2 4 % ， 溶 於 蒸 餾 ⽔ 使 ⽤ 。

⼆ 、 實 驗 試 藥
1 .   D i a z e p a m   購 ⾃   S i u   G u a n   C h e m i c a l   W o r k   以

0 . 1 % 酒 精 之 ⽣ 理 食 鹽 ⽔ 溶 液 溶 解 。
2 .   B u s p i r o n e   H C I   購 ⾃   S i g m a   C h e m i c a l   C o . 以
純 ⽔ 溶 解 。

3 .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購 ⾃ 東 京 化 ⼯ ， 以 0 . 5 % 甲 基
纖 維 素 溶 解 。

三 、 實 驗 動 物
1 .   I C R   系 雌 性 ⼩ 鼠 ， 體 重 1 8 ～ 2 4 公 克

( Black & white • Elevated plus-maze •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實 驗 ⽤ ） ， 每 組 1 2
隻 。

2 .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雌 性 ⼤ 鼠 ， 體 重   1 8 0 ～
2 4 0 公 克 （ ⾃ 發 運 動 量 實 驗 ⽤ ） ， 每 組 6
隻 。

四 、 實 驗 ⽅ 法

（ ⿊ ⽩ 室 試 驗 （ B l a c k   &   w h i t e   t e s t ）
⿊ ⽩ 室 試 驗 儀 器 由 ⼤ ⼩ 不 同 的 ⼆ 實 驗 箱 所

組 成 ， ⼀ 個 實 驗 箱 塗 成 ⽩ ⾊ （ 2 7 ×   2 7 c m ） ， 另
⼀ 個 塗 成 ⿊ ⾊ （ 2 7   × 1 8   c m ） ， 兩 實 驗 箱 間 由
4 7 c m   ⾼ 的 壁 隔 開 ， 此 壁 底 部 有 ⼀ 開 ⼜ （ 7 × 7 c m ） ，
每 實 驗 箱 底 部 均 有 ⽤ 線 畫 出 9 X 9 c m 格 ⼦ 。 每
實 驗 箱 各 有 其 獨 ⽴ 照 明 ， 明 室 ⽤ 6 0 W ⽩ 光 燈
泡 ， 暗 室 ⽤ 6 0 W 紅 光 燈 泡 ， 兩 燈 泡 離 地 板 3 7 c m
⾼ 。 每 隻 動 物 測 試 5 分 鐘 ， 並 於 每 隻 動 物 測 試
完 後 將 地 板 擦 拭 乾 淨 ， 實 驗 從 下 午 ⼆ 點 至 下 午
五 點 。 將 酸 棗 仁 湯 ⼄ 醇 粗 萃 取 物 以 不 同 劑 量 分
別 經 由 ⼜ 服 給 與 ⼩ 鼠 3 0 分 鐘 後 ︔ 再 將 ⼩ 鼠 置 於
明 室 中 央 ， ⼩ 鼠 頭 部 ⾯ 向 暗 室 ， 記 錄 ⼩ 鼠 停 留
在 每 ⼀ 室 的 總 時 間 、 於 ⿊ ⽩ 室 間 的 穿 梭 次 數 及
第 ⼀ 次 變 換 至 暗 室 的 時 間 （ 7 ） 。 本 實 驗 以
d i a z e p a m （ 簡 寫 為 D I Z ， 1   m g / k g ， i p ） 與
b u s p i r o n e （ 簡 寫 為 B U S ， 2 m g / k g ， i p ） 作 正
對 照 ， 於 給 藥 2 0 分 鐘 後 進 ⾏ 試 驗 （ 8 ） 。
C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 E l e v a t e d   p l u s - m a z e ） 試 驗

本 實 驗 主 要 是 依 P e l l o w   氏 於 1 9 8 5 年 發 表 ⽤
於 評 估 焦 慮 的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儀 器 ， 是 ⽬ 前
最 廣 泛 被 使 ⽤ 的 動 物 焦 慮 模 式 ， 其 原 理 主 要 是
依 據 鋸 齒 類 動 物 厭 惡 ⾼ 及 開 放 空 間 的 天 性 ， 以
誘 發 動 物 焦 慮 （ 9 ） 。 本 儀 器 由 兩 個 開 放 臂 （ o p e n
a r m s ;   2 5   ×   5   c m ） 及 兩 個 封 閉 臂 （ c l o s e   a r m s ; 2 5 ×
5   ×   1 5   c m ） ， 中 以 開 放 之 正 ⽅ 形 （ 5   × 5   c m ） 連
接 。
將 酸 棗 仁 湯 ⼄ 醇 粗 萃 取 物 以 不 同 劑 量 分 別

