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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 ⽅ 醫 學 對 於 憂 鬱 症 尚 未 能 提 供 ⼀ 個 安 全 且 有 效 的 治 療 ⽅ 法 ， 漢 朝 張 仲 景 在 ⾦ 匱 要 略 中 ⽤

⽢ ⿆ ⼤ 棗 湯 治 療 與 憂 鬱 症 類 似 的 臟 躁 症 ， 因 此 我 們 利 ⽤ 1 9 8 2 年 V o g e l   提 出 的 動 物 憂 鬱 模 式 ， 即
幼 鼠 出 ⽣ 第 八 天 給 予 ⽪ 下 注 射 ⼀ 種 三 環 抗 憂 鬱 劑   c l o m i p r a m i n e   連 續 兩 週 ， 四 個 ⽉ ⼤ 後 會 產 ⽣ ⼀
些 類 似 ⼈ 類 内 源 性 憂 鬱 症 的 異 常 ⾏ 為 ， 實 驗 組 共 4 0 隻 ， 隨 機 分 為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每 天 ⼜ 服 ⼀ 次 ， 連 續 ⼆ 週 ）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每 天 ⼜ 服 ⼀ 次 ， 連 續
⼆ 週 ）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1 0 m g / k g   每 天 腹 腔 注 射 ⼀ 次 ， 連 續 ⼆ 週 ）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0 . 9 % ⽣ 理 食 鹽 ⽔   1 m l / k g   每 天 腹 腔 注 射 ⼀ 次 ， 連 續 ⼆ 週 ） 四 組 。 另 以 1 0 隻 幼 鼠 給 予 ⽪ 下 注
射 0 . 9 % ⽣ 理 食 鹽 ⽔ ， 四 個 ⽉ ⼤ 後 作 為 A 組 （ 正 常 對 照 組 ， 0 . 9 % ⽣ 理 食 鹽 ⽔   I m l / k g   每 天 腹 腔
注 射 ⼀ 次 ， 連 續 ⼆ 週 ） 。 以 ⾼ 效 液 相 層 析 儀 分 析 ⼤ ⽩ 鼠 腦 内 正 腎 上 腺 素 （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 N E ）
• 多 巴 胺 （ d o p a m i n e ， D A   ） 、 ⾎ 清 促 進 素 （ 5 - h y d r o x y t r y p t a m i n e ， 5 - H T ） 的 含 量 ， 同 時 結
合 ⾎ 清 神 經 内 分 泌 物 質 如 三 碘 甲 狀 腺 素 （ T 3 ） 、 甲 狀 腺 素 （ T 4 ） 、 甲 狀 腺 刺 激 素 （ T S H ） 、
睪 固 酮 （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 泌 乳 激 素 （   p r o l a c t i n ） 、 ⽪ 質 素 醇 （   c o r t i s o l   ） 、 ⾎ 清 促 進 素 （ 5 -
H T   ） 的 測 定 。 結 果 發 現 ： （ （ 1 ） C   組 顯 著 增 加 腦 内 N E ， D A ， 5 - H T   濃 度 以 及 ⾎ 清   T S H ， 5 -
H T   濃 度 （ p < 0 . 0 5 ） 。 （ 2 ） C 組 ⾎ 清 之   p r o l a c t i n ， c o r t i s o l 濃 度 與 A 組 比 較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 有
趨 向 正 常 的 現 象 。 （ 3 ） E 組 ⾎ 清 之 T 4 ， p r o l a c t i n ， c o r t i s o l   濃 度 偏 ⾼ ， T S H ， 5 - H T 以 及 腦 内
N E ， D A ， 5 - H T   濃 度 偏 低 與   A   組 有 顯 著 的 統 計 學 意 義 ， 即 表 ⽰ 這 些 檢 測 項 ⽬ 可 作 為 内 源 性
憂 鬱 症 動 物 造 模 成 功 的 病 理 指 標 。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 顯 ⽰ 内 源 性 憂 鬱 症 其 ⾎ 清   T 4 ， T S H ，
p r o l a c t i n   ， c o r t i s o l   ， 5 - H T   以 及 腦 内 N E ， D A ， 5 - H T   濃 度 異 常 。 ⽢ ⿆ ⼤ 棗 湯 對 内 源 性 憂 鬱
症 ⼤ 鼠 之 ⾎ 清   T S H ， p r o l a c t i n ， 5 - H T 及 腦 内 N E ， D A ， 5 - H T   濃 度 異 常 有 改 善 作 ⽤ 。
關 鍵 詞 ：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 內 分 泌 變 化 ， 單 胺 ， ⽢ ⿆ ⼤ 棗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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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憂 鬱 症 是 常 ⾒ ⽽ 易 被 忽 略 的 疾 病 。 隨 著 社

