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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朴 湯 對 卵 蛋 ⽩ 過 敏 原 誘 發 天 竺 鼠 氣 喘 之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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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研 究 之 ⽬ 的 在 了 解 柴 朴 湯 對 致 敏 天 竺 鼠 以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誘 發 之 呼 吸 道 阻 塞 、

發 炎 現 象 及 過 度 反 應 性 之 作 ⽤ 如 何 。
天 竺 鼠 ⽤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連 續 致 敏 七 天 ， 每 天 ⼀ 次 ， 每 次 致 敏 ⼗ 五 分 鐘 ， 之 後 分 成 服 ⽤

柴 朴 湯 組 7 0 0 m g / k g （ 實 驗 組 ） 和 ⽣ 理 食 鹽 ⽔ 組 （ 對 照 組 ） 兩 組 ， 連 續 餵 食 七 天 ， 於 第 1 4 天 ，
所 有 的 天 竺 鼠 接 受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1 分 鐘 。 呼 吸 道 阻 ⼒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前 、
激 發 完 及 激 發 後 不 同 時 間 ， 利 ⽤ 身 體 體 積 量 法 測 量 。 呼 吸 道 對 ⼄ 醯 膽 鹼 之 反 應 性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前 2 4 ⼩ 時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測 量 ，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細 胞 分 析 及 病 理 組 織 切 ⽚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測 量 。 控 制 組 包 括 （ I ） 正 常 組 （ 未 致 敏 、 未 激 發 ） ︔ （ 2 ）
未 致 敏 ，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及 （ 3 ） 已 致 敏 ， 以 0 . 9 % ⽣ 理 食 鹽 ⽔ 激 發 。 結 果 如 下 ：
⼀ 、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天 竺 鼠 之 急 性 呼 吸 道 阻 塞 ， 柴 朴 湯 有 明 顯 的 抑 制 作 ⽤ ， 但 對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則 無 效 。
⼆ 、 柴 朴 湯 對 於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引 起 的 遲 發 型 氣 喘 無 治 療 作 ⽤ 。
三 、 以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之 天 竺 鼠 於 6 ⼩ 時 可 顯 著 增 強 其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 柴
朴 湯 可 以 阻 ⽌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6 ⼩ 時 之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 但 對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則 無 效 。

四 、 以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之 天 竺 鼠 於 6 ⼩ 時 及 2 4 ⼩ 時 ，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 嗜 中 性 ⽩ ⾎ 球 數 ⽬ 及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嗜 酸 性 ⽩ ⾎ 球 之 浸 潤 數 ⽬ 都 有 明 顯 增
加 ︔ 柴 朴 湯 可 滅 少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 嗜
中 性 ⽩ ⾎ 球 數 ⽬ 及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嗜 酸 性 ⽩ ⾎ 球 之 浸 潤 數 ⽬ ， 但 對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則 無 效 。
結 論 ， 柴 朴 湯 可 抑 制 氣 喘 天 竺 鼠 在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之 急 性 呼 吸 道 阻 塞 ， 減 少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的 增 加 和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嗜 酸 性 ⽩ ⾎ 球 浸 潤 數 ⽬ 的 增 加 ， 也
可 抑 制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 當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濃 度 增 加 為 2 % 時 ， 柴 朴 湯 對 於 急 性 呼 吸 道
阻 塞 、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的 增 加 、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嗜 酸 性 ⽩ ⾎ 球 浸 潤 數 ⽬ 的
增 加 和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無 治 療 作 ⽤ 。

關 鍵 詞 ： 柴 朴 湯 ， 身 體 體 積 量 法 ，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 天 竺 鼠 氣 喘

前 ⾔
氣 喘 是 ⼀ 種 呼 吸 道 的 慢 性 發 炎 性 疾 病 ， 主

要 的 特 徵 是 氣 管 及 ⽀ 氣 管 對 不 同 的 刺 激 所 產 ⽣
的 ⼀ 種 過 度 反 應 性 增 加 ， ⽽ 造 成 呼 吸 道 廣 泛 的
阻 塞 ︔ 1 臨 床 的 主 要 表 現 為 呼 吸 困 難 、 喘 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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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悶 和 咳 嗽 ， 有 些 氣 喘 患 者 其 呼 吸 道 會 有 痰 的
產 ⽣ ， 這 些 症 狀 可 單 獨 或 合 併 出 現 ， 疾 病 常 在
半 夜 或 清 晨 發 作 ︔ 2 半 夜 咳 醒 是 本 病 的 特 ⾊ 。 3
氣 喘 病 是 多 因 ⼦ 交 互 作 ⽤ 所 產 ⽣ 的 ， 當 病 ⼈ 曝
露 於 各 種 危 險 因 ⼦ 會 誘 發 氣 喘 發 作 ， 包 括 ： 過
敏 原 、 空 氣 污 染 、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 運 動 、 氣 候
的 改 變 、 ⼆ 氧 化 硫 、 食 品 及 藥 物 等 。 。

⽬ 前 認 為 氣 喘 的 致 病 機 轉 爲 呼 吸 道 的 發 炎
現 象 ， 5 尤 其 是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黏 膜 之
浸 潤 ︔ 6 臨 床 上 也 證 實 無 論 外 因 性 或 內 因 性 氣
喘 ， 周 邊 ⾎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總 數 會 增 加 ， ︖
呼 吸 道 的 組 織 病 理 報 告 也 證 實 有 嗜 酸 性 ⽩ ⾎ 球
之 浸 潤 ︔ 8 因 此 ， ⽬ 前 氣 喘 病 的 研 究 重 點 都 放
在 嗜 酸 性 ⽩ ⾎ 球 。 9 - 1 1 過 敏 原 的 激 發 會 導 致 即 時
型 氣 喘 和 遲 發 型 氣 喘 發 作 ， 1 0 - 1 2 渥 發 型 氣 喘 會
伴 隨 著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增 加 及 嗜 酸 性 ⽩ ⾎
球 流 入 到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 1 3 . 1 4   促 使 嗜 酸 性 ⽩ ⾎ 球
釋 放 主 要 基 本 蛋 ⽩ 質 （ M B P ） 及 嗜 酸 性 球 陽 離
⼦ 蛋 ⽩ （ E C P ） ， 造 成 呼 吸 道 黏 膜 的 受 損 及 上
⽪ 細 胞 的 脫 落 。 6 . 1 4

由 於 對 於 發 型 氣 喘 和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的 機 轉 仍 不 清 楚 ， 9 . 1 0   基 於 研 究 上 的 需 要 ， 包
括 新 藥 的 開 發 及 探 討 藥 物 的 作 ⽤ 機 轉 ， 確 實 有
必 要 建 ⽴ 氣 喘 的 動 物 模 式 ︔ ⽬ 前 研 究 氣 喘 的 動
物 都 選 ⽤ 天 竺 鼠 ， 9 - 1 2 主 要 是 因 致 敏 天 竺 鼠 於 過
敏 原 誘 發 之 氣 喘 ， 所 產 ⽣ 即 時 型 氣 喘 和 遲 發 型
氣 喘 、 呼 吸 道 的 發 炎 及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
其 臨 床 反 應 及 病 理 變 化 和 ⼈ 類 的 氣 喘 病 非 常 類
似 ︔ ⽀ 氣 管 擴 張 劑 及 腎 上 腺 ⽪ 質 賀 爾 蒙 也 是 在
此 氣 喘 動 物 模 式 下 完 成 研 究 。 因 此 ， 本 研 究 的
⾸ 要 ⼯ 作 是 建 ⽴ 氣 喘 的 動 物 模 式 。
柴 朴 湯 乃 結 合 東 漢   •   張 仲 景 〈 傷 寒 論 》 的

⼩ 柴 胡 湯 1 5 及 《 ⾦ 匱 要 略 》 的 半 夏 厚 朴 湯 1 6 兩
⽅ 所 組 成 ， 臨 床 上 已 有 報 告 ⽤ ⼩ 柴 胡 湯 治 療 氣
喘 病 ， 1 7 - 1 9 半 夏 厚 朴 湯 應 ⽤ 於 袪 痰 ， 2 0 在 ⽇ 本
多 家 醫 學 中 ⼼ 的 臨 床 研 究 上 已 證 實 柴 朴 湯 治 療
氣 喘 病 確 實 有 療 效 ， 2 1 動 物 體 外 實 驗 證 實 柴 朴
湯 的 作 ⽤ 機 轉 爲 抑 制 1 1   B   - h y d r o x y s t e r o i d
d e h y d r o g e n a s e   以 減 少 腎 上 腺 ⽪ 質 賀 爾 蒙 的 代
謝 ， 2 2 氣 喘 動 物 模 式 研 究 證 實 柴 朴 湯 可 防 ⽌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 2 3 但 是 仍 有

臨 床 上 報 告 服 ⽤ 柴 朴 湯 無 效 者 ， 2 1 . 2 4   因 此 ， 我
們 認 為 柴 朴 湯 在 治 療 氣 喘 病 可 能 祇 有 某 種 程 度
上 的 效 果 。 爲 了 確 定 此 假 說 ， 本 實 驗 研 究 之 ⽬
的 在 探 討 在 已 建 ⽴ 的 氣 喘 動 物 模 式 中 ， 柴 补 湯
對 清 醒 、 致 敏 化 的 天 竺 鼠 以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呼 吸 道 阻 塞 、 ⽀ 氣 管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及 發 炎 之 作 ⽤ 如 何 。

