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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蜂 王 漿   （ R o y a l   J e l l y ）   為 中 醫 常 ⽤ 於 滋 補 、 強 壯 、 盒 肝 治 病 後 虛 弱 、 風 濕 性 關 節 炎 等 之 藥 品 ︔ 國 外 也

常 ⽤ 於 抗 菌 以 及 對 內 分 泌 系 統 、 造 ⾎ 系 統 等 的 改 善 。 然 有 關 蜂 王 漿 解 熱 、 抗 菌 與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能 ⼒ 藥 理 活
性 研 究 報 告 表 極 少 ， 因 此 ， 本 研 究 針 對 蜂 王 漿 對 室 溫 下 正 常 或 致 熱 原 誘 發 發 燒 清 醒 ⼤ 鼠 之 降 溫 及 解 熱 作
⽤ ， 對 於 細 菌 之 抑 制 作 ⽤ 及 藥 物 誘 發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作 ⽤ 進 ⾏ 初 步 評 估 。
實 驗 結 果 顯 ⽰ ， 蜂 王 漿 ⽔ 溶 液 （ 0 . 1 ~ 1 m g / k g ） 對 致 熱 原   i n t e r l e u c k i n - 1   B （ I L - 1   B ） 誘 發 之 發 燒 現

象 ， 具 有 劑 量 依 存 性 之 解 熱 作 ⽤ ， 且 在 有 效 劑 量 對 正 常 ⼤ 鼠 之 體 溫 並 不 影 響 。 蜂 王 漿 ⽔ 溶 液 對 於 ⾰ 蘭 氏 陰
性 細 菌 G （ - ） ⽣ 長 具 抑 制 作 ⽤ 。 另 外 ， 腹 腔 給 予 蜂 王 漿 ⽔ 溶 液 （ 1 ~ 3 0 m g / k g ） 對 藥 物 誘 發 之 ⼤ 鼠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作 ⽤ 具 有 改 善 作 ⽤ 。 綜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可 知 蜂 王 漿 確 具 有 解 熱 、 抗 菌 及 改 善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之 作 ⽤ 。

關 鍵 詞 ： 蜂 王 漿 、 解 熱 、 抗 菌 、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前 ⾔

蜂 王 漿 （ R o y a l   J e l l y ）   性 味 ⽢ 酸 、 平 ， 爲 近
代 國 内 外 常 ⽤ 之 ⽣ 藥 ︔ 中 醫 臨 床 上 常 ⽤ 為 滋 補
強 壯 、 抗 菌 消 炎 、 降 ⾎ 壓 ⾎ 脂 及 改 善 内 分 泌 系
統 、 造 ⾎ 系 統 等 之 要 藥 （ 1 , 2 ） 。 ⽬ 前 藥 理 研 究 亦
證 實 蜂 王 漿 具 有 消 炎 、 抗 潰 瘍 、 降 ⾎ 壓 ⾎ 脂 、
與 抗 氧 化 等 作 ⽤ ︔ 此 外 ， 蜂 王 漿 ⽔ 溶 液 具 抗 菌
作 ⽤ （ 1 , 2 ） ， 且 ⼤ 陸 學 者 指 出 蜂 王 漿 對 ⽜ 奶 致 熱
家 免 的 發 熱 持 續 時 間 具 縮 短 之 作 ⽤ （ 1 ， 2 ） ， 近 年
民 間 常 應 ⽤ 於 抗 衰 ⽼ 及 增 強 學 習 記 憶 能 ⼒ ⽅
⾯ ， 惜 相 關 研 究 ⽂ 獻 極 少 ， 因 此 ， 本 研 究 擬 以
⼤ 鼠 體 溫 變 化 為 指 標 ， 針 對 蜂 王 漿 ⽔ 溶 液 對 G （ -
） （ H e m o p h i l u s   i n f l e n z a ） 之 抗 菌 效 果 （ 1 . 2 ） 及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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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 性 致 熱 原   i n t e r l e u k i n - 1   B   （ I L - 1   B ） 等 致 熱
因 ⼦ ， 探 討 蜂 王 漿 ⽔ 溶 液 於 室 溫 下 對 熱 原 性 發
燒 ⼤ 鼠 解 熱 之 作 ⽤ 及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 P -
c h l o r o a m p h e t a m i n e 誘 發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之 效 果 ，
加 以 探 討 。