會 的 變 遷 ， ⼈ ⼜ 結 構 的 改 變 ， ⽣ 活 步 調 及 壓 ⼒
之 加 速 與 昇 ⾼ ， 憂 鬱 症 的 比 率 有 增 無 減 ， 其 盛
⾏ 率 依 診 斷 ⼯ 具 與 標 準 之 不 同 ⽽ 有 所 差 別 ， 在
國 外 之 研 究 ⼤ 約 在 1 2   至 1 5 % 之 間 “ 3 ） ， 國 內 根
據 1 9 9 0 年 呂 碧 鴻 等 報 告 約 5 . 3 ％ （ 9 ） 。 如 何 達 到
有 效 的 預 防 與 治 療 ， 諸 多 ⽂ 獻 從 社 會 、 ⼼ 理 、
⽣ 物 三 層 次 逐 ⼀ 探 討 ， 以 發 展 抗 憂 鬱 藥 仍 是 當
務 之 急 。 ⽬ 前 西 ⽅ 醫 學 使 ⽤ 三 環 抗 憂 鬱 劑 或 單
胺 氧 化 抑 制 劑 ， 確 具 有 療 效 ， 其 主 要 作 ⽤ 在 於
抑 制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及   5 - h y d o x y t r y p t a m i n e   之
再 吸 收 ， 但 其 件 隨 之 抗 膽 鹼 作 ⽤ 、 姿 勢 性 低 ⾎
壓 、 過 度 鎮 靜 、 體 重 上 昇 以 及 ⾼ ⾎ 壓 危 象 等 副
作 ⽤ ® ， 常 是 患 者 不 願 意 繼 續 服 藥 的 主 因 。 故
學 者 ⼀ 直 努 ⼒ 希 望 發 展 有 效 且 副 作 ⽤ 低 的 治 療
藥 物 ， ⾸ 要 ⼯ 作 是 建 ⽴ 良 好 的 實 驗 動 物 模 式 ，
其 必 需 符 合 的 條 件 是 特 定 之 疾 病 有 相 同 的 病 原
性 、 相 似 的 臨 床 表 徵 及 可 供 為 了 解 疾 病 的 機 轉 。
測 定 ⾎ 清   T 3 ， T 4 ， T S H ，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p r o l a c t i n   ， c o r t i s o l ， 5 - H T   以 及 腦 內   N E ，
D A ,   5 - H T   的 濃 度 ， 以 了 解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在 下 視
丘 ⼀ 腦 下 垂 體 ⼀ 甲 狀 腺 （ 腎 上 腺 ， 性 腺 ） 等 軸
的 異 常 變 化 ” ， 藉 著 如 此 的 發 現 ， 必 能 幫 助 釐
清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在 治 療 上 的 盲 點 。 如 今 處 於 中
西 醫 整 合 的 時 代 ， 希 望 從 源 遠 流 長 的 中 醫 藥 尋
找 寶 貴 的 治 療 經 驗 ， 並 結 合 現 代 ⽣ 化 與 精 神 藥
理 學 檢 驗 分 析 技 術 佐 證 之 。 本 研 究 提 出 ⽢ ⿆ ⼤
棗 湯 治 療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是 藉 著 理 想 的 動 物 模
式 、 以 及 中 樞 與 末 梢 神 經 內 分 泌 變 化 ， 探 討 其
可 能 作 ⽤ 機 轉 與 療 效 。

材 料 與 ⽅ 法
⼀ 、 實 驗 動 物
購 ⾃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動 物 中 ⼼ ， 體 重 3 0 0 - 3 5 0

公 克 之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 年 齡 三 個 ⽉ ⼤ 的
雄 性 及 雌 性 ⼤ ⽩ 鼠 1 2 對 。 ⼀ 星 期 後 進 ⾏ 交 配 繁
殖 。 幼 鼠 出 ⽣ 後 ， 只 保 留 雄 性 幼 鼠 5 0 隻 。 出 ⽣
後 第 三 天 進 ⾏   c r o s s - f o s t e r i n g   ⼯ 作 ， 即 把 每 ⼀
籠 的 幼 鼠 以 隨 機 ⽅ 式 劃 分 成 ⼆ 等 部 分 ， ⼀ 半 留
在 原 來 的 籠 內 ， 由 親 ⽣ 的 母 鼠 哺 乳 ， 另 ⼀ 半 移
至 它 籠 由 非 親 ⽣ 母 鼠 哺 乳 。 幼 鼠 出 ⽣ 後 ⼀ 個 ⽉
即 斷 奶 ， 並 且 重 新 分 配 籠 ⼦ ， 每 籠 固 定 1 0 隻 。
到 四 個 ⽉ ⼤ 時 ， 分 配 爲 每 鼠 ⼀ 籠 個 別 飼 養 。 動
物 房 內 設 定 光 照 與 ⿊ 暗 各 爲 1 2 ⼩ 時 （ 8 ： 0 0
亮 燈 ， 2 0 ： 0 0 關 燈 ） ， 室 溫 維 持 在 2 0 - 2 2 ° C 。

食 物 隨 時 供 應 ， 爲 配 合 糖 耗 試 驗 ， 每 天 飲 ⽔ 時
間 限 定 為 5 0 分 鐘 。 全 部 實 驗 皆 在 ⽩ 天 燈 亮 情 形
下 進 ⾏ 。
⼆ 、 藥 品

1 .   三 環 抗 憂 鬱 劑
(1)Clomipramine hydrochloride 5g/bottle

( Sigma Chemical Co. USA ) .
(2) Amitriptyline hydrochloride 10g/bottle

( Sigma Chemical Co. USA )
2 . 0 . 9 %   N o r m a l   s a l i n e （ 信 東 製 藥 公 司 ）
3 .   ⽢ ⿆ ⼤ 棗 湯 ： 由 ⽢ 草 、 ⼤ 棗 及 ⼩ ⿆ 所 組
成 ， 其 基 源 經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中 國 藥 學 研 究 所 邱
年 永 技 正 鑑 定 如 下 ：
（ 1 ）   ⽢ 草 ： 爲 ⾖ 科   L e g u m i n o s a e   植 物 ⽢ 草

G l y c y r r h i z a   g l a b r a   L i n n   的 乾 燥 根 。 ⽣ 藥 名
glycyrrhizae Radix.
（ 2 ）   ⼤ 棗 ： 爲 鼠 李 科   R h a m n a c e a e   植 物 棗

Zizypnus jujuba Mill. var. inermis (Bunge. )
R e h d .   的 果 實 。 ⽣ 藥 名   Z i z y p h i   F r u c t u s .
（ 3 ）   ⼩ ⿆ ： 爲 ⽲ 本 科   G r a m i n e a e   植 物 ⼩ ⿆

T r i t i c u m   a e s t i v u m   L i n n   的 種 ⼦ 。 ⽣ 藥 名   T r i t -
ici semen.