經 由 ⼜ 服 投 藥 給 與 ⼤ 鼠 3 0 分 鐘 後 ︔ 將 ⼩ 鼠 放 入
開 放 臂 與 封 閉 臂 交 叉 中 央 ， 實 驗 動 物 頭 部 ⾯ 對
其 中 ⼀ 個 封 閉 臂 ， 記 錄 ⼩ 鼠 進 入 開 放 臂 及 封 閉
臂 總 次 數 百 分 率 、 滯 留 開 放 臂 之 時 間 百 分 率 爲
評 估 標 準 （ 1 0 ） 。 實 驗 者 連 續 觀 察 5 分 鐘 ， 每 隻 ⼤
鼠 只 測 定 ⼀ 次 ， 每 組 2 0 隻 。 實 驗 時 間 從 下 午 ⼆
點 至 下 午 五 點 。 本 實 驗 以 d i a z e p a m （ 簡 寫 為
DIZ, 1 mg/kg, ip ) Elbuspirone ( 1 A F BUS, 2



m g / k g ,   i p ） 作 正 對 照 ， 於 給 藥 2 0 分 鐘 後 進 ⾏ 試
驗 （ L ） 。

三 ） 對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時 間 之 影 響
將 酸 棗 仁 湯 ⼄ 醇 粗 萃 取 物 以 不 同 劑 量 分 別

經 由 ⼜ 服 給 與 ⼩ 鼠 3 0 分 鐘 後 ， 再 分 別 腹 腔 注 射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 1 0 0   m g / k g ） 誘 發 睡 眠 ， 觀 察 記 錄
從 注 射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後 至 ⼩ 鼠 之 翻 正 反 射 （ r i g h t -
i n g   r e f l e x ） 消 失 時 間 （ o n s e t ） 及 從 翻 正 反 射 消 失
至 恢 復 的 時 間 （ s l e e p i n g   t i m e ， d u r a t i o n ） （ L 2 ） 。
對 照 組 給   v e h i c l e 。

四 ） 對 ⼤ 鼠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運 動 量 之 測 定 是 使 ⽤ 「 動 物 運 動 量 測 定 裝

I + (1-Opto-Varimex-3 Animal Activity
M e t e r , U S A ） 。 將 酸 棗 仁 湯 ⼄ 醇 粗 萃 取 物 以 不
同 劑 量 分 別 經 由 ⼜ 服 給 與 ⼤ 鼠 2 5 分 鐘 後 ︔ 放 入
此 裝 置 内 適 應 5 分 鐘 ， 再 開 始 記 錄 ⼤ 鼠 之 ⽔ 平
移 動 ⾏ 為 的 變 化 ，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1 ⼩ 時 （ 1 3 ） 。
對 照 組 均 給 予   v e h i c l e 。

五 ） 統 計 學 分 析
本 實 驗 所 得 之 數 據 ，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 發 運 動 量 實 驗 及 舉 ⾼ 型 ⼗ 字 迷 宮 ， 均 以
o n e - w a y   A N O V A 分 析 其 變 異 數 ， 再 以   S c h e f f e
t e s t   檢 定 ， 統 計 並 分 析 其 間 差 異 之 顯 著 性 ， 凡
P ⼩ 於 0 . 0 5 以 下 時 ， 則 認 為 有 統 計 意 義 。 ⿊
⽩ 室 實 驗 ， 則 以   n o n - p a r a m e t e r   統 計 ， 先 以
K r u s k a l - W a l l i s   單 因 ⼦ 變 異 數 分 析 變 異 數 ， 再
以   M a n n - W h i t n e y   U - t e s t   檢 定 其 間 差 異 之 顯 著
性 ， 凡 P 值 ⼩ 於 0 . 0 5 以 下 時 ， 則 認 為 有 統 計 意
義 。