材 料 與 ⽅ 法
⼀ 、 蜂 王 漿 解 熱 作 ⽤ 研 究

（ 實 驗 試 劑 與 蜂 王 漿 ⽔ 溶 液 之 製 備
1 . 實 驗 試 劑

S o d i u m   p e n t o b a r b i t a l （ 溶 於   0 . 9 %   n o r m a l
s a l i n e ） ， （ 購 ⾃ 東 京 化 成 ⼯ 業 株 式 會 社 ） 。
A s p i r i n （ 0 . 5 %   C M C 製 備 成 懸 浮 液 於 實 驗 前 新 鮮
配 製 ， 購 ⾃   S i g m a ） ，   I n t e r l e u k i n - 1   B   （ I L - 1   B ）
（ 溶 於 0 . 9 %   n o r m a l   s a l i n e   ） ， （ 購 ⾃ R & D ） 。
2 . 蜂 王 漿 ⽔ 溶 液 之 製 備
蜂 王 漿 購 ⾃ 台 中 縣 霧 峰 鄉 北 勢 村 丁 台 路

5 7 2 號   壯 源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壯 源 養 蜂 場 ︔
⾸ 先 將 1 1 0 k g 新 鮮 蜂 王 漿 冷 凍 乾 燥 ， 得 到 5 k g 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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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 取 蜂 王 漿 粉 末 （ 純 ⽔ 溶 解 ） 配 製 爲 ⽔ 溶 液 。

（ 實 驗 動 物
本 實 驗 採 ⽤ 雄 性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 S . D . ） ⼤

鼠 ， 體 重 約 為 2 0 0 - 2 8 0 g ， 5 隻 ⼀ 籠 ， 飼 養 室 溫
度 維 持 2 4 1 ° C ， 光 照 與 ⿊ 暗 各 爲 1 2 h o u r s （ 0 6 ：
0 0 亮 燈 ， 1 8 : 0 0 關 燈 ） ， 飲 ⽔ 及 飼 料 均 不 加 以 限
制 ， 全 部 實 驗 皆 在 ⽩ 天 燈 亮 情 形 下 進 ⾏ 。

三 ） 實 驗 ⽅ 法
1 .   ⼤ 鼠 之 訓 練 與 肛 溫 之 測 量 ⽅ 法
將 ⼤ 鼠 固 定 於 ⽼ 鼠 固 定 架 上 訓 練 7 天 ， 使

⼤ 鼠 習 慣 於 固 定 架 上 不 動 ， 選 擇 較 適 應 之 ⼤ 鼠
置 於 恆 溫 箱 （ 2 4   1 ° C ） 中 ， 以 ⼀ 外 包 P E - 2 0 0 的
c o p p e r - c o n s a n t a n   熱 電 偶 線 插 入 ⼤ 鼠 肛 ⾨ 内 約 5 -
6 c m ， 另 ⼀ 端 連 接 至 溫 度 記 錄 器 （ p o r t a b l e
hybrid recorder, Yokogawa Hokushin Electric,
J a p a n ） 測 量 並 記 錄 ⼤ 鼠 之 直 腸 溫 度 （ 肛 溫 ） 。

2 .   對 正 常 ⼤ 鼠 肛 溫 變 化 之 影 響
依 ⽅ 法 1 . ， 訓 練 並 選 擇 較 適 應 之 ⼤ 鼠 ， 置

於 恆 溫 箱 （ 2 4 ⼟ 1 ° C ） 中 測 量 並 記 錄 ⼤ 鼠 之 直
腸 溫 度 ， 待 溫 度 穩 定 後 分 別 腹 腔 注 射 蜂 王 漿 ⽔
溶 液 （ 0 . 1 - I m g / k g ） ， 觀 察 記 錄 5 ⼩ 時 ︔ 對 照 組
給 予 同 體 積 之 v e h i c l e 。