材 料 與 ⽅ 法
⼀ 、 天 竺 鼠 卵 蛋 ⽩ 之 致 敏 化 （   S e n s i t i z a t i o n

of guinea pigs to ovalbumin)
氣 喘 的 動 物 模 式 是 根 據 學 者   T o d a   的 研 究 ⽅

法 ⽽ 稍 有 修 正 ， 2 3   雄 性   D u n k i n - H a r t l e y   天 竺
鼠 ， 體 重 3 5 0   到 4 5 0 公 克 爲 實 驗 動 物 ， 共 同 飼 養
於 相 同 的 環 境 ， 飼 食 相 同 的 食 物 。 以 卵 蛋 ⽩
（ O V A ） 爲 過 敏 原 （ G r a d e   I ） （ S i g m a ，

D o r s e t ， U K ） ， 將 卵 蛋 ⽩ 溶 液 （ 1 % 卵 蛋 ⽩
重 量 / 體 積 ， 溶 解 於 0 . 9 % 無 菌 的 ⽣ 理 食 鹽 ⽔ ）
放 入   D e V i l b i s s   公 司 出 品 的   P u l m o - A i d e   噴 霧 器
中 ， 噴 霧 氣 流 速 是 每 分 鐘 8 公 升 ， 每 分 鐘 噴 出
0 . 5   毫 升 ， 噴 霧 顆 粒 體 積 爲 0 . 5   到 5 微 ⽶
（ m i c r o n s   ） ， 將 天 竺 鼠 放 置 於 3 . 9 公 升 的 透 明
壓 克 ⼒ 容 器 內 ， 然 後 將 過 敏 原 經 由   P u l m o - A i d e
噴 霧 器 打 出 的 噴 霧 顆 粒 直 接 擴 散 到 透 明 壓 克 ⼒
容 器 內 讓 天 竺 鼠 吸 入 ， 每 天 ⼀ 次 ， 每 次 吸 入 ⼗
五 分 鐘 ， 連 續 七 天 ， 休 息 七 天 後 準 備 接 受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
⼆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 O v a l b u m i n   c h a l l e n g e   ）

爲 防 ⽌ 天 竺 鼠 在 過 敏 原 激 發 過 程 中 因 過 敏
性 休 克 ⽽ 死 亡 ， 在 過 敏 原 激 發 前 三 ⼗ 分 鐘 經 由
腹 腔 注 射 組 織 胺 拮 抗 劑   D i p h e n h y d r a m i n e   H C I
（ 1 0 m g / k g / d o s e ） 。 將 天 竺 鼠 置 於 壓 克 ⼒ 製
成 的 圓 狀 柱 容 器 內 ， 靜 置 1 0 分 鐘 ， 之 後 測 量 並
計 算 其 基 準 值 之 呼 吸 道 阻 ⼒ ， 將 1 % 卵 蛋 ⽩ 或 2
％ 卵 蛋 ⽩ 溶 液 或 0 . 9 % ⽣ 理 食 鹽 ⽔ 放 入   P u l m o -
A i d e   噴 霧 器 中 ， 其 噴 霧 開 ⼜ 連 接 覆 蓋 在 天 竺 鼠
的 頭 部 ⾯ 罩 ， 讓 天 竺 鼠 吸 入 噴 霧 顆 粒 ⼀ 分 鐘 。
三 、 呼 吸 道 阻 ⼒ 之 測 定 （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airway r e s i s t ance )
利 ⽤ ⽇ 本   S h i z u m e Medical Company

L t d   製 造 之 呼 吸 抗 阻 測 量 儀 ， ⽤ 身 體 體 積 量 法



（ b o d y ,   p l e t h y s m o g r a p h y ） 來 測 量 其 呼 吸 道 壓
⼒ 和 呼 吸 氣 流 量 。 其 原 理 是 根 據 M e a d   描 述 的
改 良 後 的 強 迫 性 振 動 技 術 （ f o r c e d   o s c i l l a t i o n
t e c h n i q u e   ） ， 2 5 此 ⽅ 法 適 ⽤ 於 ⽤ 吸 入 性 過 敏 原
致 敏 的 天 竺 鼠 。 將 天 竺 鼠 置 於 壓 克 ⼒ 製 成 的 圓
柱 狀 容 器 內 ， 其 前 端 有 ⼀ ⼩ 圓 型 開 ⼜ ， 將 天 竺
鼠 的 身 體 置 於 圓 柱 狀 容 器 內 ， 頭 部 露 於 外 ， 後
端 開 ⼜ 連 接 肺 功 能 機 ， 將 1 8 赫 ⼦ 的 正 弦 振 盪 波
應 ⽤ 於 天 竺 鼠 體 表 ⾯ ， 呼 吸 之 間 產 ⽣ 的 壓 ⼒ 差
即 呼 吸 道 壓 ⼒ ︔ ⾯ 罩 上 有 ⼀ 4 0 0 網 孔 的 開 ⼜ 罩
在 天 竺 鼠 的 臉 上 ， ⽤ 來 測 其 呼 吸 氣 流 量 ， 呼 吸
道 壓 ⼒ 除 以 呼 吸 氣 流 量 之 值 即 呼 吸 道 阻 ⼒ ︔ 天
竺 鼠 分 別 在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前 、 激 發 後 1 分
鐘 、 5 分 鐘 、 1 5 分 鐘 、 3 0 分 鐘 、 1 ⼩ 時 、 2 ⼩
時 、 3 ⼩ 時 、 4 ⼩ 時 、 5 ⼩ 時 、 6 ⼩ 時 及 2 4 ⼩
時 ， 各 測 量 三 次 呼 吸 道 阻 ⼒ ， 當 不 測 量 時 ， 將
天 竺 鼠 從 呼 吸 抗 阻 測 量 儀 移 ⾛ 。
吸 入 1 % 卵 蛋 ⽩ 或 2 % 卵 蛋 ⽩ 噴 霧 顆 粒 激

發 ⼀ 分 鐘 ， 五 分 鐘 後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為 原 來 基
準 值 呼 吸 道 阻 ⼒ 的 兩 倍 以 上 為 即 時 型 氣 喘 ︔ 1 2 2
⼩ 時 以 後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為 原 來 基 準 值 呼 吸 道
阻 ⼒ 的 兩 倍 以 上 為 遲 發 性 氣 喘 。 2 6   控 制 組 包 括
未 致 敏 ，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及 已 致 敏 ， 以 0 . 9 %
⽣ 理 食 鹽 ⽔ 激 發 。
四 、 呼 吸 道 對 ⼄ 醯 膽 鹼 的 反 應 性 （ A i r w a y

respons iveness to Acetylcholine )

試 驗 ⽤ 的 ⼄ 醯 膽 鹼 以 連 續 雙 倍 稀 釋 ， 濃 度
為 3 9 . 6   到 2 0 , 0 0 0 u   g / m l ， 將 不 同 濃 度 的 ⼄ 醯
膽 鹼 放 到 噴 霧 器 中 ， 噴 霧 器 打 出 之 噴 霧 顆 粒 讓
天 竺 鼠 吸 入 ⼆ 分 鐘 ， ⽅ 法 如 同 過 敏 原 激 發 ， ⼄
醯 膽 鹼 濃 度 由 低 濃 度 慢 慢 增 加 到 ⾼ 濃 度 ， 吸 ⼆
分 鐘 後 ⽴ 刻 測 其 呼 吸 道 阻 ⼒ ， 當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為 原 來 的 ⼀ 倍 或 以 上 時 才 停 ⽌ 此 實 驗 ， 由 劑
量 ⼀ 反 應 曲 線 決 定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為 原 來 兩 倍
所 需 的 ⼄ 醯 膽 鹼 濃 度 ， 並 轉 換 成 對 數 值 ， 以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表 ⽰ 。 對 照 組 和 實 驗 組 在 激 發
前 2 4 ⼩ 時 、 激 發 後 6 ⼩ 時 和 2 4 ⼩ 時 都 做 呼 吸
道 對 ⼄ 醯 膽 鹼 的 反 應 性 。 控 制 組 包 括 （ 1 ） 正 常 組
（ 未 致 敏 、 未 激 發 ） ︔ （ 2 ） 未 致 敏 ，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及 （ 3 ） 已 致 敏 ， 以 0 . 9 % ⽣ 理 食 鹽 ⽔ 激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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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和 細 胞 學 檢 查 （ B r o n -
choalveolar lavage and cytology )
天 竺 鼠 ⽤ ⼄ 醚 麻 醉 後 開 胸 並 進 ⾏ ⼼ 臟 採

⾎ ， 先 將 肺 臟 及 氣 管 分 離 出 來 ， 在 氣 管 中 央 剪
⼀ ⼩ 孔 ， 將 2 釐 ⽶ ⼜ 徑 的 導 管 插 入 氣 管 後 ⽤ 線
綁 緊 ， ⽤ 鉗 ⼦ 夾 著 右 邊 主 ⽀ 氣 管 ， 以 5 毫 升 1
1&# Hanks' balanced salt solution ( HBSS,
G I B C O ） 灌 注 左 肺 ， 連 續 6 次 ， 收 集 灌 洗 液 ，
混 合 後 取   0 . 0 2 毫 升 的 細 胞 懸 浮 液 加   0 . 1 8 毫 升 的
T r y p a n   b l u e   溶 液 於 標 準 ⾎ 球 計 （ h e m o c y t o m e -
t e r   ） 計 算 細 胞 總 數 ， 重 覆 計 算 兩 次 。 取 0 . 2 毫
升 的 細 胞 懸 浮 液 於 細 胞 離 ⼼ 機 離 ⼼ （ S h a n d o n
c y t o s p i n   2 , 5 0 0   r p m   室 溫 下 2 分 鐘 ） ， 抹 ⽚ 染
⾊ 法 ⽤ 劉 氏 染 ⾊ 法 （ L i u ' s   s t a i n ） ， 細 胞 分 類
則 在 4 0 0 倍 顯 微 鏡 下 依 標 準 細 胞 分 類 計 算 3 0 0 個
細 胞 ， 重 覆 計 算 ⼆ 次 。
已 致 敏 1 % 卵 蛋 ⽩ 激 發 之 天 竺 鼠 於 激 發 後 2