孌 備 ： 依 ⾦ 匱 要 略 ⽅ ⽢ 草 5 ： ⼤ 棗 6 ： ⼩
⿆ 2 0 比 例 配 製 ， 總 藥 材 量 爲 3 0 公 ⽄ ， 將 藥 材
洗 淨 ， 陰 乾 後 切 ⽚ ， 以 ⽔ 爲 溶 媒 ， 於 4 0 ° C ⽔ 浴
迴 流 抽 取 六 ⼩ 時 ， 反 覆 抽 取 四 次 ， 經 過 濾 ， 合
併 濾 液 ， 減 壓 濃 縮 即 可 得 浸 膏 ， 所 得 之 浸 膏 換
算 成 藥 材 含 量 爲 1 g   浸 膏 含 ⽣ 藥 量 3 . 0 g 。 以 避
光 冷 藏 貯 存 備 ⽤ 。
三 、 分 組 與 實 驗 流 程
隨 機 分 配 4 0 隻 幼 鼠 在 出 ⽣ 第 八 天 給 予 ⽪ 下

注 射   c l o m i p r a m i n e   1 5 m g / k g ， ⼀ 天 兩 次 ， 連
續 1 4   天 ， 當 做 實 驗 組 ， 四 個 ⽉ ⼤ 後 隨 機 分 爲
B ， C ， D ， E 組 ， 各 組 皆 爲 ⼗ 隻 ， 另 隨 機 選
取 1 0 隻 幼 鼠 以   0 . 9 % ⽣ 理 食 鹽 ⽔ ⽪ 下 注 射   1 m l /
k g ， ⼀ 天 兩 次 ， 連 續 1 4 天 ， 在 相 同 環 境 下 長
⼤ ， 當 做 A   組 （ 正 常 對 照 組 ） 。 四 個 ⽉ ⼤ 後 各
組 處 置 如 下 ：

A 組 （ 正 常 對 照 組 ） ： 腹 腔 注 射 0 . 9 % ⽣ 理
食 鹽 ⽔   1 m l / k g ， 每 天 ⼀ 次 ， 連 續 兩 週 。

B 組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 胃 管 餵 食
⽢ ⿆ ⼤ 棗 湯   1 . 0 g / k g ， 每 天 ⼀ 次 ， 連 續 兩 週 。

C 組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 胃 管 餵 食
⽢ ⿆ ⼤ 棗 湯 2 . 5 g / k g ， 每 天 ⼀ 次 ， 連 續 兩 週 。

D 組 （ 西 藥 組 ） ： 腹 腔 注 射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1 0   m g / k g ， 每 天 ⼀ 次 ， 連 續 兩 週 。

E 組 （ 實 驗 對 照 組 ） ： 腹 腔 注 射 0 . 9 % ⽣ 理



食 鹽 ⽔   I m l / k g ， 每 天 ⼀ 次 ， 連 續 兩 週 。
四 、 實 驗 ⽅ 法

1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取 ⼗ 隻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雄 性 ⼤ 鼠 ， 將

⽢ ⿆ ⼤ 棗 湯 由 ⼜ 服 給 藥   1 0 g / k g 後 ， 連 續 觀 察
7 2   ⼩ 時 ， 依   L i t c h f i e l d   和   W i l c o x o n   氏 ⽅ 法 ， 記
錄 中 毒 死 亡 情 形 ® 。

2 .   ⾎ 清 神 經 內 分 泌 分 析 ：
A ， B ， C ， D ， E 各 組 在 最 後 ⼀ 次 給 藥

後 的 隔 ⼀ 天 早 上 進 ⾏ 斷 頭 取 ⾎ ， 作 ⾎ 清 T 3 ，
T4 , TSH • testosterone › prolactin › corti-
s o l ， 5 - H T   濃 度 的 檢 測 ：

（ 1 ） T 3 ： C E I A ， 亞 培 公 司
I M I M U L I T E   T o t a l   T 3   是 屬 於 固 態 （ s o l i d -

p h a s e ） ， 利 ⽤   c h e m i l u m i n e s c e n t   e n z y m e
i m m u n o a s s a y   定 量 ⾎ 清 中 的 t o t a l   T 3 。

（ 2 ） T 4 ： C E I A ， 亞 培 公 司
I M I M I U L I T E   T o t a l   T 4   是 屬 於 固 態 （ s o l i d -

p h a s e   ） ， 利 ⽤   c h e m i l u m i n e s c e n t enzyme
i m m u n o a s s a y   定 量 ⾎ 清 中 的 t o t a l   T 4 。

（ 3 ） T S H ： C E I A ， 亞 培 公 司
I M I M I U L I T E   t h i r d   g e n e r a t i o n   T S H   是 屬 於

固 態 （   s o l i d - p h a s e   ） ， 利 ⽤ 雙 位 （ t w o - s i t e ）
chemiluminescent enzyme immunometric assay
定 量 ⾎ 清 中 的 T S H 。
（ 4 ） P r o l a c t i n   ： C E I A ， 亞 培 公 司
I M I M U L I T E   p r o l a c t i n   是 屬 於 固 態 （ s o l i d -

p h a s e   ） ， 利 ⽤ 雙 位 （ t w o - s i t e   ） c h e m i l u m i n e s -
c e n t   e n z y m e   i m m u n o m e t r i c   a s s a y   定 量 ⾎ 清 中
#J prolactin •

（ 5 ）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C E I A ， 亞 培 公 司
利 ⽤   e n z y m e   i m m u n o l o g i c a l   t e s t   定 量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 其 步 驟 將 ⾎ 清 放 入 裝 有   t e s t o s -
t e r o n e   抗 體 的 試 管 並 振 盪 均 勻 ， 使 ⽤   w a s h i n g
s o l u t i o n   清 洗 ， 並 加 入   i n c u b a t i o n   s o l u t i o n   2 a   進
⾏ 免 疫 反 應 ， 再 以   w a s h i n g   s o l u t i o n   沖 洗 之 ， 最
後 以   s u b s t r a t e - c h r o m o g e n   s o l u t i o n   當 作 顯 ⽰ 液
進 ⾏ 比 ⾊ ， 即 可 得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濃 度 。

(6)Serotonin ( 5-HT ) : IMMUNOTECH
e n z y m e   i m m u n o a s s a y ， 亞 培 公 司

S e r o t o n i n   的 免 疫 分 析 法 是 利 ⽤ 與 酵 素 結 合
劑 競 爭 ⽅ 式 以 定 量 之 。

3 .   腦 內 單 胺 濃 度 的 測 定 ：
A ， B ， C ， D ， E 各 組 皆 在 最 後 ⼀ 次 給

藥 後 的 隔 天 進 ⾏ 斷 頭 ， 取 出 全 腦 ， 置 於 碎 冰
中 ， 分 離 流 程 如 下 ， 在 5 m l   0 . 0 1 N   H C L   與 5 0 0 u d
0 . 1 M   E D T A   下 以 均 質 機 研 勻 之 ， 加 入   4 g   N a C l ，