3 .   ⼤ 鼠 腦 内 給 藥 管 之 安 裝 技 術
依 ⽅ 法 （ ⼀ ） ， 訓 練 並 選 擇 較 適 應 之 ⼤ 鼠 以

sodium pentobarbital(45 mg/kg; i.p.) Mut P , t
以 恆 溫 板 維 持 其 體 溫 於 3 7 1 ° C ， 將 其 頭 部 以
⽴ 體 定 位 儀 固 定 ， 利 ⽤ 定 位 圖 譜 ， 定 出 側 腦 室
（ l a t e r a l   v e n t r i c l e ;   L V ） 座 標 （ b r e g m a 往 後 0 . 0 8 c m ，
左 側 或 是 右 側 移 動 0 . 1 5   c m ， 深 0 . 3 5 - 0 . 4 c m ） ，
置 入 給 藥 管 之 外 管 ， 並 以 牙 粉 將 其 固 定 於 ⼤ 鼠
頭 上 ， 給 予   0 . 2 m l   p r o c a i n e   p e n i c i l l i n   G   （ 2 0 0   I U /
m l / d a y ; i . m . ）   三 天 ， 預 防 感 染 。 ⼿ 術 後 ， 第 三
天 恢 復 上 架 訓 鍊 ， ⼀ 星 期 後 即 開 始 正 式 實 驗 。

4 . 對 藥 物 誘 發 ⾼ 溫 ⼤ 鼠 體 溫 之 影 響
選 擇 上 述 較 適 應 之 ⼤ 鼠 ， 將 ⼤ 鼠 固 定 於 ⼤

鼠 固 定 架 上 置 於 恆 溫 箱 中 （ 2 4 1 ° C ） ， 依 ⽅ 法
（ ⼀ ） ， 測 量 並 記 錄 ⼤ 鼠 之 肛 溫 ， 待 溫 度 穩 定 後 ，
給 予 I L - 1   B   （ 1 0 n g / 1 0   从 ︔ i . c . v . ） 誘 發 ⾼ 溫 ， 實 驗
組 腹 腔 給 予 （ 0 . 1 ,   0 . 5 ,   1 . 0 m g / k g ） 等 不 同 劑 量 蜂

王 漿 ⽔ 溶 液 ， 對 照 組 則 投 與 同 體 積 之   v e h i c l e ，
觀 察 並 記 錄 ⼤ 鼠 之 直 腸 溫 度 變 化 5 ⼩ 時 。

5 . 統 計 學 分 析
本 實 驗 所 有 結 果 的 數 據 ， 均 以 o n e   w a y -

A N O V A   分 析 變 異 數 ， 再 以   S c h e f f e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檢 定 其 間 差 異 的 顯 著 性 ， 凡 P 值 ⼩ 於
0 . 0 5   以 下 時 ， 則 認 為 有 統 計 意 義 。

⼆ 、 蜂 王 漿 ⽔ 溶 液 抗 菌 作 ⽤

（ 實 驗 試 劑
7 0 %   a l c a h o l   9 5 % 新 鮮 配 製 ， 純 ⽔ 蜂 王 漿 粉 末
配 製 為 0 . 0 1 、 0 . 1 、 0 . 5 m g / m l   溶 液
⼆ 實 驗 細 菌
本 實 驗 採 ⽤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之 細 菌
G(→ : H-1 Hemophilus influenza
三 實 驗 儀 器

Du6402(BECKMAN)
Spectrophotometer

四 實 驗 ⽅ 法
於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採 集 H - I 細 菌 培

養 ︔ 不 同 時 間 （ 3 、 6 、 1 2 、 1 8 、 2 4 ⼩ 時 ） 分
別 加 入 三 種 不 同 濃 度 之 蜂 王 漿 ⽔ 溶 液 （ 0 . 0 1 、
0 . 1 、 0 . 5 m g / m l ） ， 於 6 5 0 n m   測 定 吸 光 值 。 （ 4 - 6 ）

三 、 蜂 王 漿 改 善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之 研 究
（ 實 驗 試 劑

scopolamine hydrobromide(SCOP) • P-
chloroamphetamine(PCA) , Il normal saline P
解 。 （ 購 ⾃ s i g m a ）
曰 蜂 王 漿 ⽔ 溶 液 備 製
取 蜂 王 漿 粉 末 （ 購 ⾃ 壯 源 養 蜂 場 ） 以 純 ⽔

# # # Img/kg, 3mg/kg, 10mg/kg, 30mg/kg 7k
溶 液 。

實 驗 動 物
本 實 驗 採 ⽤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動 物 中 ⼼ 所 提 供

之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雄 性 ⼤ 鼠 ， 體 重 2 2 0 - 2 5 0 g 。