⼩ 時 、 4 ⼩ 時 、 6 ⼩ 時 及 2 4 ⼩ 時 做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 2 % 卵 蛋 ⽩ 激 發 之 天 竺 鼠 其 對 照 組 和 實
驗 組 在 激 發 後 6 及 2 4 ⼩ 時 也 做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 正 常 組 、 未 致 敏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 已 致
敏 以 0 . 9 % ⽣ 理 食 鹽 ⽔ 激 發 也 做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做 為 控 制 組 。
六 、 組 織 病 理 切 ⽚ （ H i s t o p a t h o l o g y   ）

做 完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後 ， 將 右 側 肺 臟 摘
除 ， 浸 泡 於 1 0 ％ 福 ⾺ 林 溶 液 內 3 天 ， 對 右 側 肺
臟 做 橫 切 ⾯ ， 包 埋 於 ⽯ 蠟 固 定 後 做 病 理 組 織 切
⽚ 並 ⽤   G i e m s a   s t a i n   染 ⾊ 。 在 4 0 0 倍 顯 微 鏡 下
計 算 在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 氣 管 及 細 ⽀ 氣 管 的 嗜 酸
性 ⽩ ⾎ 球 數 ⽬ 。 嗜 酸 性 ⽩ ⾎ 球 的 計 算 包 含 兩 個
解 剖 區 ： （ 1 ） 黏 膜 下 層 ， ⽀ 氣 管 平 滑 肌 圍 饒 之
內 的 所 有 嗜 酸 性 ⽩ ⾎ 球 ︔ （ 2 ） 外 膜 層 ， ⽀ 氣 管 平
滑 肌 圍 繞 之 外 且 靠 近 ⽀ 氣 管 平 滑 肌 約 0 . 0 2 平 ⽅
釐 ⽶ 的 所 有 嗜 酸 性 ⽩ ⾎ 球 。 ⽀ 氣 管 的 定 義 是 被
軟 骨 所 包 圍 的 ⼤ 呼 吸 道 ， 細 ⽀ 氣 管 的 定 義 是 沒
有 軟 骨 包 圍 的 呼 吸 道 。
七 、 中 藥 製 劑 及 給 藥 （   D r u g   p r e p a r a t i o n   a n 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 次 選 購 本 研 究 所 需 要 之 中 藥 材 ， 並 按 藥
物 成 份 比 率 配 製 （ ⾒ 表 ⼀ ） ， 以 利 藥 材 的 濃
縮 。 將 上 述 所 有 藥 品 切 碎 稱 重 ， 以 去 離 ⼦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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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 酒 精 爲 溶 媒 （ 去 離 ⼦ ⽔ 及 無 ⽔ 酒 精 比 率 爲
1 : 1 ） ， 浸 泡 塑 膠 桶 內 並 放 置 於 4 ° C 的 ⼤ 冰
箱 ， 天 天 不 斷 的 攪 拌 ， 七 天 後 收 集 浸 出 液 ， 如
此 連 續 ⼆ 次 ︔ 收 集 的 浸 出 液 混 合 後 於 濃 縮 機 內
減 壓 濃 縮 ， 分 裝 於 5 0 c c   塑 膠 試 管 （ 要 先 稱 重 ） ，
之 後 冷 凍 乾 燥 ， 將 冷 凍 乾 燥 後 的 粗 抽 取 物 儲 存
於 超 低 溫 冷 凍 櫃 備 ⽤ ︔ 使 ⽤ 時 將 柴 朴 湯 溶 解 於
⽣ 理 食 鹽 ⽔ 中 嬰 成 中 藥 懸 浮 液 （ 2 5 0 m g / m l ） ，
黏 覆 在 天 竺 鼠 飼 料 上 餵 食 （ 7 0 0 m g / k g ） ， 對
照 組 給 予 ⽣ 理 食 鹽 ⽔ 。

表 ⼀ 、 柴 朴 湯 之 組 成 、 成 份 百 分 比 及 藥 材 品 種
藥 材 ⽣ 藥 名 成 份 （ ％ ， 重 量 / 總 重 量 ）
柴 胡 Bupleuri radix 20.6
半 夏 Pinellia rhizoma 14.7
茯 苓 Poria 14.7
⿈ 芩 Scutellariae radix 8.8
⼈ 參 Ginseng radix 8.8
⼤ 棗 Ziziphi fructus 8.8
厚 朴 Magnoliae cortex 8.8
紫 蘇 Perillae folium 5.9
⽢ 草 Glycyrrhizae gadix 5.9
⽣ 薑 Zingiberis rhizoma 3.0

八 、 統 計 ⽅ 法
所 有 數 據 以 平 均 數 加 減 ⼀ 個 標 準 差 （ M e a n

⼠ S . D . ） 表 ⽰ ， 不 同 組 間 以 單 向 變 ⽅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a l y s i s   o f   v a r i a n c e   ） 做 統 計
分 析 ， 其 結 果 有 差 異 者 ， 各 組 間 再 以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做 事 後 檢 定 分 析 ， 以 p 值
⼩ 於 0 . 0 5   者 具 有 統 計 學 差 異 。

結 果
表 ⼆ 、 各 組 致 敏 天 竺 鼠 於 不 同 濃 度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不 同 時 間 之 呼 吸 道 阻 ⼒

⼀ 、 不 同 卵 蛋 ⽩ 過 敏 原 濃 度 激 發 對 呼 吸 道 阻 ⼒
之 影 響
呼 吸 道 阻 ⼒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原 激 發 前 、 激

發 後 1 分 鐘 、 5 分 鐘 、 1 5   分 鐘 、 3 0 分 鐘 、 1 ⼩
時 、 2 ⼩ 時 、 3 ⼩ 時 、 4 ⼩ 時 、 5 ⼩ 時 、 6 ⼩
時 及 2 4   ⼩ 時 ， 各 測 量 呼 吸 道 阻 ⼒ 至 少 三 次 。 各
組 呼 吸 道 阻 ⼒ 在 激 發 前 基 準 值 沒 有 差 異 。 未 接
觸 過 敏 原 之 天 竺 鼠 ， 直 接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邀 發 1   分 鐘 無 法 引 發 氣 喘 （ ⾒ A 組 ） ︔ 已 致 敏
天 竺 鼠 ⽤ 0 . 9 % ⽣ 理 食 鹽 ⽔ 邀 發 1 分 鐘 也 無 法 引
發 氣 喘 （ ⾒ B 組 ） ︔ 已 致 敏 天 竺 鼠 ⽤ 0 . 1 % 或
0 . 5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1 分 鐘 也 無 法 引 發 氣 喘
（ ⾒ C 及 D 組 ） ︔ 雖 然 D 組 在 激 發 後 5 分 鐘
和 激 發 前 相 比 ，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天 竺 鼠
在 外 觀 上 也 顯 現 不 安 、 躁 動 ， 呼 吸 頻 率 加 快 ，
但 離 氣 喘 發 作 仍 有 ⼀ 段 距 離 。 祇 有 ⽤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 分 鐘 才 會 引 發 天 竺 鼠 於
激 發 後 5 分 鐘 及 1 5 分 鐘 明 顯 的 即 時 型 氣 喘 ， 且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呼 吸 道 阻 ⼒ 之 增
加 明 顯 ⾼ 於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 2 %
O V A   5   分 鐘 4 . 5 3 ⼠ 0 . 5 6   c m / 1 / s ， 1 5 分 鐘
4 . 4 4   ⼠ 0 . 2 0   c m / 1 / s ， 1 %   O V A   5   分 鐘 3 . 2 3 ⼠
0.24 cm/l/s • 15 S i t i 3.41 ‡ 0.15 c m / l / s ) ,
⼆ 者 相 比 較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在 遲 發 型 氣
喘 中 ， 仍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呼 吸 道
阻 ⼒ 之 增 加 明 顯 ⾼ 於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 ⼆ 者 相 比 較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表
⼆ ） 。 以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致 敏 天

组 别 激 發 前 發 後
1 分 鐘 5 分 鐘 1 5 分 鐘 3 0 分 鐘 1   ⼩ 時 2   ⼩ 時 3 ⼩ 時 4 ⼩ 時 5   ⼩ 時 6   ⼩ 時 2 4   ⼩ 時