⽢ ⿆ ⼤ 棗 湯 對 於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之 療 效 / 2 9

並 以 1 2 m l   n - b u t a n o l   抽 取 ， 經 振 盪 離 ⼼ 後 ， 取
得   n - b u t a n o l   層 ： 再 加 入   1 7 m l   n - h e p t a n e   與   4 0 0
4 1   0 . 0 2 5 N   酸 性 溶 液 振 盪 之 ， 則 單 胺 移 入 酸 性
⽔ 溶 液 層 。 以 上 分 離 所 得 腦 內 單 胺 （ N E ， D A ，
5 - H T ） 以 外 標 法 測 定 之 。 使 ⽤ ⾼ 效 液 相 層 析 儀
( HPLC m o d e l 510 ' Solvent Delivery

System ) ( Waters A s s o c i a t e s   ） 及 檢 出 器
( Eletrochemical Detector LC-4B ) ( Bioana-

I y t i c a l   S y s t e m   I n c . ） 測 定 之 。 分 離 所 ⽤
Column M Lichrospher 100 ( RP18 endcapped '
4mm X 125mm ) (E . Merck 50734 ) • 7 3 )
相 為 加 有   P I C   B 7 （ W a t e r s   A s s o c i a t e s ） 之
e t h a n o l / w a t e r （ 7 : 9 3 ） ， 其 流 速 爲 2 . 0 m l /
m i n 。 分 離 溶 出 物 ⾯ 積 係 使 ⽤   D a t a   m o d u l e
M 7 4 6   （ W a t e r s   ） 型 記 錄 之 。

4 . 統 計 ⽅ 法
本 實 驗 所 得 之 結 果 ， 以 o n e w a y   A N O V A   進

⾏ 統 計 分 析 ， 並 使 ⽤   T u r k e y ' s   s t u d e n t i z e d
r a n g e   t e s t   作 事 後 檢 定 ， 凡 p   值 ⼩ 於 0 . 0 5 以 下
時 ， 則 認 爲 有 統 計 學 意 義 。

結 果
⼀ 、 各 組 ⼤ 鼠 ⾎ 清 神 經 內 分 泌 濃 度 的 變 化 ：

1 .   甲 狀 腺 功 能 之 變 化 ：
（ 1 ） T 3 濃 度 的 測 定 ：
如 圖 ⼀ 所 ⽰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E 憂 鬱 組 ）

之 T 3   值 偏 ⾼ ， 但 與   A   正 常 對 照 組 以 及 中 西 藥
組 （ B ， C ， D ） 皆 未 達 統 計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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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各 組 之 ⾎ 清   T 3   濃 度 變 化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鬱 組 ）

E



3 0 /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雜 誌   V o l . 5   N o . 1   J u n .   1 9 9 6

（ 2 ） T 4   濃 度 的 測 定 ：
如 圖 ⼆ 所 ⽰ ， C 及 D 組 （ ⽢ ⿆ ⼤ 棗 湯 ⾼ 劑

量 及 西 藥 治 療 組 ） 之 T 4   值 偏 ⾼ ， 但 與 E   組 憂
鬱 組 無 統 計 意 義 。 E 組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模 型 未 作
任 何 處 置 其 T 4   值 是 偏 ⾼ ， A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值 ） T 4   值 偏 低 ， 兩 組 比 較 具 有 統 計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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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   各 組 之 ⾎ 清 T 4

Mean ‡ S.E.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愛 組 ）
# p < 0 . 0 5 ， 與 A 組 比 較 （ A N O V A   f o l l o w i n g   b y   T u k e y ' s   s t u d e n t i z e d
range test )

（ 3 ） T S H   濃 度 的 測 定 ：
如 圖 三 所 ⽰ ， B 、 C 、 D 組 皆 可 升 ⾼ T S H

值 但 未 恢 復 正 常 ， 與 E 組 比 較 具 有 統 計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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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各 組 之 ⾎ 清   T S H   濃 度 變 化
E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戰 組 ）
#p<0.05, # A KRIt#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p<0.05, f E knitti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 e s t

E   組 其 T S H   值 明 顯 的 偏 低 ， 與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A   組 ） 比 較 有 統 計 學 意 義 。

2 .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濃 度 之 變 化 ：
如 圖 四 所 ⽰ ， 中 、 西 藥 組 之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值 .

與 憂 鬱 組 比 較 ， 未 達 統 計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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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四   各 組 之 ⾎ 清   T e s t o s t e r o n e   濃 度 變 化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鬱 組 ）

3 . P r o l a c t i n   濃 度 之 變 化 ：
如 圖 五 所 ⽰ ， C   組 可 降 低   p r o l a c t i n   值 但 未

恢 復 正 常 ， 與 E 組 比 較 有 統 計 學 上 意 義 。 ⽽ B 、
D   組 其   p r o l a c t i n   偏 ⾼ 。 E   組 其   p r o l a c t i n   值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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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各 組 之 ⾎ 清   p r o l a c t i n   濃 度 變 化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影 組 ）
#p<0.05 ' # A KEItH*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p<0.05, s E knitti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 ， 與 A 組 比 較 有 明 顯 的 統 計 意 義 。
4 . C o r t i s o l   濃 度 之 變 化 ：
如 圖 六 所 ⽰ ， D 組 其   c o r t i s o l   值 降 低 且 趨

正 常 ， 與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E 組 ） 比 較 達 統 計 意
義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E 組 ） 其   c o r t i s o l   最 ⾼ ，
與 A 組 比 較 達 統 計 意 義 。 B 組   c o r t i s o l   值 仍 有
偏 ⾼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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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 各 租 之 ⾎ 清   c o r t i s o l   濃 度 變 化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影 組 ）
#p<0.05 • $ A s i t # *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p<0.05 ' I E katt#è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5 . s e r o t o n i n （ 5 - H T ） 濃 度 之 變 化 ：
如 圖 七 所 ⽰ ， B 、 C   組 可 增 加 ⾎ 清   5 -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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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各 組 之 ⾎ 清   s e r o t o n i n   濃 度 變 化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灣 組 ）
#p<0.05 • $ A knit#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p<0.05 • 1 E knitt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 ⿆ ⼤ 棗 湯 對 於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之 療 效   / 3 1