四 實 驗 儀 器
本 實 驗 係 使 ⽤ 「 被 動 迴 避 學 習 （ p a s s i v e

a v o i d a n c e ） 反 應 測 定 裝 置 」 （ M u r o m a c h i   K i k a i
C o .   L t d .   J a p a n ） ， 此 裝 置 分 成 兩 部 分 ： 實 驗 箱
（ s h u t t l e   b o x ）   係 爲 ⼀ 經 中 間 閘 ⾨ 分 隔 為 相 同 ⼤
⼩ ⼆ 室 （ 4 8   × 2 0   x 3 0   c m ） 的 箱 ⼦ 及 其 控 制 器
(MCU-101 Controller, Muromachi Kikai Co.
L t d .   j a p a n ） ︔ 在 實 驗 裝 置 處 置 上 ， 於 相 同 ⼤ ⼩
⼆ 室 之 其 中 ⼀ 室 上 ⽅ 3 0 c m   處 置 ⼀ 2 0 W   電 燈
泡 ， 將 相 同 ⼤ ⼩ ⼆ 室 區 隔 為 明 暗 ⼆ 室 ， 中 以 ⾨
閘 控 制 。

五 ） 實 驗 ⽅ 法
1 . 被 動 迴 避 學 習 反 應 （ 7
適 應 期 ： 於 訓 練 前 2 4 ⼩ 時 ， 先 將 ⼤ 鼠 於 實

驗 室 中 適 應 2 ⼩ 時 後 ， 置 入 實 驗 箱 之 明 室 中 ，
同 時 閘 ⾨ 開 啓 ， 待 1 0 分 鐘 後 ， 取 出 ⼤ ⽩ 鼠 ， 歸
回 飼 養 籠 。
訓 練 期 ： 將 ⼤ 鼠 置 入 明 室 中 ， 同 時 開 啓 閘

⾨ ， 待 ⼤ ⽩ 鼠 進 入 暗 室 後 ， 關 閉 閘 ⾨ ， 同 時 於
地 板 通 以 電 流 （ 1 . 0 m A , 2   s e c ） ， 待 電 刺 激 後 5
秒 ， ⾃ 暗 室 取 出 ⼤ 鼠 ， 歸 回 飼 養 籠 。
測 定 期 ： 於 訓 練 後 2 4 ⼩ 時 ， 再 將 ⼤ 鼠 置 入

明 室 ， 同 時 並 開 啟 閘 ⾨ ， 紀 錄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s t e p - t h r o u g h   l a t e n c y ,   S T L ） 。 當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於 五 分 鐘 （ 3 0 0 秒 ） 時 ， 則 稱 ⼤ ⽩
鼠 之 學 習 能 ⼒ 正 常 。
2 . 蜂 王 漿 ⽔ 溶 液 對 藥 物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之 影 響
蜂 王 漿 ⽔ 溶 液 （ 1 , 3 , 1 0 , 3 0 m g / k g ） 腹 腔 給 藥

後 1 ⼩ 時 進 ⾏ 訓 練 或 於 測 定 前 1 ⼩ 時 腹 腔 給 藥 ，
且 與 S C O P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併 ⽤ ， S C O P （ I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9 ） 。 依 前 法 （ ⽅
法 ⼀ ） ， 記 錄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病 理 對
照 組 給 予 下 述 之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物 質 。 ⽽ 空
⽩ 對 照 組 則 給 予 s a l i n e 。 正 對 照 組 則 給 予 p i r a c -
e t a m   （ 5 0 ,   1 0 0 ,   3 0 0 m g / k g , p . o . ） ， 亦 於 腹 腔 給 藥
後 1 ⼩ 時 進 ⾏ 訓 練 或 於 測 定 前 1 ⼩ 時 腹 腔 給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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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王 漿 ⽔ 溶 液 對 S C O P 誘 發 被 動 迴 避 學 習
反 應 ： 蜂 王 漿 ⽔ 溶 液 （ 1 , 3 , 1 0 , 3 0 m g / k g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最 後 ⼀ 次 給 藥 後 1 ⼩ 時 進 ⾏ 訓 練 ，
並 與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S C O P （ 1 . 0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 9 ） 併 ⽤ ， 依 前 法 ， 記 錄
⼤ ⽩ 鼠 在 明 室 ⽅ 滯 留 時 間 。 病 理 對 照 組 給 予
S C O P 。 ⽽ 空 ⽩ 對 照 組 則 給 予   s a l i n e 。
對 改 善 P C A 誘 發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之 影 響 ： 蜂