A 1.58 $ 0.17 1 . 6 4 ⼠ 0 . 1 7 1.66 $ 0.17 1 . 6 4 ⼠ 0 . 1 1 1 . 6 2 ⼠ 0 . 1 3 1 . 7 1 ⼠ 0 . 1 4 1 . 7 3 ⼟ 0 . 1 4   1 . 5 4 ⼟ 0 . 1 5   1 . 6 9 ⼟ 0 . 2 4   1 . 5 5 ⼟ 0 . 1 8   1 . 6 7 ⼟ 0 . 2 4   1 . 6 6 ⼟ 0 . 2 0
1.59 + 0.13 1 . 7 3 + 0 . 2 1 a 1.68 ÷ 0.17 1.66 ‡ 0.15 1 . 6 6 ⼠ 0 . 1 3 1 . 7 3 ⼠ 0 . 1 8 1 . 6 6 ⼠ 0 . 1 3   1 . 5 9 ⼟ 0 . 1 7   1 . 6 8 ⼟ 0 . 1 4   1 . 6 3 ⼠ 0 . 1 3   1 . 7 3 ⼠ 0 . 1 4   1 . 6 7 ⼟ 0 . 1 8
1.47 $ 0.14 1.57 $ 0.06 1 . 6 3 + 0 . 1 7 1.61 + 0.20 1 . 6 1 ⼠ 0 . 1 7 1 . 6 3 ⼟ 0 . 1 6   1 . 5 7 ⼟ 0 . 2 3   1 . 5 9 ⼟ 0 . 1 5   1 . 5 2 ⼠ 0 . 1 2   1 . 6 4 ⼟ 0 . 1 4   1 . 6 2 ⼟ 0 . 1 7   1 . 6 4 ⼟ 0 . 1 3

D 1.13 $0.09° 1.56 ÷ 0.12 1.71+0.186 1.76 ÷ 0.12 1 . 8 3 ⼠ 0 . 1 1 1 . 7 3 ⼟ 0 . 1 1   1 . 7 9 ⼟ 0 . 1 5   1 . 8 8   ⼠ 0 . 2 0 1 . 8 0 ⼟ 0 . 1 9   1 . 8 7 ⼟ 0 . 1 5   1 . 8 4 ⼟ 0 . 1 1   1 . 6 1 ⼟ 0 . 1 2
E 1.54 +0.180d 2.10 ÷ 0.208.c,g 3.23 ÷0.210,h 3 . 4 1 ⼠ 0 . 1 5 ‘ 2 . 9 8 ⼟ 0 . 2 5 9 2 . 1 7 ⼟ 0 . 3 2   2 . 1 2 ⼟ 0 . 4 0 * 2 . 0 3 ⼟ 0 . 2 0   2 . 0 2 ⼟ 0 . 3 5 ™ 1 . 8 6 ⼟ 0 . 3 8 ° 1 . 9 9 ⼟ 0 . 3 1 ° 1 . 9 6 ⼟ 0 . 3 8

1.59 + 0.240,f 2.61 ÷ 0.798,8 4 . 5 3 ⼠ 0 . 5 6 h 4 . 9 4 ⼠ 0 . 2 0 4.16 +0.24' 2 . 5 4 + 0 . 5 3   2 . 3 8 + 0 . 5 2 *   2 . 2 8 + 0 . 2 8   2 . 3 5 + 0 . 4 2   2 . 1 9 + 0 . 1 8 °   2 . 3 9 + 0 . 6 4 °   2 . 0 4 + 0 . 3 9
所 有 數 據 以   M e a n   ⼠ S . D .   表 ⽰ ， 單 位 ： C M   H 2 0 / L / S ， 天 竺 鼠 數 ⽬ 從 6 隻 到 3 0 隻 。 表 中 各 數 值 右 達 相 同 英 ⽂ 字 母 進 ⾏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比 較 ， 有 顯 著 差 異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j , k , l , m , n , o   表 ⽰   p < 0 . 0 5 。
A ： 未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
B ： 1 % 卵 蛋 ⽩ 致 敏 ， 0 . 9 % ⽣ 理 食 鹽 ⽔ 激 發 。
C ： 1 % 卵 蛋 ⽩ 致 敏 ， 0 . 1 % 卵 蛋 ⽩ 激 發 。
D ： 1 % 卵 蛋 ⽩ 致 敏 ， 0 . 5 % 卵 蛋 ⽩ 激 發 。
E ： 1 % 卵 蛋 ⽩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
F ： 1 % 卵 蛋 ⽩ 致 敏 ， 2 % 卵 蛋 ⽩ 激 發 。



竺 鼠 都 會 出 現 即 時 型 氣 喘 ， 在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天 竺 鼠 中 ， 有 6 . 6 7 % 之 天 竺 鼠 出 現 遲
發 型 氣 喘 ， 但 在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天 竺
鼠 中 ， 有 4 7 . 3 6 % 之 天 竺 鼠 出 現 遲 發 型 氣 喘 。
⼆ 、 柴 朴 湯 對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呼 吸 道 阻 ⼒
之 影 響
呼 吸 道 阻 ⼒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前 、 激 發

後 1 分 鐘 、 5 分 鐘 、 1 5 分 鐘 、 3 0 分 鐘 、 1 ⼩
時 、 2 ⼩ 時 、 3 ⼩ 時 、 4 ⼩ 時 、 5 ⼩ 時 、 6 ⼩
時 及 2 4 ⼩ 時 ， 各 測 量 呼 吸 道 阻 ⼒ 至 少 三 次 ， 各
組 呼 吸 道 阻 ⼒ 在 激 發 前 基 準 值 沒 有 差 異 ︔ 天 竺
鼠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1 分 鐘 後 ，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之 呼 吸 道 阻 ⼒ 明 顯 ⾼ 於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時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之 呼 吸 道 阻 ⼒ ，
⼆ 者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當 激 發 後 5 分
鐘 ，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對 照 組 （ 4 . 5 3
⼠ 0 . 5 6   c m / 1 / s ） 及 實 驗 組 （ 4 . 4 6 ⼟ 0 . 7 2 c m / 1 /
s ） 其 呼 吸 道 阻 ⼒ 沒 有 任 何 差 異 ， 但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對 照 組 （ 3 . 2 3 ⼠ 0 . 2 4 c m / 1 / s ） ，
其 呼 吸 道 阻 ⼒ 明 顯 ⾼ 於 實 驗 組 （ 2 . 3 6   ⼟ 0 . 2 2
c m / 1 / s ） ， ⽽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實 驗 組
之 呼 吸 道 阻 ⼒ 仍 ⾼ 於 基 準 值 （ 1 . 5 8 ⼠ 0 . 1 7   c m / 1
/ s ） ， ⼆ 者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在 激 發 後
1 5   分 鐘 的 呼 吸 道 阻 ⼒ 和 激 發 後 5 分 鐘 非 常 類
似 ， 仍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實 驗 組 之 呼 吸
道 阻 ⼒ 效 果 最 好 ︔ 柴 朴 湯 對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的 遲 發 型 氣 喘 作 ⽤ 有 限 （ ⾒ 表 三 ） 。
在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實 驗 組 中 ， 沒 有 出
現 遲 發 性 氣 喘 ， 但 在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實 驗 組 中 ， 有 3 8 . 8 9 % 出 現 遲 發 性 氣 喘 。

表 三 、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天 竺 鼠 於 卵 蛋 ⽩ 過 敏 激 發 後 不 同 時 間 之 呼 吸 道 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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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卵 蛋 ⽩ 濃 度 激 發 對 呼 吸 道 ⼄ 醯 膽 鹼 反
應 性 （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 ） 之 影 響 •
呼 吸 道 對 ⼄ 醯 膽 鹼 反 應 性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前 2 4 ⼩ 時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實
施 ， 以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表 ⽰ 之 ， 所 有 數 值 已 轉
換 爲 對 數 值 ︔ 未 致 敏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之 天 竺
鼠 ， 其 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之   P C 2 0 0 - R r s -
Ach fit ( 3.05 $ 0.18 u g/ml • 3.08 $ 0.18 u
g / m l ） 和 正 常 組 之   （ 3 . 0 4 ⼠ 0 . 1 5 以   g / m l ）
相 比 較 無 差 異 ︔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值 在 致 敏 後 未
激 發 前 2 4 ⼩ 時 （ 2 . 7 0 ⼠ 0 . 1 5   以 g / m l ） 、 0 . 9
％ ⽣ 理 食 鹽 ⽔ 激 發 後 6 ⼩ 時 （ 2 . 6 8 ⼟ 0 . 1 7 u g /
m l   ） 及 2 4 ⼩ 時 （ 2 . 7 8   ⼟ 0 . 2 1   4 g / m l ） 彼 此
間 相 比 較 無 差 異 性 ， 但 和 正 常 組 比 較 有 顯 著 差
異 。 致 敏 天 竺 鼠 在 以 1 % 或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之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值 （ 2 . 3 3 ⼟ 0 . 1 7 w g /
m l   ， 2 . 1 4 ⼟ 0 . 3 0 以   g / m l ） ， ⼆ 者 間 無 差 異 ，
但 同 ⼀ 時 間 和 致 敏 後 0 . 9 % ⽣ 理 食 鹽 ⽔ 激 發 之 值
（ 2 . 6 8   ⼠ 0 . 1 7   4 g / m l ） 相 比 較 ，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激 發 後 2 4   ⼩ 時 ，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天 竺 鼠 之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值 （ 2 . 8 0 ⼟ 0 . 2 2 从 g
/ m l ）   ⾼ 於 以 2 % 卵 蛋 ⽩ 激 發 天 竺 鼠 之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值 （ 2 . 5 7   ⼟ 0 . 1 8   u   g / m l ） ， 但 在 統
計 上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 組 之   P C 2 0 0 - R r s - A c h   值
都 ⾼ 於 邀 發 後 6 ⼩ 時 ，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表 四 ） 。
四 、 柴 朴 湯 在 1 % 或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對 呼 吸
道 ⼄ 醯 臁 鹼 反 應 性 之 影 響
呼 吸 道 對 ⼄ 醯 膽 鹼 反 應 性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前 2 4   ⼩ 時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實