結 果

⼀ 、 對 ⿊ ⽩ 室 測 定   （ B l a c k   &   w h i t e   t e s t ） 之
影 響

D I Z 、 B U S 及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在 不 同
劑 量 下 對 ⼩ 鼠 在 ⿊ ⽩ 室 中 第 ⼀ 次 由 明 室 跑 至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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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的 時 間 均 有 延 長 的 作 ⽤ （ 如 圖 ⼀ ） ︔ 對 ⼩ 鼠
在 ⿊ ⽩ 室 中 停 留 在 明 室 的 時 間 均 有 延 長 的 作
⽤ ︔ 在 暗 室 的 時 間 則 均 有 縮 短 的 作 ⽤ （ 如 圖
⼆ ） ︔ 對 ⼩ 鼠 在 ⿊ ⽩ 室 中 兩 室 間 的 穿 梭 次 數 均
有 增 加 的 作 ⽤ （ 如 圖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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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ffects of diazepam(DIZ), buspirone(BUS)
and SZTA on the first time entry in the black
and white test in mice. *P<0.005,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Kruskal-
Wallis H following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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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ffects of diazepam(DIZ), buspirone(BUS)
and SZTA on the time spent in white and
black compartments in the black and white
test in mice. *P<0.05,**P<0.01,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Kruskal-
Wallis H following by Mann-Whitney U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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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ffects of diazepam(DIZ), buspirone(BUS),
SZTA on the total changes beween the two
compartments in black and white test in mice.
**P<0.01,***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ing by
Scheffe test).

⼆ 、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 E l e v a t e d   p l u s -
m a z e ） 誘 發 焦 慮 之 影 響
圖 四 結 果 顯 ⽰ ， D I Z 、 B U S 及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對 ⼩ 鼠 在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中 開 放 臂
進 入 次 數 及 時 間 百 分 率 均 有 增 加 的 作 ⽤ ， 封 閉
臂 的 進 入 次 數 及 時 間 百 分 率 均 有 減 少 的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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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ne-way
ANOVA following by Scheffe test).

三 、 對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時 間 之 影 響
如 圖 五 結 果 顯 ⽰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 1 . 0   g / k g ） 對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的 睡 眠 時 間 有 延
長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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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ffects of SZTA on the hexobarbital-induced
hypnosis in mice. **P<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ne-way ANOVA follwing
by Scheffe test).

四 、 對 ⼤ 鼠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如 圖 六 結 果 顯 ⽰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 1 . 0 g /

k g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有 抑 制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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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ffects of SZTA on the locomotor activity in

rats. ***P<0.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One-way ANOVA follwing by Scheffe
test).



討 論

在 ⿊ ⽩ 室 誘 發 ⼩ 鼠 焦 慮 模 式 之 實 驗 中 ， ⿊
⽩ 室 是 利 ⽤ ⽼ 鼠 在 遇 到 明 亮 環 境 時 ， 其 本 身 會
去 探 索 陌 ⽣ 環 境 的 驅 動 ⼒ ⽽ 設 計 出 來 的 模 式 （ 1 4 ） 。
C r a w l e y   &   G o o d w i n   之 研 究 發 現 ， 由 ⽼ 鼠 不 喜
歡 開 放 且 明 亮 環 境 的 習 性 ， 因 此 提 出 ⽼ 鼠 在 ⿊
⽩ 室 中 會 誘 發 兩 室 間 穿 梭 次 數 減 少 、 第 ⼀ 次 由
⽩ 室 至 明 室 的 時 間 較 短 及 停 留 在 ⿊ 室 的 時 間 較
⽩ 室 長 之 探 索 ⾏ 為 ， 則 此 ⾏ 為 可 ⽤ 來 當 焦 慮 評
估 指 標 （ I S ） 。 已 有 研 究 指 出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類 ，
如   c h l o r d i a z e p o x i d e   及   d i a z e p a m   會 延 長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具 有 抗 焦 慮 活 性 ， 此 結 果 在
Crawley & Goodwin • Costall&Onaivi& Martin •
Y o u n g   &   J o h n s o n   等 之 研 究 中 被 證 實 （ 1 6 - 1 8 ） 。 另
At, buspirone Costall • Carli • Lopez-Rubal-
c a v a 、 M i s s l i n   及   S a n c h e z   等 之 研 究 發 現 ， ⽼ 鼠
停 留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延 長 ， ⽽ 在 暗 室 滯 留 時
間 會 縮 短 （ 1 7 ， 1 9 - 2 1 ） 。 本 研 究 之 正 對 照 組
d i a z e p a m   及   b u s p i r o n e   之 實 驗 結 果 均 與 先 前
C r a w l e y   及   C o s t a l l 等 之 研 究 結 果 ⼀ 致 。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於 0 . 5 、 1 . 0   g / k g 劑 量 ， 發 現 可
延 長 ⼩ 鼠 第 ⼀ 次 由 明 室 跑 至 暗 室 的 時 間 、 於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及 兩 室 間 穿 梭 次 數 ， 且 減 少 ⼩ 鼠
於 暗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此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之 正 對 照
組 之   d i a z e p a m   及 b u s p i r o n e ⼀ 致 ， 顯 ⽰ 酸 棗 仁 湯
應 具 有 抗 焦 慮 之 作 ⽤ 。
於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誘 發 焦 慮 模 式 之 實 驗