王 漿 ⽔ 溶 液 （ 1 , 3 ,   1 0 , 3 0 m g / k g ） ， 於 腹 腔 給 藥 後
1 ⼩ 時 進 ⾏ 訓 練 ， 並 於 訓 練 前 2 0 分 鐘 與 P C A 併
⽤ （ 2 . 5 m g / k g , i . p .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9 ） 。
依 前 法 （ ⽅ 法 ⼀ ） ， 記 錄 ⼤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病 理 對 照 組 給 予 下 述 之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物 質 。 ⽽ ⽩ 對 照 組 則 給 予   s a l i n e 。 本 實 驗 所
併 ⽤ 藥 物 之 劑 量 及 時 間 分 別 為 ： （ ⼠ ） - 8 - 0 H -
D P A T   （ 0 . 0 2 5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 ⼟ ） - p i n d o l o l   （ 1 0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D O l   （ 0 . 0 2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r i t a n s e r i n （ 0 . 2 5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數 據 統 計 （ 7 ）
本 實 驗 ⼤ 鼠 在 被 動 迴 避 學 習 反 應 所 得 之 數

據 ， 均 以 n o n - p a r a m e t r i c   m e t h o d s ， 統 計 並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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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 熱 作 ⽤
由 F i g 1 顯 ⽰ 蜂 王 漿 ⽔ 溶 液 （ 0 . 1 - 1 . 0 m g / k g ）

對 正 常 ⼤ 鼠 肛 溫 並 無 影 響 ， 此 作 ⽤ 和   a s p i r i n
（ 7 5 m g / k g   1 5 0 m g / k g ） 效 果 相 同 ， 故 對 動 物 體 較
少 副 作 ⽤ ︔ 由 F i g l 顯 ⽰ 蜂 王 漿 ⽔ 溶 液 （ 0 . 1 - I m g
A k g ） 對 於 正 - 1 B 誘 發 ⼤ 鼠 發 燒 有 解 熱 降 溫 作
⽤ ， 濃 度 0 . 5 m g / k g 及   1 . 0 m g / k g   蜂 王 漿 ⽔ 溶 液
解 熱 降 溫 作 ⽤ 明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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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Effect of royal water solution on the hyper-
thermia induced by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njection (i.c.v.) of IL-1 ß in rats. The
values are mean ‡ SEMfrom 5-8 rats per
group. P***<0.001

⼆ 、 抗 菌 作 ⽤
由 F i g   2 顯 ⽰ 蜂 王 漿 ⽔ 溶 液 在 0 . 5 m g / m l 濃

度 有 抑 菌 效 果 （ 1 . 2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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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ffect of royal jelly water solution on the
bacteriostasis in G(-) Hemophilus influenza

三 、 改 善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研 究
由 F i g   3 顯 ⽰ 蜂 王 漿 ⽔ 溶 液 （ 1 - 3 0 m g / k g ） 對

於 S C O P （ 1 . 0 m g / k g ） 誘 發 之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並 無
改 善 作 ⽤ 。
由 F i g 4 顯 ⽰ 蜂 王 漿 ⽔ 溶 液 （ 1 - 3 0 m g / k g ） 對

於 P C A （ 2 . 5 m g / k g ） 有 改 善 作 ⽤ （ 濃 度 1 0 m g / k g ）

， 其 作 ⽤ 與 劑 量 呈 倒 U 型 關 係 ， 且 於 3 m g / k g 之
作 ⽤ 最 佳 （ P < 0 . 0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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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ffect of royal water solution on the SCOP-
induced acquisition impairment of passive
avoidance response in rats. Each column
represents the medians and the range inside 5
th and 95 th percen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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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ffect of royal water solution on the p-
chloroamphetamine-induced acquisition impair-
ment of passive avoidance response in rats.
Each column represents the medians and the
range inside 5 th and 95 th percentile. P* <0.05
P * * * < 0 . 0 0 1