组 别 激 發 前 發 後
1 分 鐘 5   分 鐘 1 5 分 鐘   3 0 分 鐘 1 ⼩ 時 2 ⼩ 時 3   ⼩ 時 4 ⼩ 時 5 ⼩ 時 6 ⼩ 時   2 4 ⼩ 時

1 . 5 4 + 0 . 1 8 2 . 1 0 + 0 . 2 0 3.23 + 0.24 3 . 4 1   +   0 . 1 5 0 2.98 ÷ 0.25® 2 . 1 7 ⼟ 0 . 3 2 2 . 1 2 ⼠ 0 . 4 0 2 . 0 3 ⼠ 0 . 2 0 2 . 0 2 ⼟ 0 . 3 5 1 . 8 6 ⼠ 0 . 3 3   1 . 9 9 ⼟ 0 . 3 1   1 . 9 6 ⼟ 0 . 3 8
1.58 + 0.170,6 1 . 9 7 ⼟ 0 . 1 0 * 2.36 + 0.22b,c 2 . 1 5 ⼠ 0 . 1 3 * 2 . 0 7 ⼟ 0 . 1 0 ° 1 . 9 7 ⼟ 0 . 1 7   2 . 0 0 ⼟ 0 . 1 8   1 . 9 8 ⼟ 0 . 1 5   1 . 9 6 ⼟ 0 . 3 0   1 . 9 3 ⼠ 0 . 1 7   1 . 8 4 ⼟ 0 . 1 9   1 . 8 2 ⼟ 0 . 2 4
1.59 + 0.24 2 . 6 1 ⼟ 0 . 7 9 4 . 5 3 ⼟ 0 . 5 6 4 . 4 4 + 0 . 2 0 4.16 ÷ 0.24 2 . 5 4 ⼟ 0 . 5 3   2 . 3 8 ⼟ 0 . 5 2   2 . 2 8 ⼠ 0 . 2 8   2 . 3 5 ⼠ 0 . 4 2   2 . 1 9 ⼠ 0 . 1 8   2 . 3 9 ⼠ 0 . 6 4   2 . 0 4 ⼟ 0 . 3 9

D 1 . 6 6 ⼟ 0 . 2 1 2 . 6 6 ⼟ 0 . 9 5 4 . 4 6 ⼟ 0 . 7 2 4 . 2 2   ⼟ 0 . 4 7   3 . 6 7 ⼟ 0 . 7 3 2 . 5 4 ⼟ 0 . 4 5   2 . 6 3 ⼟ 0 . 5 2   2 . 2 9 ⼠ 0 . 2 7   2 . 3 5 ⼠ 0 . 5 0   2 . 2 3 ⼠ 0 . 3 6   2 . 3 2 ⼠ 0 . 5 0   1 . 9 7 ⼟ 0 . 5 9

所 有 數 據 以   M e a n   ⼠ S . D . 表 ⽰ ， 單 位 ： C M   H 2 0 / L / S ， 天 竺 鼠 數 ⽬ 從 6 隻 到 1 9 隻 。 表 中 各 數 值 右 達 相 同 英 ⽂ 字 母 進 ⾏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比 較 ， 有 顯 著 差 異 。 a , b , c , d , e   表 ⽰   p < 0 . 0 5 。
A ： 1 % 卵 蛋 ⽩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 對 照 組 。
B : 1 % 卵 蛋 ⽩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 實 驗 組 。
C : 2 % 卵 蛋 ⽩ 致 敏 ， 2 % 卵 蛋 ⽩ 激 發 ， 對 照 組 。
D : 2 % 卵 蛋 ⽩ 致 敏 ， 2 % 卵 蛋 ⽩ 激 發 ， 實 驗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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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 各 組 天 竺 鼠 於 卵 蛋 ⽩ 激 發 後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後 中 ⽩ ⾎ 球 分 佈 之 時 程

組 別 （ n = 6 ） 細 胞 總 數 嗜 酸 性
( X 10%/mm3 ) ⽩ ⾎ 球 （ % ）

嗜 中 性
⽩ ⾎ 球 （ % ） 淋 巴 球 （ % ） 單 核 球 （ % ）

正 常 組 1.37 $ 0.24 1.55 0.54 2 . 2 2 ⼠ 0 . 4 0 1 . 0 0 ⼠ 0 . 3 0 95.22 0.54
未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1.69 0.16 2 . 5 0   ⼠ 0 . 6 9 3.29 $ 0.82 1 . 3 3 ⼟ 0 . 4 0 92.87 $ 1.22
未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4 ⼩ 時 1.71 ‡ 0.16 3 . 3 3   ⼠ 0 . 5 6 2.67 $ 1.14 1.44 ‡ 0.35 92.56 $ 1.31
已 致 敏 ， 0 . 9 % ⽣ 理 食 鹽 ⽔ 6 ⼩ 時 2.68 $ 0.31 6 . 8 9   ⼟ 0 . 7 5 3.28 $ 0.97 1.17 ÷ 0.50 88.67 $ 1.25
已 致 敏 ， 0 . 9 % ⽣ 理 食 鹽 ⽔ 2 4 ⼩ 時 2.66 $ 0.39 6.78 $ 0.62 2.56 $ 0.40 1 . 3 3 ⼟ 0 . 8 4 89.33 $ 0.82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 時 5 . 4 2 ⼟ 0 . 4 7 8.56 ‡ 0.65 5.89 $ 1.03 1.28 0.49 84.28 $ 1.53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4 ⼩ 時 6.96 ‡ 0.79a 11.89 $ 0.46 7.00 $ 1.01 1.39 $ 0.49 7 9 . 9 2   ⼟ 0 . 8 8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1 0 . 8 2   1 . 0 4 3 2 0 . 5 8 ⼠ 1 . 5 3 1 1 . 5 4   ⼠ 2 . 7 9 e 1.63 $ 0.45 6 6 . 2 5   ⼠ 2 . 2 2 8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4 ⼩ 時 1 6 . 7 9 ⼠ 1 . 9 0 0 34.06 1.48d 9 . 2 2 ⼟ 1 . 1 7 f 1.39 $ 0.49 5 5 . 3 3   ⼟ 2 . 4 7 h
已 致 敏 ，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12.51 1.54 2 3 . 6 3   ⼟ 1 . 7 8 13.40 $ 1.48€ 1.30 $ 0.33 61.67 2.188
已 致 敏 ，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4   ⼩ 時 35.40 $ 3.00b 4 1 . 5 3   ⼠ 2 . 7 2 d 1 3 . 4 0 ⼟ 1 . 3 1 1.30 $ 0.51 43.77 $ 2.23h

所 有 數 據 以   M e a n   ⼠ S . D .   表 ⽰ ， 表 中 各 數 值 右 邊 相 同 英 ⽂ 字 母 進 ⾏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比 較 ， 有 顯 著 差 異 。 a , b , c , d , e . f . B . h   表 ⽰   P < 0 . 0 5 。

表 七 、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於 卵 蛋 ⽩ 激 發 後 6 及 2 4   ⼩ 時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 ⾎ 球 之 分 佈

組 別 （ n = 6 ） 細 胞 總 數
(x 10%mm3 )

嗜 酸 性
⽩ ⾎ 球 （ % ）

嗜 中 性
⽩ ⾎ 球 （ % ） 淋 巴 球 （ % ） 單 核 球 （ %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對 照 組
實 驗 組

1 0 . 8 2 ⼟ 1 . 0 4 9 i
6 . 4 5   ⼟ 1 . 0 2 9 j

20.58 $ 1.53%,k
1 3 . 5 0   ⼟ 1 . 3 9 b

1 1 . 5 4   ⼠ 2 . 7 9 c m
6.67 $ 0.70c,n

1 . 6 3 ⼠ 0 . 4 5
1.11 $ 0.50

6 6 . 2 5   ⼟ 2 . 2 2 0 0
7 8 . 7 2 ⼠ 1 . 6 5 d P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4 ⼩ 時
對 照 組
實 驗 組

16.79 $ 1.90€
8 . 3 1 ⼟ 0 . 9 7 e

34.06 $ 1.48f
22.67 $ 1.97€

9 . 2 2   ⼠ 1 . 1 7 8
6.17 $ 1.468

1.39 $ 0.49
1 . 3 3 ⼟ 0 . 4 2

5 5 . 3 3 ⼟ 2 . 4 7 h
6 9 . 8 3   ⼟ 2 . 6 8 h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對 照 組
實 驗 組

1 2 . 5 1 ⼠ 1 . 5 4
1 0 . 9 3   ⼠ 1 . 4 7

2 3 . 6 3   ⼟ 1 . 7 8 *
2 0 . 8 1 ⼟ 1 . 1 5 1

1 3 . 4 0 ⼠ 1 . 4 8 m
12.19 $ 1.770

1 . 3 0   ⼟ 0 . 3 31.19 ÷ 0.50
6 1 . 6 7   ⼠ 2 . 1 8 0
6 5 . 8 2   ⼟ 1 . 4 2 P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4 ⼩ 時
對 照 組
實 驗 組