中 ， M o n t g o m e r y   在 其 研 究 中 指 出 ， 此 實 驗 是
利 ⽤ ⽼ 鼠 對 處 在 較 ⾼ 的 地 ⽅ 及 開 放 的 空 間 ， 會
引 起 恐 懼 因 ⽽ 誘 發 焦 慮 ⽽ 設 計 出 來 的 模 式 （ 2 2 ） 。
P e l l o w   等 之 研 究 發 現 ，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是 ⼀
個 簡 單 且 迅 速 ， 可 ⽤ 來 測 定 藥 物 有 無 抗 焦 慮 或
致 焦 慮 作 ⽤ ， 且 此 模 式 對 ⼩ 鼠 及 ⼤ 鼠 均 有 作 ⽤
（ 2 3 ） 。 在 P e l l o w 、 L i s t e r   及 R o d g e r s   等 之 研 究 指
出 ， 以 評 估 ⽼ 鼠 於 開 放 臂 之 進 入 次 數 及 滯 留 時
間 之 百 分 率 ， 當 作 焦 慮 作 ⽤ 的 指 標 （ 2 3 - 2 5 ） 。 先
前 在 P e l l o w 等 之 研 究 已 經 證 實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可 ⽤ 來 測 定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類 的 抗 焦 慮 活
性 ︔ ⽽ 在   R o d g e r s   和   C o l e   同 樣 指 出 ， 給 予
d i a z e p a m   及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受 體 作 ⽤ 劑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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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l o r d i a z e p o x i d e   及   b r e t a z e n i l ， 可 明 顯 增 加 進
入 開 放 臂 次 數 及 延 長 在 開 放 臂 滯 留 時 間 百 分 率
（ 2 6 . 2 7 ） 。 ⽽   b u s p i r o n e   在   D u n n 、 S o d e r p a l m 、
L e e   &   R o d g e r s 、 K o s t o w s k i   及   L u s c o m b e   等 ⼈
之 研 究 ⼀ 致 發 現 ， 可 增 加 ⼩ 鼠 停 留 在 開 放 臂 滯
留 時 間 及 進 入 開 放 臂 次 數 百 分 率 ， 顯 ⽰
b u s p i r o n e 在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焦 慮 模 式 有 抗 焦
慮 作 ⽤ （ 2 8 - 3 0 ） 。 本 研 究 所 ⽤ 之 正 對 照 組
d i a z e p a m   及 b u s p i r o n e ， 均 可 增 加 ⼩ 鼠 在 開 放 臂
之 滯 留 時 間 及 進 入 次 數 百 分 率 ， 作 ⽤ 結 果 與 上
述 多 位 學 者 之 研 究 結 果 ⼀ 致 。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於 1 . 0   g / k g 劑 量 下 ， 可 增 加 ⼩ 鼠 在 開 放
臂 之 滯 留 時 間 及 進 入 次 數 百 分 率 ， 顯 ⽰ 酸 棗 仁
湯 應 具 有 抗 焦 慮 之 作 ⽤ 。
因 ⿊ ⽩ 室 及 舉 臂 式 ⼗ 字 形 迷 宮 誘 發 ⼩ 鼠 焦