討 論
⼀ 般 能 引 起 ⼈ 體 或 動 物 發 熱 的 物 質 ， 通 稱

為 致 熱 原 （ p y r o g e n ） ， 可 分 為 外 ⽣ 性 致 熱 原
（ e x o g e n o u s   p y r o g e n s ） 及 内 ⽣ 性 致 熱 原 （ e n d o g e -
n o u s   p y r o g e n s ） （ 1 0 ）   。   S e i b e r t （ 1 9 2 3 ） 指 出 引 起 動



物 體 發 燒 的 物 質 主 要 是 來 ⾃ ⾰ 蘭 氏 陰 性 菌 細 胞
壁 受 破 壞 所 游 離 出 的 毒 素 ， 稱 為 細 菌 内 毒 素
（ b a c t e r i a l   e n d o t o x i n ） ， 其 會 造 成 動 物 畏 寒 、 發
燒 等 症 狀 ， 甚 至 導 致 敗 ⾎ 性 休 克 （ s e p t i c   s h o c k ）
⽽ 死 亡 ︔ S h e a r   （ 1 9 4 3 ） 根 據 細 菌 内 毒 素 結 構 上 特
性 ， 另 命 名 爲   l i p o p o l y s a c c h a r i d e   （ L P S ） （ 1 1 ） ，
L P S   可 增 加 體 內 c y t o k i n e s （ T N F - a 、 I L - 6 、 I 1 -
1 B) • prostaglandins • histamine • serotonin •
k i n i n s   及   p l a r e l e t - a c t i v a t i n g   f a c t o r   等 過 敏 性 毒
素 的 釋 放 。

O h l s s o n （ 1 9 9 0 ）   等 學 者 指 出 I L - 1   r e c e p t o r s   拮
抗 劑 能 有 效 阻 斷 細 菌 内 毒 素 所 引 起 的 發 燒 反 應
（ L 2 ） ， I L - 1   及 所 引 起 的 發 燒 反 應 模 式 （ p a t t e r n ）
也 和 細 菌 内 毒 素 所 引 起 的 發 燒 反 應 最 為 相 近 ，
因 ⽽ I L - 1 3 被 學 者 譽 為 媒 介 細 菌 内 毒 素 所 引 起
的 發 燒 反 應 中 的 眞 正 媒 介 物 質   （ t r u e   m e d i a t o r ）
（ 1 3 - 1 6 ） 。 I L - 1   源 ⾃ 於 巨 噬 細 胞 、 免 疫 性 T 淋 巴
細 胞 、 B 淋 巴 細 胞 和 ⾎ 管 內 ⽪ 細 胞 等 ， 隨 著 ⾎
液 循 環 分 布 全 身 （ 1 S ） ， 亦 可 由 中 樞 星 狀 細 胞
（ a s t r o c y t e ）   和 微 ⼩ 神 經 膠 細 胞 （ m i c r o g l i a ） 所 合
成 （ 1 4 - 1 7 ） 。 下 視 丘 或 腦 室 給 予 低 劑 量 I L - 1 均 可
誘 發 發 燒 反 應 （ 1 5 , 1 8 - 2 1 ） 。 由 ⼤ 鼠 側 腦 室 給 予 I L -
1 B 可 誘 發 ⼀ 具 劑 量 依 存 性 、 明 顯 持 久 之 發 燒
反 應 （ ⼤ 於 6 ⼩ 時 ） （ 2 2 ） ， 並 明 顯 升 ⾼ ⼤ 鼠 下 視 丘
單 胺 （ e p i n e p h r i 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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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 其 代 謝 物 之 濃 度 （ 2 3 - 2 6 ） ︔ 由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由 腹 腔 給 予 蜂 王 漿 ⽔ 溶 液 可 以 降 低 I L - 1
B 誘 發 發 燒 之 反 應 ， 但 是 對 於 正 常 體 溫 之 ⽼ 鼠
並 無 影 響 ， 因 此 頗 具 有 開 發 爲 解 熱 藥 之 價 值 。
抗 菌 藥 物 在 感 染 治 療 上 之 效 果 好 ， 因 為 藥 物 具
選 擇 性 毒 性 以 殺 死 入 侵 之 微 ⽣ 物 ， 但 是 對 於 宿
主 細 胞 並 無 嚴 重 傷 害 ︔ 此 作 ⽤ 為 相 對 性 ⽽ 非 絕
對 性 的 ， 抑 菌 藥 物 在 有 效 濃 度 內 可 抑 制 細 菌 之
⽣ 長 與 複 製 ， 限 制 菌 體 進 ⼀ 步 擴 散 ， ⽽ 使 宿 主
免 疫 系 統 可 有 效 排 除 感 染 原 ， 故 需 注 意 濃 度 以
達 到 效 果 （ 2 7 ） 。