值 但 未 恢 復 正 常 ， 與 E   組 比 較 達 統 計 意 義 。 A
組 與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E 組 ） 比 較 達 統 計 意 義 。
⼆ 、 對 ⼤ 鼠 腦 內 單 胺 濃 度 變 化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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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八   各 組 之 腦 內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濃 度 變 化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影 組 ）
#p<0.05 ' I A KnIt#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 e s t
*p<0.05, 17 E *nIt#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如 圖 八 所 ⽰ ， B 、 C 組 （ 即 ⽢ ⿆ ⼤ 棗 湯 低
及 ⾼ 劑 量 組 ） 及 D 組 皆 可 升 ⾼ 腦 內   N E   濃 度 ，
與 E 組 （ 即 實 驗 組 對 照 組 ） 比 較 皆 達 統 計 意
義 。 E 組 其   N E   值 偏 低 與   A   組 比 較 有 統 計 意
義 。
如 圖 九 所 ⽰ ， C 及 D 組 可 提 ⾼ 腦 內   D A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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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九   各 組 之 腦 內   d o p a m i n e   濃 度 變 化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影 組 ）
#p<0.05 • $ A kattti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 p < 0 . 0 5 ， 與 E 組 比 較 （ A N O V A   f o l l o w i n g   b y   T u k e y ' s   s t u d e n t i z e d
range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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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與 E 組 比 較 達 統 計 學 義 ， 且 D 組 提 ⾼ D A
濃 度 最 多 。 E   組 （ 即 實 驗 對 照 組 ） 腦 內 D A 最
低 ， 與 A 組 比 較 具 統 計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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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   各 組 之 腦 內   s e r o t o n i n

Mean + S.E. ( n=10 )
A ： 正 常 對 照 組 （ 即 正 常 組 ）
B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 1 . 0 g / k g ）
C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 2 . 5 g / k g ）
D ：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1 0 m g / k g ）
E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鬱 組 ）
#p<0.05 ' # A KIItH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p<0.05 • # E KnItti ( ANOVA following by Tukey's studentized
range test )

如 圖 ⼗ 所 ⽰ ， C 組 （ 即 ⽢ ⿆ ⼤ 棗 湯 組 ⾼ 劑
量 組 ） 可 提 ⾼ 腦 內 5 - H T   濃 度 ， 與 E 組 比 較 達
統 計 意 義 。 E 組 （ 即 實 驗 對 照 組 ） 其 腦 內 5 - H T
濃 度 最 低 ， 與 A 組 比 較 具 統 計 意 義 。

討 論
憂 鬱 症 在 中 醫 學 屬 鬱 証 範 疇 ， 廣 義 之 鬱 証

爲 ⼀ 切 氣 機 不 暢 之 疾 ， 由 各 種 內 外 因 素 造 成 臟
腑 功 能 紊 亂 ， 氣 ⾎ 津 液 運 ⾏ 失 暢 結 聚 ⽽ 不 得 發
越 的 ⼀ 系 列 病 候 的 總 稱 。 狹 義 的 鬱 証 是 情 志 不
暢 ， 氣 機 鬱 結 所 引 起 的 ⼀ 切 病 證 。 即 因 病 致 鬱
與 因 鬱 致 病 之 義 ® ， 相 當 於 西 醫 學 所 謂 之 非 內
源 性 與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 1 9 8 6 年 Z i m m e r m a n   等
從 社 會 、 性 格 、 ⽣ 物 、 治 療 等 因 素 釐 清 兩 者 的
不 同 “ 0 。 本 實 驗 引 ⽤ 1 9 8 2 年   V o g e l   所 提 出 的內 源 性 憂 鬱 症 動 物 模 式 為 研 究 對 象 " W ） ， ⽽ 其 背
景 是 根 據   1 9 8 1 年   M i r m i r a n   以   c l o m i p r a m i n e   剝
奪 幼 鼠   R E M 睡 眠 期 ， 在 長 ⼤ 後 ⽼ 鼠 會 有 類 似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的 ⾏ 為 變 化 （ 2 1 。 更 參 考 近 年 來 對 於
此 症 在 神 經 內 分 泌 系 統 （ 下 視 丘 ⼀ 腦 下 垂 體 ⼀
腎 上 腺 ， 下 視 丘 ⼀ 腦 下 垂 體 ⼀ 甲 狀 腺 ， 下 視 丘
⼀ 腦 下 垂 體 ⼀ 性 腺 等 軸 ） 、 以 及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傳 遞 介 質 （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 d o p a m i n e ， s e r o -
t o n i n ） 的 研 究 爲 主 軸 ， 探 討 漢 張 仲 景 ⾸ 創 的 ⽢

⿆ ⼤ 棗 湯 的 抗 憂 鬱 機 轉 及 效 果 。
檢 視   c l o m i p r a m i n e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動 物 模 式

的 發 ⽣ 是 逐 漸 性 且 隱 伏 性 ， 因 幼 鼠 腦 在 發 ⽣ 學
上 是 處 於 重 要 形 成 期 並 且 未 成 熟 ， 剝 奪 其   R E M
睡 眠 週 期 和 無 法 產 ⽣ 抗 憂 鬱 劑 的 代 償 作 ⽤ 的 結
果 ， 當 長 ⼤ 後 會 有 憂 鬱 症 的 發 ⽣ （ 3 ） 。 本 研 究 發
現 憂 鬱 症 組 在 糖 ⽔ 舔 舐 ⾏ 為 及 活 動 ⼒ ， 與 正 常
組 比 較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與   V o g e l   的 結 果 相 近 ，
表 ⽰ 憂 鬱 模 式 的 建 ⽴ 是 有 其 ⾏ 為 及 病 理 學 上 的
依 據 。 同 時 參 考 1 9 9 2 年 呂 圭 源 等 之 報 告 “ ） 以
⼗ 隻 正 常   S D   系 ⼤ 鼠 給 予 ⼜ 服 ⽢ ⿆ ⼤ 棗 湯 浸 膏
液 1 0 g / k g ， ⼀ 次 後 ， 連 續 觀 察 三 天 ， 作 為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之 檢 測 ， 結 果 無 ⼀ 鼠 死 亡 ， 給 藥 ⽅ 式
也 未 ⾒ 任 何 異 常 現 象 ， 顯 ⽰ 在 應 ⽤ 此 ⽅ ⼜ 服 給
藥 ⽅ 式 是 安 全 的 。