慮 模 式 均 牽 涉 動 物 之 運 動 ⾏ 為 ， 故 進 ⾏ 動 物 之
運 動 活 性 測 定 及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實 驗 ，
結 果 發 現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 1 . 0 g / k g ） 之 劑 量
下 ⼀ 次 給 藥 具 降 低 ⼤ 鼠 ⾃ 發 運 動 量 及 延 長 h e x o -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之 睡 眠 時 間 ， ⽽ ⼄ 醇 抽 取 物 於 0 . 5 g
/ k g   劑 量 下 ⼀ 次 給 藥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及 h e x o -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之 睡 眠 時 間 則 無 明 顯 影 響 ， 顯 ⽰ 酸
棗 仁 湯 較 ⾼ 劑 量 之 ⼄ 醇 抽 取 物 具 有 鎮 靜 作 ⽤ 。
已 知 許 多 藥 物 如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s   及   p h e n o -

b a r b i t a l   均 具 有 抗 焦 慮 及 鎮 靜 作 ⽤ （ 3 1 ） ， 謝 明 村
教 授 的 臨 床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酸 棗 仁 湯 具 有 中 樞
鎮 靜 及 抗 焦 慮 作 ⽤ （ 6 ） （ 5 ） 。 其 機 轉 與 減 少 中 樞
單 胺 的 轉 換 速 率 有 關 （ 6 ） 。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 顯 ⽰
酸 棗 仁 湯 ⼄ 醇 抽 取 物 較 ⾼ 劑 量 具 有 鎮 靜 作 ⽤ ，
較 低 劑 量 不 論 在 ⿊ ⽩ 室 或 舉 臂 型 ⼗ 字 形 迷 宮 誘
發 ⼩ 鼠 焦 慮 等 模 式 中 均 具 明 顯 之 抗 焦 慮 作 ⽤ ，
據 研 究 報 告 顯 ⽰ 腦 内 單 胺 濃 度 過 ⾼ 會 導 致 焦
慮 ， 拮 抗 或 減 弱 單 胺 活 性 則 會 產 ⽣ 抗 焦 慮 作 ⽤
（ 3 2 , 3 3 ） ， 由 以 上 結 果 顯 ⽰ ， 酸 棗 仁 湯 之 抗 焦 慮
作 ⽤ 機 轉 可 能 與 減 少 腦 内 單 胺 活 性 有 關 。 酸 棗
仁 為 酸 棗 仁 湯 的 主 藥 組 成 ， 可 降 低 ⼤ 鼠 腦 内 單
胺 濃 度 （ 3 4 ） ， 具 有 抗 焦 慮 及 鎭 靜 作 ⽤ （ 3 5 ） ， 其 活
性 成 分   s p i n o s i n   及 j u j u b o s i d e s   為 酸 棗 仁 的 主 要
鎮 靜 成 分 ， 是 否 具 有 抗 焦 慮 作 ⽤ ， 值 得 進 ⼀ 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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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an Zao Ren Tang in Rats

Ying-Chih Lin, Ming-Tsuen Hsieh, Yi-Hsuan Lee,
Hao-Yuan Cheng, Wen-Huang Peng

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hina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anxiolytic effects of the alco-
holic extract of Suan Zao Ren Tang (SZTA) in rats using the black and white
test and the elevated plus-maze test. During the black and dark white, SZTA
increased the time spent in the light compartment, the first time entries and
total 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mpartments, and decreased the time spent in
the dark compartment. SZTA in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arm entries and the
percentage of time spent on the open arms, and decreased the percentage of arm
entries and the percentage of time spent on the closed arms during the elevated
plus-maze test. However, SZTA (1.0g/kg) decreased the locomotor activities and
prolonged the hexobarbital-induced sleeping times. From these results, SZTA
had anxiolytic effects at a lower dose (0.5g/kg) and sedative effects at a higher
dose (1.0g/kg).

K e y w o r d s : Suan Zao Ren Tang, black and white, elevated plus-maze, anxi-
olytic effect, sedativ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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