35.40 $ 3.00
3 1 . 5 4   ⼠ 2 . 6 4

4 1 . 5 3 ⼠ 2 . 7 2
3 8 . 5 3 ⼠ 1 . 8 3

13.40 ÷ 1.31
1 1 . 3 4 ⼟ 1 . 5 9

1 . 3 0 ⼟ 0 . 5 1
1 . 2 0 ⼟ 0 . 3 6

43.77 $ 2.56
4 8 . 9 3 ⼠ 2 . 2 3

所 有 數 據 以 M e a n   ⼠ S . D . 表 ⽰ ， 表 中 各 數 值 右 達 相 同 英 ⽂ 字 母 進 ⾏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比 較 ， 有 願 著 差 異 。 a , b , C . d . e . f . B , h , j . j . k , l , m , n , o , p 表 ⽰
P<0.05 •

表 八 、 致 敏 天 竺 鼠 於 卵 蛋 ⽩ 激 發 後 不 同 時 間 於 ⽀ 氣 管 及 細 ⽀ 氣 管 嗜 酸 性 ⽩ ⾎ 球 之 細 胞 漫 潤

天 竺 鼠   （ n = 6 ）

正 常 組
已 致 敏 ， ⽣ 理 食 鹽 ⽔ 激 發
未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激 發 後 2 ⼩ 時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激 發 後 4 ⼩ 時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激 發 後 6   ⼩ 時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激 發 後 2 4 ⼩ 時
已 致 敏 ， 2 % 卵 蛋 激 發 後 6 ⼩ 時
已 致 敏 ， 2 % 卵 蛋 激 發 後 2 4 ⼩ 時

⽀ 氣 管
黏 à 下 層

1.50 $ 1.05
21.00 $ 7.27
7.17 $ 2.14

119.00 $ 40.54
4 8 1 . 3 3   ⼟ 1 0 1 . 5 2
1 0 9 8 . 0 0   ⼠ 1 1 9 . 0 6 9
7 0 5 . 3 3   ⼟   1 2 4 . 6 2 0
1 5 2 8 . 8 3   ⼟ 8 0 . 2 2 8
9 0 1 . 1 7 ⼟ 1 0 2 . 8 9 0

外 膜 層

2 . 8 3 ⼟ 1 . 4 7
3 7 . 6 7 ⼟ 8 . 9 1
1 3 . 1 7 ⼟ 2 . 9 3

2 0 0 . 5 0   ⼟ 4 3 . 1 4
858.67 $ 169.88
1 7 1 4 . 8 3   ⼠   2 3 9 . 7 3 °
1 1 3 4 . 8 3   ⼟   1 0 7 . 6 8 d
1966.67 $ 98.05c
1395.00 101.07d

細 ⽀ 氣 管
黏 à 下 層

0 . 8 3 ⼟ 0 . 7 5
5 . 0 0 ⼟ 1 . 4 1
3 . 3 3 ⼠ 1 . 2 1

8 0 . 6 7   ⼟ 2 0 . 1 5
4 3 9 . 5 0   ⼟ 3 2 . 4 4
746.17 $ 39.53€
5 5 9 . 8 3   ⼟ 5 7 . 7 1 f
1 3 3 8 . 1 7 ⼟ 1 1 0 . 9 0 e
8 4 2 . 0 0 ⼟ 6 1 . 1 2 *

外 膜 層
1 . 6 7 ⼟ 1 . 2 1

1 0 . 1 7 ⼠ 1 . 9 4
5 . 5 0 ⼟ 2 . 2 6

111.67 12.97
7 7 6 . 5 0   ⼟ 5 5 . 2 6

1 5 5 4 . 3 3 ⼠   1 1 9 . 3 1 8
9 5 7 . 3 3   ⼟   1 0 2 . 3 1 h

1 8 2 4 . 3 3   ⼠   1 3 3 . 9 1 8
1 2 7 6 . 8 3   ⼟ 5 4 . 1 8 h

所 有 數 據 以   M e a n   ⼠ S . D .   表 ⽰ ， 單 位 ： c e l l / m m 2 ， 表 中 各 數 值 右 邊 相 同 英 ⽂ 字 母 進 ⾏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比 較 有 顯 著 差 異 。 a . b . c , d , e . f . g h
表 ⽰ P < 0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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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九 、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天 竺 鼠 於 卵 蛋 ⽩ 激 發 後 6 及 2 4   ⼩ 時 於 ⽀ 氣 管 及 細 ⽀ 氣 管 嗜 酸 性 ⽩ ⾎ 球 之 細 胞 漫 潤
天 竺 鼠   （ n = 6 ） ⽀ 氣 管 細 ⽀ 氣 管

黏 N 下 層 外 N 層 黏 N 下 層 外 膜 層 •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對 照 組
實 驗 組

1098.00 $ 119.06ª
4 1 6 . 0 0   ⼠ 7 6 . 6 1 9

1 7 1 4 . 8 3   ⼠ 2 3 9 . 7 3 0
747.00 ₫ 82.810

7 4 6 . 1 7   ⼠   3 9 . 5 3
3 5 4 . 3 3   ⼟   5 0 . 4 5 8

1 5 5 4 . 3 3   ⼟   1 1 9 . 3 1 8
6 0 4 . 3 3   ⼠   7 0 . 3 7 8

已 致 敏 ，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4   ⼩ 時
對 照 組
實 驗 組

7 0 5 . 3 3   ⼠   1 2 4 . 6 2 0
3 1 7 . 3 3 ⼟ 2 8 . 3 3 6

1134.83 ₫ 107.68đ
531.50 $ 45.15₫

5 5 9 . 8 3   ⼟ 5 7 . 7 1 *
2 7 6 . 6 7   ⼟   2 3 . 4 2 f

9 5 7 . 3 3   ⼟ 1 0 2 . 3 1 h
517.00 $ 38.827

已 致 敏 ，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對 照 組
賓 驗 組

1 5 2 8 . 8 3   ⼟   8 0 . 2 2
1 4 5 0 . 3 3   ⼟ 1 1 3 . 2 1

1966.67 98.05
1842.00 138.02

1 3 3 8 . 1 7   ⼠ 1 1 0 . 9 0
1 2 6 4 . 8 3   ⼟ 1 1 0 . 8 4

1 8 2 4 . 3 3 ⼠ 1 3 3 . 9 1
1 7 2 6 . 8 3   ⼠ 1 1 9 . 3 1

已 致 敏 ，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4   ⼩ 時
對 照 組
實 驗 組

9 0 1 . 1 7   ⼠ 1 0 2 . 8 9
8 4 7 . 3 3 ⼟ 2 3 . 1 8

1395.00 $ 107.07
1 3 3 5 . 3 3   ⼟ 9 5 . 1 1

8 4 2 . 0 0 ⼟ 6 1 . 1 2
7 9 9 . 6 7   ⼟ 6 2 . 3 0

1 2 7 6 . 8 3   ⼟ 5 4 . 1 8
1 1 9 2 . 8 3   ⼠ 8 1 . 8 6

所 有 數 據 以   M e a n   ⼠ S . D . 表 ⽰ ， 單 位 ： c e l l / m m 2 ， 表 中 各 數 值 右 達 相 同 英 ⽂ 字 母 進 ⾏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比 較 有 顯 著 差 異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表 ⽰   P < 0 . 0 5 。

組 相 比 有 減 少 些 ， 在 統 計 上 無 差 異 性 。 以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其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之 細 胞 總 數 、
嗜 酸 性 ⽩ ⾎ 球 百 分 率 、 嗜 中 性 ⽩ ⾎ 球 百 分 率 都
較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之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爲 ⾼ ，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表 七 ） 。
七 、 卵 蛋 ⽩ 激 發 後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漫 潤 之 時 程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浸 潤 之 檢 查 於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2 ⼩ 時 、 4 ⼩ 時 、 6 ⼩ 時 及 2 4
⼩ 時 實 施 ， 於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實 施 。 正 常 組 、 已 致 敏 ⽣ 理 食 鹽 ⽔ 激 發 或 未
致 敏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之 天 竺 鼠 ，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嗜 酸 性 ⽩ ⾎ 球 浸 潤 相 當 稀 少 。 致 敏 天 竺 鼠 在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浸 潤 之 數 ⽬ 隨 時 間 ⽽ 增 加 ， 於 6 ⼩ 時 達 到
⾼ 峰 ， 2 4   ⼩ 時 後 逐 漸 減 少 。 以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較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爲 ⾼ ，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表 八 ） 。
八 、 柴 朴 湯 對 1 % 或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和 2 4   ⼩ 時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黏 膜 浸 潤
之 影 響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浸 潤 之 檢 查 於 1

% 或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實 施 。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 實 驗 組
天 竺 鼠 呼 吸 道 黏 膜 之 嗜 酸 性 ⽩ ⾎ 球 浸 潤 數 ⽬ 較
對 照 組 減 少 ， 兩 者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以 2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 對 照 組 及 實
驗 組 呼 吸 道 黏 膜 之 嗜 酸 性 ⽩ ⾎ 球 浸 潤 數 ⽬ 沒 有
差 異 ， 但 比 以 1 % 卵 蛋 ⽩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呼 吸 道 黏 膜 之 嗜 酸 性 ⽩ ⾎ 球 浸 潤 數 ⽬ 爲 ⾼ ，
在 統 計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 表 九 ） 。

