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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緒 ⾔
中 國 藥 材 運 ⽤ 之 極 致 ， 在 於 複 雜 ⽅ 劑 之 ⾼ 度 運 ⽤ ， ⽽ 其 基 本 理 論 ， 有 單 ⾏ 、 相 須 、 相 使 、 相 畏 、

相 惡 、 相 反 、 相 殺 之 說 ， 即 謂 藥 之 七 情 。 蓋 由 來 於 悠 久 歲 ⽉ 經 驗 之 累 積 ， 尤 以 相 反 ⼀ 項 ， 無 論 醫 師

處 ⽅ 、 或 執 菜 藥 局 ， 均 原 爲 最 往 重 之 基 本 知 識 。 綜 合 古 來 ⽂ 獻 ， 所 謂 ⼗ 八 反 ， ⾃ ⼀ 般 的 概 念 嘗 之 ， 均
指 急 絕 對 的 不 能 配 合 使 ⽤ ， 然 試 作 深 入 檢 討 ， 相 反 藥 物 中 ， 其 作 ⽤ 之 機 轉 ， 未 必 皆 同 ， 亦 非 完 全 產 ⽣
毒 性 ⽽ 致 ⼈ 於 死 。 故 必 須 各 別 加 以 究 明 ， 以 求 印 證 古 說 。
神 嬰 本 草 經 集 注 七 ， 其 序 錄 之 陶 弘 量 注 中 （ ） ， 指 出 相 反 藥 1 8 種 （ 技 實 際 為 1 9 種 ） ， 塵 之 新 性 。

本 堂 （ ） ， 後 蜀 之 重 成 英 公 本 草 ® 均 因   之 。 累 ⾒ 於 ⽣ ⽟ 便 證   太 平 聖 惠 ⽅ （ ） 及 後 世 諸 ⽅ 書 。 ⾦ 張 從 正
之 篮 ⾨ 事 銀 ） 有 ⼠ 八 反 散 訣 ， 明 經 希 雍 炮 炙 ⼤ 法 （ 6 ） + 入 反 散 已 有 坍 補 。 及 民 國 王 ⼼ ⼆ 著 新 醫 本 草 又 有
所 坍 加 ” 。 偶 ⾨ 事 親 （ 5 ） 「 請 參 ⾟ 芍 藜 漱 」 之 句 。 所 諸 參 ， 指 ⼈ 參 、 丹 參 、 沙 參 、 玄 參 、 苦 參 。 李
時 珍 本 草 網 ⽬ （ “ ） ， 去 玄 參 ⽽ 舉 紫 參 ， 實 出 記 。
⼗ 八 反 之 研 究 ， 由 於 所 包 括 之 藥 材 多 達 1 9 種 乃 至 2 5 種 ， 其 相 反 作 ⽤ ， 包 括 運 ⽤ 化 學 及 藥 理 學 等

⽅ 法 ， 始 得 以 ⼀ ⼀ 究 明 ， 非 短 期 間 內 所 能 畢 其 事 功 。 本 研 究 乃 就 臺 灣 所 產 之 藜 蕭 與 苦 參 ⼆ 藥 材 ， 運 ⽤
藥 理 學 ⽅ 法 ， 以 關 明 其 相 互 作 ⽤ 之 機 轉 。 藜 薩   （ V e r a t z i   f o r m o s a n i   R h i z o m a ） 爲 百 合 科 （ L i l i a e a e ）
植 物 V e r a t   r u m   f o r m o s a n u m   L o z e r w 之 根 莖 。 苦 參 （ S , o p h o r a e   R a d i x ） 爲 ⾖ 科 （ L e g u m i n o s a e   ） 植 物
S o p h o r a   J l a v e s c e n s   A r r o w 之 根 ， 均 屬 本 經 正 品 。 前 者 由 著 者 等 親 ⾃ 由 合 歡 山 區 採 得 ︔ 後 者 （ 苦 參 ） 以
產 量 不 豐 ， 經 採 得 標 本 後 ， ⾃ 台 中 市 全 壽 堂 中 藥 店 購 得 藥 材 ， 經 與 所 採 標 本 比 軟 鑑 定 ， 確 認 由 來 於 同
⼀ 植 物 後 ， 作 爲 研 究 材 料 。 復 以 中 藥 ⽅ 劑 ， 概 ⽤ 煎 劑 者 多 ， 因 ⽽ 抽 取 其 ⽔ 溶 性 成 分 ， 進 ⾏ 藥 理 學 實 驗
。 以 ⼩ ⽩ 鼠 及 ⼤ ⽩ 鼠 爲 實 驗 動 物 ， 除 分 別 測 藜   及 苦 參 之 L D 5 0 外 ， 並 試 驗 ⼆ 者 對 於 中 樞 神 經 之 相 互
作 ⽤ ， 且 進 ⽽ 檢 討 其 可 能 作 ⽤ 的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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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總