流 ⾏ 性 感 冒 嗜 ⾎ 桿 菌 （ H e m o p h i l u s
i n f l u e n z a ） ， 爲 ⾰ 蘭 氏 陰 性 需 氧 ⼩ 桿 菌 ， 曾 於
1 8 9 0 年 及 1 9 1 8 年 造 成 流 ⾏ 性 感 冒 ⼤ 流 ⾏ ， 此 菌
引 發 之 疾 病 多 ⾒ 於 ⼩ 孩 ， 成 ⼈ 甚 為 少 ⾒ 。 此 菌
⾸ 先 引 發 ⿐ 咽 炎 ， 繼 續 發 竇 炎 、 中 ⽿ 炎 ， 甚 或
肺 炎 ， 嚴 重 者 早 期 可 能 出 現 菌 ⾎ 症 ， ⽽ 引 起 急
性 腦 膜 炎 或 移 ⾏ 於 關 節 。 未 經 治 療 者 ， 死 亡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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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 ︔ 此 菌 亦 可 造 成 ⼀ 種 少 ⾒ 但 甚 爲 嚴 重 的
病 ， 即 梗 塞 性 喉 炎 （ O b s t r u c t i v e   l a r y n g i t i s ） ， 在
發 病 2 4 ⼩ 時 内 即 死 亡 （ 2 8 ） 。 實 驗 顯 ⽰ 蜂 王 漿 ⽔
溶 液 於 濃 度 0 . 5 m g / m l   有 抑 菌 作 ⽤ ， 故 甚 具 開 發
價 值 。
記 憶 係 經 過 學 習 ⽽ 獲 得 的 經 驗 或 ⾏ 為 的 保

持 。 ⼀ 般 若 按 記 憶 之 保 持 時 間 ， ⼤ 致 可 分 成 三
類 ， 即 短 期 記 憶 （ s h o r t - t e r m   m e m o r y ） 、 中 期 記
憶 （ i n t e r m i t t e n t - t e r m   m e m o r y ） 及 長 期 記 憶 （ l o n g -
t e r m   m e m o r y ） （ 7 , 2 9 ） ︔ 若 更 進 ⼀ 步 就 新 訊 息 刺 激
後 之 學 習 記 憶 形 成 階 段 ， 則 可 分 成 四 期 ， 感 覺
記 憶 期 （ s e n s o r y   m e m o r y ） ： ⼀ 般 在 事 件 發 ⽣ 後
數 秒 鐘 內 之 記 憶 ， 初 級 記 憶 期 （ p r i m a r y
m e m o r y ） ： 在 事 件 發 ⽣ 後 數 分 鐘 内 之 記 憶 ， 此
類 記 憶 約 僅 能 維 繫 數 ⼩ 時 ， ⼆ 級 記 憶 期
（ s e c o n d a r y   m e m o r y ） ： 在 事 件 發 ⽣ 後 數 ⽉ 内 之
記 憶 ， 此 類 記 憶 可 維 繫 數 年 之 久 ， 三 級 記 憶 期
（ t e r t i a r y   m e m o r y ） ： 在 事 件 發 ⽣ 後 數 ⼗ 年 内 之
記 憶 ， 通 常 此 類 記 憶 形 態 可 長 達 終 ⽣ 不 忘 （ 7 , 3 0 ） 。
當 外 界 之 刺 激 訊 息 輸 入 後 以 至 記 憶 之 形 成 ， 通
常 需 經 歷 下 述 之 階 段 ， 即 學 習 獲 得 （ a c q u i s i t i o n ） ，
記 憶 鞏 固   （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 、 記 憶 再 現   （ r e t r i e v a l ）
及 再 學 習 獲 得 （ r e a c q u i s i t i o n ） 之 過 程 （ 7 , 3 1 ） 。