討 論
在 本 研 究 的 動 物 模 式 中 ， 經 由 吸 入 性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的 激 發 ， 可 以 對 致 敏 天 竺
鼠 產 ⽣ 急 時 型 氣 喘 及 遲 發 型 氣 喘 ， 伴 隨 著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及 嗜 酸 性 ⽩ ⾎ 球 流 入 到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 柴 朴 湯 可 以 抑 制 致 敏 天 竺 鼠 在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邀 發 後 的 急 性 呼 吸 道 阻 塞 ， 抑 制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 減 少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及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嗜 酸 性 ⽩ ⾎
球 之 浸 潤 數 ⽬ ︔ 當 激 發 的 卵 蛋 ⽩ 過 敏 原 濃 度 增
加 為 2 % 時 ， 則 上 述 治 療 作 ⽤ 會 無 效 。
在 許 多 研 究 氣 喘 的 動 物 模 式 中 ， 由 於 遲 發

型 氣 喘 採 ⽤ 的 模 式 不 同 及 定 義 的 不 ⼀ 致 ， 研 究
報 告 結 果 也 不 相 同 ， 如   S u g i y a m a   等 ⼈ 研 究 的
氣 喘 動 物 模 式 中 ，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為 原 來 基 準
值 的 5 0 % 為 發 型 氣 喘 ， 結 果 1 0 0 ％ 都 產 ⽣ 遲
發 型 氣 喘 ︔ 1 1 在 I t o h   等 ⼈ 的 研 究 報 告 中 ，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爲 原 來 基 準 值 的 1 5 0 % 為 遲 發 型 氣
喘 ， 由 於 採 ⽤ 多 次 過 敏 原 激 發 ， 第 ⼀ 次 過 敏 原
激 發 有 5 0 % 產 ⽣ 發 型 氣 喘 ， 第 ⼆ 次 過 敏 原 激



發 有 8 7 % 產 ⽣ 遲 發 型 氣 喘 ， 第 三 次 過 敏 原 激 發
結 果 和 第 ⼆ 次 非 常 類 似 ︔ 1 0 在 H u t s o n   等 ⼈ 的 研
究 報 告 中 ， 並 未 定 義 遲 發 型 氣 喘 ， 其 研 究 結 果
為 呼 吸 道 傳 導 性 降 低 為 原 來 基 準 值 的 4 7 % 左 右
為 遲 發 型 氣 喘 ︔ I V a r l e y   採 ⽤ 的 定 義 是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為 原 來 基 準 值 的 1 0 0 % 為 發 型 氣
喘 ， 結 果 從   H u t s o n   等 ⼈ 的 實 驗 數 據 發 現 祇 有 2 7
% 天 竺 鼠 產 ⽣ 遲 發 型 氣 喘 ︔ 2 1 在 本 實 驗 中 ， 探
⽤ 的 定 義 是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為 原 來 基 準 值 的 1 0 0
% 為 遲 發 型 氣 喘 ， 結 果 是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致 敏 天 竺 鼠 ， 有 4 7 . 3 6 % 的 致 敏 天 竺 鼠 會 產
⽣ 發 型 氣 喘 ，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激 發 致 敏 天
竺 鼠 ， 祇 有 6 . 6 7 % 的 致 敏 天 竺 鼠 會 產 ⽣ 遲 發 型
氣 喘 。
在 抗 組 織 胺 拮 抗 劑 作 ⽤ 之 下 ， 致 敏 天 竺 鼠

經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都 會 產 ⽣ 即
時 型 氣 喘 ， 且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產 ⽣
的 即 時 型 氣 喘 較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產 ⽣
的 即 時 型 氣 喘 爲 嚴 重 ︔ 此 種 即 時 型 氣 喘 認 為 是
由 組 織 胺 之 外 的 ⽩ 三 烯 素 或 ⾎ ⼩ 板 活 化 因 ⼦ 所
導 致 的 ⽀ 氣 管 痙 攣 ︔ 2 8 . 2 9 柴 朴 湯 可 以 抑 制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的 急 性 ⽀ 氣 管 痙 攣 ， 其 作 ⽤
機 轉 可 能 和 此 有 關 ， 當 激 發 的 卵 蛋 ⽩ 過 敏 原 濃
度 增 加 爲 2 % 時 ， 在 此 劑 量 下 則 無 治 療 作 ⽤ ，
其 原 因 應 該 和 激 發 的 卵 蛋 ⽩ 過 敏 原 濃 度 過 ⾼ 或
柴 朴 湯 治 療 劑 量 不 ⾜ 有 關 。

⽬ 前 研 究 氣 喘 的 動 物 模 式 中 ， 其 致 敏 ⽅ 法
不 ⼀ 致 ， I t o h   等 ⼈ 研 究 的 致 敏 ⽅ 法 為 腹 腔 及 ⽪
下 注 射 過 敏 原 ， 七 天 後 追 加 ⼀ 次 ， 1 0 H u t s o n   等
⼈ 研 究 的 致 敏 ⽅ 法 探 ⽤ 吸 入 性 致 敏 ， 七 天 後 追
加 ⼀ 次 ， 1 2 S e m i n a r i o   等 ⼈ 研 究 的 致 敏 ⽅ 法 爲 經
氣 管 內 的 插 管 （ e n d o t r a c h e a l   t u b e   ） 致 敏 ， 3 0
T o d a   的 致 敏 ⽅ 法 採 ⽤ 連 續 致 敏 ⼗ 天 ︔ 2 3 本 研 究
採 ⽤   T o d a   的 致 敏 ⽅ 法 ， 但 發 現 致 敏 天 數 越 多 ，
容 易 導 致 天 竺 鼠 急 性 休 克 死 亡 ， ⽽ 將 致 敏 ⽅ 法
稍 爲 修 改 。
在 本 研 究 氣 喘 的 動 物 模 式 中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2 至 6 ⼩ 時 會 引 起 遲 發 型 氣 喘 ， 其 結 果 和
I t o h   及   S u g i y a m a   等 ⼈ 的 研 究 報 告 相 同 ， 但
H u t s o n   的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發 型 氣 喘 是 在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的 1 7   到 2 4 ⼩ 時 才 出 現 ， 此 點 和 我 們 的

動 物 氣 喘 之 中 藥 治 療   / 2 1

研 究 有 些 不 同 ︔ S e m i n a r i o   等 ⼈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經 由 氣 管 內 的 捕 管 給 予 過 敏 原 激 發 祇 有 即 時 型
氣 喘 ， 並 未 發 現 有 遲 發 型 氣 喘 ， 且 嗜 酸 性 ⽩ ⾎
球 會 流 入 到 呼 吸 道 ， 此 點 和 我 們 的 研 究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所 得 到 結 果 是 相 同 。 2 7 . 3 0

S e m i n a r i o   等 ⼈ 研 究 認 為 無 法 產 ⽣ 遲 發 型 氣
喘 與 過 敏 原 致 敏 的 路 徑 及 過 敏 原 致 敏 和 激 發 的
劑 量 有 關 ︔ 在 本 研 究 中 ， 當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濃 度 從 1 % 提 ⾼ 到 2 ％ 時 ， 確 實 會 產 ⽣ 遲 發 型
氣 喘 ， 證 明 遲 發 型 氣 喘 的 產 ⽣ 與 過 敏 原 激 發 的
劑 量 有 關 ︔ 另 外 ， 本 研 究 發 現 過 敏 原 激 發 的 濃
度 如 果 ⼀ 次 ⽤ 的 劑 量 太 ⼤ ， 如 本 研 究 中 ⽤ 1 0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1 分 鐘 ， 在 抗 組 織 胺 拮 抗 劑
作 ⽤ 之 下 ， 仍 造 成 5 0 % 致 敏 天 竺 鼠 急 性 休 克 死
亡 。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是 氣 喘 的 重 要 特 徵 ，

對 於 其 發 ⽣ 機 轉 仍 不 清 楚 ， ⽬ 前 研 究 認 為 呼 吸
道 的 發 炎 現 象 和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彼 此 間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尤 其 是 嗜 酸 性 ⽩ ⾎ 球 ， 它 在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的 致 病 機 轉 中 擔 任 非 常 重 要 角
⾊ ， 嗜 酸 性 ⽩ ⾎ 球 會 釋 放 主 要 基 本 蛋 ⽩ 質
（ M B P ） 及 嗜 酸 性 球 陽 離 ⼦ 蛋 ⽩ （ E C P ） ，
造 成 呼 吸 道 黏 膜 的 受 損 及 上 ⽪ 細 胞 的 脫 落 ， 引
起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 因 此 ， 爲 了 證 明 嗜 酸
性 ⽩ ⾎ 球 和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有 所 關 聯 ， 本
研 究 探 討 在 氣 喘 動 物 模 式 中 ， 嗜 酸 性 ⽩ ⾎ 球 於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後 、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和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 三 者 間 的 關 係 如 何 ， 並 探 討
柴 朴 湯 對 三 者 間 的 作 ⽤ 如 何 。
本 研 究 中 ， 致 敏 天 竺 鼠 經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2 4   ⼩ 時 ， 其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達 到 ⾼ 峰 ，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數 ⽬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6 ⼩ 時 達
到 ⾼ 峰 ， 但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邀 發 後 6 ⼩ 時 最 ⾼ ， 說 明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和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最 有 關
係 。 服 ⽤ 柴 朴 湯 之 致 敏 天 竺 鼠 經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6 和 2 4 ⼩ 時 ， 其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數 ⽬ 、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 都 有 顯 著 的 減 少 ，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6 ⼩ 時 和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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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前 相 同 ， 說 明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數 ⽬ 的 減 少 及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的 減 少 ， 能 降 低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 比 較 服 ⽤ 柴 朴 湯 前 後 的 差 異 ， 可 以 證 明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和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最 有 關 聯 ， ⽽ 非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之 嗜 酸 性 ⽩ ⾎ 球 ， 此 結 果 和   Y a m a d a   等 ⼈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3 1 本 研 究 同 時 發 現 以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的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比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的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爲
⾼ 。
致 敏 天 竺 鼠 在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前 ， 和