本 ⽂ 研 究 探 討 的 重 點 之 ⼀ ， 是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以 ⽢ ⿆ ⼤ 棗 湯 治 療 後 其 ⾎ 清 T 3 ， T 4 ， T S H ，
tes tos terone , p ro lac t in • cortisol • 5 - H T
內 分 泌 的 變 化 ， 從 甲 狀 腺 功 能 的 分 析 發 現 實 驗
對 照 組 （ 憂 鬱 組 ） T 4 值 升 ⾼ ， T S H   值 降 低 ，
與 正 常 對 照 組 比 較 有 統 計 學 意 義 ， T 3   上 升 但 不
具 統 計 學 意 義 ， 與 1 9 8 5   年   K j e l l m a n   等 ： 1 5 及
1 9 9 2   年 謝 光 榮 等 報 告 憂 鬱 症 者   T S H   降 低 相 符 合
(16) ， 但 是 1 9 8 1 年 G o l d   等 發 現 3 至 5 ％ 的 憂 鬱
症 者   T S H   上 升 “ ” ， 卻 持 相 反 的 意 ⾒ 。 楊 權 等
報 告 有 些 憂 鬱 症 狀 ⼗ 分 類 似 甲 狀 腺 功 能 低 下
症 ， 但 檢 測   T 3 ， T 4 ， T S H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無 明
顯 差 異 ， 表 ⽰ 並 無 甲 狀 腺 功 能 低 下 現 象 ， 因 此
有 關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異 常 ， 在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的 報
告 仍 不 盡 ⼀ 致 。 但 是 臨 床 上 有 部 分 憂 鬱 症 者 服
⽤ 甲 狀 腺 素 可 加 強 抗 憂 鬱 劑 療 效 ， 其 機 轉 可 能
不 是 調 整 憂 鬱 症 者 的 甲 狀 腺 功 能 ， ⽽ 可 能 是 影
響 抗 憂 鬱 劑 的 吸 收 或 代 謝 “ ® ） 。 ⽢ ⿆ ⼤ 棗 湯 ⾼ 劑
量 與 西 藥 組 （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 其 T 4   值 上 升 。 ⽽
中 藥 與 西 藥 組 皆 能 升 ⾼ T S H   濃 度 ， 與 憂 鬱 組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依 據 1 9 7 4 年   P r a n g e   等 發 現   T R H有 增 強 D A   系 統 活 動 的 作 ⽤ ， 具 抗 憂 鬱 效 果 （ 9 ） 。
T S H   由 腦 下 垂 體 合 成 和 分 泌 ， 分 泌 受 T R H 控
制 ， 主 要 作 ⽤ 是 刺 激 甲 狀 腺 ⽣ 長 和 分 泌 ， ⽬ 前
發 現 與   T R H ⼀ 樣 具 有 增 強 抗 憂 鬱 劑 作 ⽤ 。 假 如
輸 注   T R H 後 ⼤ 部 分 憂 鬱 症 患 者 對 T S H   反 應 比
正 常 者 明 顯 降 低 ， T S H   的 這 種 反 應 與 憂 鬱 的 嚴
重 程 度 有 關 ” 。 另 在 1 9 8 8 年   C r e s p i 等 報 告 給
予   T R H   會 增 加 ⽼ 鼠 伏 核   （ n u c l e u s   a c c u m b e n s ）
D A 及 5 - H T 的 釋 放 ， ⽽ 改 進 憂 鬱 ⾏ 爲 的 偏 差 （ 2 0 ） ，
是 否 可 以 解 釋 本 實 驗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其 腦
內 D A   及 5 - H T   的 上 升 ， 有 待 進 ⼀ 步 研 究 。 透
過 下 視 丘 （ T R H ） ⼀ 腦 下 垂 體 （ T S H ） ⼀ 甲
狀 腺 軸 （ T 3 ， T 4 ） 與 中 樞 神 經 介 質   D A   及 5 -



H T   的 相 互 調 控 ， 可 作 為 部 分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在 中
藥 應 ⽤ 上 的 可 能 機 轉 。 從 泌 乳 激 素 （ p r o l a c t i n ）
分 析 ， 實 驗 對 照 組 （ 即 憂 鬱 組 ） 與 正 常 組 比
較 ， 其 泌 乳 激 素 偏 ⾼ 且 具 統 計 學 意 義 ， 與 ⽂ 獻
報 告 憂 鬱 症 者 泌 乳 激 素 的 基 礎 濃 度 比 正 常 者 為
⾼ 相 符 合 ， ⽽ 這 或 許 是   d o p a m i n e   損 耗 的 結
果 ， 因 爲   p r o s t a g l a n d i n   具 有 抑 制   d o p a m i n e   的