在 記 憶 形 成 過 程 ， ⼈ 體 ⾸ 要 反 應 便 是 神 經
活 性 之 改 變 ， ⽽ 這 則 包 含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及 s e r o -
t o n i n   等 神 經 系 統 之 改 變 ︔ 並 更 進 ⼀ 步 則 牽 涉 蛋
⽩ 質 之 合 成 及 基 因 轉 錄 之 過 程 。 在 ⾏ 為 藥 理 學
研 究 中 ， D r a c h m a n   及 L e a v i t t 發 現 年 輕 ⼈ 在 服
⽤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接 受 器 拮 抗 劑 S C O P 後 ， 會 產 ⽣
類 似 ⽼ ⼈ 痴 呆 症 之 進 ⾏ 性 健 忘 症 狀 （ 3 2 ） ︔ Q u a r -
t e r m a i n   及 L e o   發 現 給 予 ⼤ 鼠 S C O P 後 ， 可 使 腦
内   c h o l i n e r g i c   n e u r o n   之   l o s s ， 誘 發 學 習 獲 得 操
作 之 障 礙 。 因 此 利 ⽤ ⼄ 醯 膽 鹼 拮 抗 劑 S C O P 誘
發 之 智 能 障 礙 型 態 ， 已 廣 被 ⽤ 於 篩 選 各 類 智 能
增 進 劑 開 發 之 動 物 模 式 。 本 研 究 於 訓 練 前 投 與
S C O P ， 可 縮 短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造 成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 證 實 學 習 獲 得 過 程 需 ⼄ 醯 膽 鹼
神 經 系 統 之 參 與 。 實 驗 顯 ⽰ ， 蜂 王 漿 ⽔ 溶 液 （ 1 -
3 0 m g / k g ） 在 ⼀ 次 給 藥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S C O P 誘 發 之 ⼤ 鼠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均 無 改 善 作
⽤ 。 ⽽ s e r o t o n i n   （ 5 - H T ） 在 脊 椎 動 物 ⼤ 鼠 之 學
習 ⾏ 為 模 式 研 究 中 ， 認 為 中 樞 s e r o t o n i n 神 經 系
統 在 學 習 記 憶 過 程 扮 演 ⼀ 重 要 之 負 向 性 角 ⾊ （ 3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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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 g r e n   之 系 列 研 究 中 ， P C A 為 s e r o t o n i n   之 釋
出 促 進 劑 ， ⽽ 誘 發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 故 本 研 究 使
⽤ P C A 爲 誘 發 被 動 迴 避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之 藥 物 。
實 驗 顯 ⽰ ， 蜂 王 漿 ⽔ 溶 液 在 ⼀ 次 給 藥 給 藥 後 ，
對 P C A 誘 發 ⼤ 鼠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有 明 顯 之 改 善 作
⽤ ， 濃 度 3 m g / k g   時 作 ⽤ 最 顯 著 。 由 上 述 實 驗
結 果 可 知 蜂 王 漿 ⽔ 溶 液 之 改 善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作
⽤ 可 能 與 中 樞 s e r o t o n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有 關 。
綜 合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 蜂 王 漿 ⽔ 溶 液 確 具 良

好 之 抗 菌 、 解 熱 與 改 善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之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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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Royal jelly is commonly us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doctors to
nourish and strengthen the bodies of patients with weaknesses due to convales-
cence, rheumarthritis, etc. Royal jelly has also been used for its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and improvements on the endocrine and hemopoiesis systems. Royal
jelly has been used in many countries. However, we found very few pharmaco-
logical research reports published on the functions of fever-relief, antibacterial
and memory enhancing capabilities. Therefore, our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nitial evaluation of the heat-causing factor that induce fevers, temperature
lowering and fever-relieving functions, bacteria restraining function, and medical
induction on learning-barrier attenuating effects. Our results showed the royal
jelly (0.1-1mg/kg) had dose-dependent antipyresis functions on fever-causing
factor interleukin-1 B (IL-1® that induces the fever phenomenon. However, we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 dosage of royal jelly had no effects on the body temper-
ature of healthy rats. Royal jelly also has restraining functions on Gram (-) and
Gram (+) bacteria growth. In addition, after administering royal jelly (0.1-1mg/
kg) into the abdominal cavities of rats for 1 week, the medicine the induced the
attenuating effects in learning in rats showed dosage interdependent improve-
ment functions. Based on our results,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royal jelly had
fever reducing, antibacterial and attenuat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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