未 經 任 何 處 理 之 天 竺 鼠 比 較 ， 已 產 ⽣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 說 明 致 敏 過 程 已 使 呼 吸 道 黏 膜 上 ⽪
細 胞 受 損 ， 上 ⽪ 細 胞 的 滲 透 性 改 變 ， 3 2 降 低 黏
膜 的 保 護 功 能 ︔ W i d d i c o m b e   的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在
呼 吸 道 黏 膜 上 ⽪ 細 胞 間 的 緊 密 結 合 （ t i g h t   j u n c -
t i o n ）   之 下 ⽅ 有 副 交 感 感 覺 神 經 末 梢 分 佈 ， 當
上 ⽪ 細 胞 間 的 緊 密 結 合 受 損 時 ， 會 致 敏 其 下 ⽅
的 接 受 器 ， 產 ⽣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 3 3 由 於
科 技 的 進 步 ， 臨 床 上 經 由 電 ⼦ 顯 微 鏡 證 明 確 實
如 此 。 3 4

致 敏 天 竺 鼠 在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後 2 4 ⼩
時 ，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和 邀 發 前 在 統 計 上 無 差
異 ， 表 ⽰ 在 此 動 物 氣 喘 模 式 下 ，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爲 暫 時 性 ︔ 3 5 I s h i d a   等 ⼈ 探 ⽤ 多 次 過 敏 原
激 發 （ 每 週 2 次 ， 連 續 4 到 6 週 ） ， 3 6 在 最 後
⼀ 次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第 3 天 會 有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 雖 然 多 次 過 敏 原 邀 發 可 延 長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消 失 的 時 間 ， 但 仍 然 屬 於 暫 時 性 ︔ 此 點 和
⼈ 類 的 氣 喘 是 不 相 同 的 ， 如 果 氣 喘 病 ⼈ 的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是 屬 於 遺 傳 性 ， 則 病 ⼈ 的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會 終 ⽣ 持 續 存 在 ︔ 如 果 病 ⼈ 的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是 後 天 的 某 個 因 素 ⽽ 得 到 ， 則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可 ⾃ 動 或 經 由 治 療 ⽽ 消 失 。
37

服 ⽤ 柴 朴 湯 之 致 敏 天 竺 鼠 ， 在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前 2 4 ⼩ 時 ， 呼 吸 道 過 反 應 性 和 正 常 之
天 竺 鼠 在 統 計 上 無 差 異 存 在 ， 表 ⽰ 柴 朴 湯 有 保
護 呼 吸 道 黏 膜 之 功 能 ， 此 種 保 護 功 能 在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得 以 繼 續

發 揮 其 保 護 功 能 ， 未 服 ⽤ 柴 朴 湯 之 天 竺 鼠 在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之 前 及 之 後 6 ⼩ 時 及 2 4 ⼩ 時 則
看 不 到 此 效 果 ︔ 當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濃 度 從 1

. % 提 ⾼ 到 2 % 時 ， 氣 喘 發 作 ， 產 ⽣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 說 明 柴 朴 湯 在 較 低 劑 量 （ 1 % 卵 蛋
⽩ ） 過 敏 原 激 發 時 有 抑 制 氣 喘 發 作 （ 無 法 完 全
阻 ⽌ 呼 吸 道 阻 ⼒ 增 加 ） ， 阻 ⽌ 過 敏 原 激 發 產 ⽣
之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 但 在 較 ⾼ 劑 量 （ 2 % 卵
蛋 ⽩ ） 過 敏 原 激 發 下 則 沒 有 效 果 。
柴 朴 湯 乃 結 合 東 漢   •   張 仲 景 《 傷 寒 論 》 的

⼩ 柴 胡 湯 及 《 ⾦ 匱 要 略 》 的 半 夏 厚 朴 湯 兩 ⽅ 所
組 成 ， 本 研 究 發 現 以 1 % 或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引 起 嗜 酸 性 ⽩ ⾎ 球 於 呼 吸 道 組 織 之 浸 潤
數 ⽬ 有 明 顯 的 增 加 ︔ 柴 朴 湯 祇 對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的 嗜 酸 性 ⽩ ⾎ 球 浸 潤 數 ⽬ 增 加 有
抑 制 作 ⽤ ， 因 此 推 測 其 抑 制 作 ⽤ 可 能 源 於 ⼩ 柴
胡 湯 或 半 夏 厚 朴 湯 ， 但 是   T o d a   等 ⼈ 發 現 此 兩 ⽅
和 柴 朴 湯 互 相 比 較 效 果 不 顯 著 ， 祇 有 柴 朴 湯 才
有 此 作 ⽤ ︔ 此 種 情 形 同 樣 發 ⽣ 於 呼 吸 道 的 過 度
反 應 性 ， ⼩ 柴 胡 湯 或 半 夏 厚 朴 湯 對 於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的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作 ⽤ 不 顯
著 ， 祇 有 柴 朴 湯 才 能 達 到 抑 制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引 起 的 呼 吸 道 過 度 反 應 性 。 2 3
結 論 ， 在 清 醒 、 致 敏 化 天 竺 鼠 動 物 模 式

中 ， 柴 朴 湯 可 以 抑 制 致 敏 天 竺 鼠 以 1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的 急 性 呼 吸 道 阻 塞 ， 抑 制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 減 少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及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嗜 酸 性 ⽩ ⾎ 球 之
浸 潤 數 ⽬ ︔ 當 激 發 的 卵 蛋 ⽩ 過 敏 原 濃 度 增 加 爲 2
% 時 ， 上 述 諸 現 象 會 消 失 ， 取 ⽽ 代 之 是 急 性 呼
吸 道 阻 塞 ， 產 ⽣ 呼 吸 道 之 過 度 反 應 性 ， ⽀ 氣 管
肺 泡 沖 洗 液 中 嗜 酸 性 ⽩ ⾎ 球 數 ⽬ 及 呼 吸 道 組 織
中 嗜 酸 性 ⽩ ⾎ 球 之 浸 潤 數 ⽬ 增 加 ︔ 對 於 2 % 卵
蛋 ⽩ 過 敏 原 激 發 後 引 起 的 遲 發 型 氣 喘 作 ⽤ 有
限 。 此 表 ⽰ 臨 床 上 柴 朴 湯 對 較 低 劑 量 （ 1 % 卵
蛋 ⽩ ） 過 敏 原 引 起 之 氣 喘 應 有 相 當 療 效 ， 但 對
較 ⾼ 劑 量 （ 2 % 卵 蛋 ⽩ ） 過 敏 原 之 刺 激 則 效 果
不 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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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AIBOKU-TO ON OVALBUMIN-INDUCED BRON-
CHOCONSTRICTION IN ACTIVELY SENSITIZED GUINEA PIGS

Jiann-Jong Shen' Kue-Hsiung Hsieh? Ming-Tsuen Hsieh? Jaung-Geng Lin'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China Medical College

"Chang Gung Children's Hospital
3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hina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Saiboku-To on antigen-
induced airway obstruction inflammation and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in actively sensitized
guinea pigs. Sensitization was performed by inhalation of 1% ovalbumin aerosol generated by
Wright's nebulizer for 15 minutes daily for seven consecutive days for all guinea pigs. Then the
animals were fed either Saiboku-To 700mg/kg (s tudy group) or 0.9 % normal saline (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following seven days (day 8 through 14) . On day 14, bronchial challenge
with 1% or 2 % ovalbumin was performed. Airway resistence at baseline, immediately
after challenge and at selected intervals afterwards ( 5 min, 15min, 30min, 1h, 2h, 3h, 4h, 5h,
6h and 2 4 h ) was calculated by body plethysmography. Airway responsiveness to acetycholine
was assessed at 24 hours before antigen challenge, 6 and 24 hours after antigen challenge. Bron-
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and lung histopathology were studied a t 6 and 24 hours after antigen chal-
lenge.

The results showed : (1)The early asthmatic response induced by 1 % OVA, but not 2 %
OVA, could be suppressed by Saiboku-To. (2)The late asthmatic response induced by 2 %
OVA could not be suppressed by Saiboku-To. (3) Airway hyperreposiveness to acetyl-
choline could be demonstrated in control group at 6 hour after challenged by 1% or 2 % OVA.
For study group, the Saiboku-To could suppress the hyperresponsiveness at 6 hour induced
by 1%, but not 2% OVA. (4) The eosinophil and neutophil count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 B A L ) at 6 and 24 hours was signig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study group challenged by 1 %

OVA as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challenged by 2 % OVA. (5)The eosinophil
infiltration in respiratory tissue at 6 and 24 hours was signig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study group challenged by 1% OVA as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 and study group challenged by
2% OVA.

In conclusion, Saiboku-To could suppress the early asthmatic response, eosinophilia
on BALF and eosinophil infiltration in respiratory tissue induced by lower antigen load ( 1 % OVA )

Key Words : Saiboku-To, plethysmography, BALF,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Guinea pi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