因 此 抑 制   d o p a m i n e   系 統
d o p a m i n e   是   p r o l a c t i n   的 抑 制 因 ⼦ 之 ⼀ ， 弓 狀 核
（ a r c u a t e   n u c l e i   ） 和 腦 室 週 核 的   d o p a m i n e 神
經 元 細 胞 會 沿 著 結 節 漏 ⽃ 徑 路 （ t u b e r o i n -
f u n d i b u l a r   t r a c t   ） 放 射 至 下 視 丘 的 正 中 隆 起
（   m e d i a n   e m i n e n c e   ） 與 腦 下 垂 體 後 葉 ， 此 徑
路 主 要 與 內 分 泌 調 節 有 關 ， 故 透 過 抑 制 D 2
d o p a m i n e   受 體 上 的   a d e n y l a t e   c y c l a s e   ⽽ 減 少
p r o l a c t i n   的 分 泌 （ C V 。 1 9 9 2 年   G o l d e n   等 報 告 憂
鬱 症 者 對   p r o l a c t i n   反 應 滯 是 其 缺 乏   5 - H T I   或
過 多 5 - H T 2   受 體 亞 型 （ 2 2 ） 。 所 以 測 量 ⾎ 清
p r o l a c t i n   可 間 接 推 測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d o p a m i n e   及
s e r o t o n i n   的 變 化 情 況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其
p r o l a c t i n   降 低 ， 表 ⽰ 有 漸 恢 復 正 常 的 趨 勢 ， 是
否 反 應 中 樞   d o p a m i n e   及   s e r o t o n i n   漸 趨 於 正 常
運 作 ， 值 得 進 ⼀ 步 觀 察 。 從 ⾎ 清   c o r t i s o l   分 析 ，
得 知 憂 鬱 組   c o r t i s o l   顯 著 上 升 ， 與 正 常 組 比 較 具
統 計 學 意 義 ， 西 藥 組 之   c o r t i s o l   降 低 且 接 近 正
常 。 1 9 8 1   年   C a r r o l l   等 報 告 憂 鬱 症 者 作   d e x a m -
e t h a s o n e   s u p p r e s s i o n   t e s t （ D S T   ） ， 因 正 常
者 服 ⽤   d e x a m e t h a s o n e   後 ， 可 抑 制   c o r t i s o l   的 分
泌 ， ⽽ 憂 鬱 症 者 缺 乏 此 種 抑 制 作 ⽤ （ 2 3 ） 。 根 據 報
告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者 其 作   D S T   的 敏 感 性 爲 3 0 至
7 0 % ， 特 異 性 爲 8 5   至 1 0 0   % •   1 9 8 9 年
K a t h o l   等 認 為 ⾎ 清   c o t i s o l   升 ⾼ 是 由 於 邊 緣 系 統
（   l i m b i c   s y s t e m   ） 功 能 異 常 所 致 （ 2 5 ） ， 因 邊 絲
系 統 是 ⼤ 腦 之 情 緒 中 樞 ， 此 處 有 很 多   c o r t i s o l 受
體 處 於 低 反 應 性 的 結 果 。 ⽽   c o r t i s o l   也 可 影 響 腦
內 N E ， D A ， 5 - H T   系 統 功 能 （ 6 ） 。 1 9 8 3 年
R e u s   等 的 研 究 發 現 憂 鬱 症 者 其 下 視 丘 ⼀ 腦 下 垂
體 ⼀ 腎 上 腺 軸 迴 饋 機 制 異 常 （ 2 0 ） 。 1 9 9 5 年   H u   等
報 告 憂 鬱 症 者   c o r t i s o l   喪 失 正 常 的 ⽇ 夜 規 律
( circadian rhythms ) （ 2 7 ） ， 這 ⽣ 物 時 鐘 的 改
變 是 1 9 8 2 年   W i r z - J u s t i c e   等 提 出 受 上 視 束 交 叉
核 （   s u p r a c h i a s m a t i c   n u c l e i   ） 的 5 - H T   神 經 傳
遞 介 質 所 控 制 （ 2 8 ） 。 ⽢ ⿆ ⼤ 棗 湯 低 劑 量 組 其   c o r t i -
s o l   仍 ⾼ 於 正 常 對 照 組 ， 可 能 是 ⽢ 草 有 效 成 分 具
腎 上 腺 ⽪ 質 素 樣 作 ⽤ 所 致 2 9 ） 。 從 ⾎ 清 5 - H T 分
析 ， 得 知 ⽢ ⿆ ⼤ 棗 湯 低 及 ⾼ 劑 量 組 其 ⾎ 清 5 - H T
濃 度 偏 ⾼ ， 與 憂 鬱 組 比 較 具 統 計 學 意 義 。 1 9 8 4
年 V a n   P r a a g   報 告 憂 鬱 症 者 末 梢 ⾎ 液 5 - H T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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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 尤 其 ⾎ ⼩ 板 所 含 的 . 5 - H T   量 有 降 低 的 現 象
（ 2 0 。 ⼈ 體 的 5 - H T   ⽣ 成 部 位 在 胃 腸 道 和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 末 梢 的 5 - H T   不 能 通 過 腦 屏 障 ， 因 此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的 5 - H T   是 ⾃ ⼰ 合 成 的 ， 末 梢 5 -
H T 異 常 是 否 表 ⽰ 腦 部 的 異 常 ， 仍 待 研 究 。
本 研 究 的 重 點 之 ⼆ ， 是 分 析 腦 中 單 胺 傳 遞

介 質 在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使 ⽤ ⽢ ⿆ ⼤ 棗 湯 治 療 後 的
變 化 。 1 9 8 4 年 夏 鎭 夷 等 在 ⽣ 化 與 精 神 藥 理 學 的
研 究 ， 指 出 腦 部 傳 遞 介 質 活 性 在 突 觸 間 隙 相 對
不 ⾜ 可 能 引 起 憂 鬱 症 ︔ 已 知 與 憂 鬱 症 有 關 的 ⽣
物 胺 包 括 N E ， D A ， 5 - H T 。 且 其 下 視 丘 腦 下
垂 體 軸 功 能 紊 亂 ， 如 前 討 論 過 的 ⾎ 液   c o r t i s o l   升
⾼ ， 夜 間 分 泌 不 減 少 （ 2 3 ） 。 實 驗 中 發 現 ⽢ ⿆ ⼤ 棗
湯 ⾼ 劑 量 與 西 藥 組 對 ⼤ 鼠 腦 內   N E   及   D A   濃 度
皆 顯 著 升 ⾼ ，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腦 內 5 - H T
升 ⾼ ， 與 憂 鬱 組 具 有 統 計 學 意 義 ， 且 漸 趨 向 正
常 。 神 經 ⽣ 理 學 研 究 得 知 情 緒 迴 路 （ e m o t i o n a l
c i r c u i t ） 包 括 ⽪ 質 、 間 腦 （ 特 別 是 下 視 丘 ） 、
邊 緣 系 統 、 網 狀 結 構 、 腦 下 垂 體 和 軀 體 內 臟 迴
饋 系 統 。 其 中 下 視 丘 和 邊 緣 系 統 是 迴 路 的 主 要
環 節 ， 下 視 丘 是 ⽪ 質 下 的 情 緒 中 樞 。 情 緒 迴
路 的 發 動 運 轉 主 要 依 賴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
d o p a m i n e   ， s e r o t o n i n   等 傳 遞 介 質 當 作 燃 料 。
1 9 7 6   年   S c h i l d k r a u t   等 提 出 憂 鬱 症 腦 內   c a t e -
c h o l a m i n e （ 主 要 是   N E ） 相 對 缺 乏 （ 0 1 ） 。 據 研
究 位 於 上 橋 腦 的 藍 斑 （ l o c u s   c o r e u l e u s ） 是
N E   神 經 元 最 多 的 地 ⽅ ， 這 些 神 經 元 放 射 至 ⼤ 腦
⽪ 質 、 下 視 丘 和 視 丘 核 、 與 邊 緣 系 統 ， 調 節 正
常 情 感 活 動 ， 如 發 ⽣   N E   系 統 的 異 常 導 致 濃 度
偏 低 ， 即 有 憂 鬱 狀 態 的 產 ⽣ 。 西 藥 組 即 以 三
環 抗 憂 鬱 劑   a m i t r i p t y l i n e   治 療 ， 其 藥 理 機 轉 乃
抑 制 突 觸 前 神 經 膜 對 於   N E   和 5 - H T   再 吸 收 ， ⽽
增 加 兩 者 的 濃 度 。 最 近 的 研 究 顯 ⽰ 使 ⽤ 這 類 藥
物 需 ⼆ 至 三 週 才 有 療 效 ， 主 要 與 突 觸 後   b e t a -
a d r e n e r g i c   受 體 敏 感 性 的 改 變 ， 以 及 增 加   a d r e n -
e r g i c   和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系 統 對 ⽣ 理 及 環 境 刺 激
的 反 應 性 有 關 ， （ 2 0 。 ⽢ ⿆ ⼤ 棗 湯 是 否 有 同 樣 的 機
轉 ， 則 待 進 ⼀ 步 的 探 討 。 憂 鬱 症 者 D A   較 低 表
現 運 動 ⾏ 爲 遲 緩 ， 其 與 ⿊ 質 紋 狀 體 徑 路 擔 任 肌
⾁ 運 動 的 啓 動 與 協 調 有 關 。 ⽽ 其 另 ⼀ 徑 路 是 中
腦 邊 緣 系 統 ， 位 於 中 腦 腳 間 核 背 側 的   D A   神 經
元 ， 其 軸 突 放 射 至 伏 核 （   n u c l e u s   a c c u m b e n s   ）
， 嗅 結 節 和 邊 緣 系 統 ， 該 部 與 情 感 反 應 密 切 相
關 （ 。 本 研 究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在 提 升 腦
內 D A   濃 度 ⽅ ⾯ 雖 然 略 低 於 西 藥 組 ， 但 仍 具 統
計 學 意 義 ， 是 否 與 中 腦 邊 緣 系 徑 路 活 化 ⽽ 提 ⾼
此 傳 遞 介 質 的 濃 度 有 關 ， 仍 待 研 究 。 位 於 下 中
腦 和 上 橋 腦 的   r a p h e   核 包 含 有 豐 富 的 5 - H T 神 經
元 ， 軸 突 沿 內 側 前 腦 束 終 端 於 下 視 丘 ， 破 壞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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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動 物 的   r a p h e   核   5 - H T   濃 度 下 降 會 產 ⽣ 激 躁 、
失 眠 等 憂 鬱 狀 態 的 症 狀 （ 0 2 1 。 ⽢ ⿆ ⼤ 棗 湯 ⾼ 劑 量
組 在 提 升 腦 內 5 - H T   濃 度 ⽅ ⾯ ， 可 能 與 此 有
關 。
本 實 驗 應 ⽤ 西 醫 學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動 物 模

式 ， 以 及 ⾎ 液 神 經 內 分 泌 並 結 合 腦 內 神 經 傳 遞
介 質 測 定 ， 探 討 ⽢ ⿆ ⼤ 棗 湯 的 抗 憂 鬱 機 轉 ， 可
作 為 今 後 篩 選 中 醫 ⽅ 劑 治 療 內 源 性 憂 鬱 症 的 初
步 基 礎 研 究 ⽅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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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GAN-MAI-DAZAO-TANG IN

EXPERIMENTAL ENDOGENOUS DEPRESSION MODEL

Tsun-Tsai Ko, Jaung-Geng Lin*, Ming-Tsuen Hsieh**,
Shyh-Lang Shiau*** and Cheng-Chieh Lin

Department of Family Medicine, China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Medical College*

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hina Medical Colleg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Jong Jeng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animal model of depression proposed by Vogel(1982), neonatal injection of clomipramine
could induce abnormal behaviors modeling endogenous depression in human. We used the same animal model to inves-
tigate the effect of Gan-Mai-Dazao-Tang ( GMDT )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erum T3, T4,TSH, testosterone,
prolactin, cortisol, 5-HT and monoamines (NE, DA, 5-HT ) of brain in rats.

Clomipramine ( 15mg/kg, bid ) was injected to Sprague-Dawley rats when 8 to 21 day-old for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while normal saline (Iml/kg, bid ) was injected for normal control group ( group A, n=10 ) .
At 4 months of ag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divided randomly into 4 subgroups and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
low dose of GMDT ( 1.0g/kg, qd, group B, n=10 ) , high dose of GMDT ( 2.5g/kg, qd, group C, n=10 ) .
amitriptyline ( 10mg/kg, qd, group D, n=10 ) , and normal saline (1 ml/kg, qd, group E, n=10 ) . We measured the
levels of the serum T3, T4, TSH, testosterone, prolactin, cortisol, 5-HT and brain monoamines after the 2 weeks
treatment course.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mean values of parameters for five group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ing :

(1)Group C showed the increase of brain NE, DA, 5-HT, and serum TSH, 5-HT level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noted.

(2) Group C showed a tendency for normalization in prolactin and cortisol levels.
(3)Group E had high T4, prolactin, cortisol, low TSH and low brain NE, DA, 5-HT levels, showing marked differences

in comparison with group A.
Conclusions :

(1)These data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endogenous depression has abnormal serum T4, TSH, prolactin, corti-
sol, 5-HT and brain monoamine levels.

(2)GMDT could improve the abnormal levels of serum TSH, prolactin, 5-HT, and brain NE, DA, 5-HT in endoge-
nous depression rats.

Key Words : endogenous depression, endocrine change, monoamines, Gan-Mai-Dazao-T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