藜 蘆 爲 本 經 下 品 （ 8 ） ， 並 記 其 性 味 曰 ： 「 味 ⾟ 。 您 。 」 別 錄 ⽇ （ 9 ） ： 「 苦 。 微 寒 。 有 毒 。 」 由 於 作 ⽤
激 烈 ， ⽅ 劑 中 少 ⽤ 。 本 享 經 集 注 之 七 情 條 下 ， 列 有 相 反 之 藥 凡 七 ： 細 ⾟ 、 芍 藥 、 ⼈ 參 、 丹 參 、 沙 參 、
玄 參 、 苦 參 。
苦 參 為 本 經 中 品 9 0 ， 並 記 其 性 味 ⽇ ： 「 味 苦 。 爽 。 」 別 丝 曰 " D ： 「 無 賽 。 」
考 维 注 本 草 藜 商 係 引 怨 公 藥 對 ® 之 ⽂ ⽇ ： 「 反 細 ⾟ 、 芍 樂 、 五 參 。 」 若 參 係 引 亞 公 塑 對 “ 9 之 女 ⽇

： 「 反 藜 嫩 。 」 由 於 藜 源 及 苦 參 之 中 外 ⽣ 藥 學 及 藥 理 學 ⽂ 嗽 ， ⼆ 者 之 來 源 、 成 分 、 藥 理 ⽅ ⾯ ， 已 有 若
⼲ 歼 究 報 告 ︔ 加 以 ⼆ 者 於 盛 种 地 區 均 有 出 產 ， 材 料 之 入 ⼿ 與 既 有 ⽂ 獸 頗 豐 ， 可 資 參 考 之 處 頗 多 ， 易 於
著 ⼿ ， 故 選 ⽤ 此 ⼆ 藥 ， 進 ⾏ 其 藥 理 學 研 究 ， 其 有 關 本 草 及 現 代 藥 學 ⽂ 獻 經 熬 理 如 次 ：

第 ⼀ 節   藥 之 七 情 與 ⼗ 八 反 之 概 念
神 農 本 草 經 序 錄 曰 ” 2 ： 「 藥 有 險 陽 配 合 ， ⼦ 骨 兄 弟 ， 根 惹 花 實 ， 草 ⽯ 骨 ⾁ ， 有 單 ⾏ 者 ︔ 有 相 須 者

︔ 有 相 使 者 ︔ 有 相 畏 ︔ 有 相 惡 者 ︔ 有 相 反 者 ︔ 有 相 殺 者 。 凡 此 七 情 ， 合 和 時 鳳 之 ， 當 ⽤ 相 須 相 使 者
良 ︔ 勿 ⽤ 相 惡 相 反 者 。 若 有 宣 制 ， 可 ⽤ 相 畏 相 殺 者 ， 不 爾 勿 合 ⽤ 也 。 」
俊 蜀 鲜 保 昇 （ ③ ） ： 重 廣 英 公 本 草 就 本 經   3 6 5   品 樂 統 計 其 七 情 曰 ：
「 單 ⾏ 者 凡 7 1 種 。

• 相 須 ⽼ 见 1 2 種 。
相 使 者 凡   9 0   種 。
相 畏 者 凡 7 8 瓶 。
相 惡 者 凡   6 0 種 。
相 反 者 凡 1 8 種 。
相 殺 者 凡 3 6 種 。 」
⾨ 李 時 珍 本 草 綱 ⽬ “ 3 就 七 情 加 以 證 釋 曰 ： 「 藥 有 七 情 。 單 ⾏ 者 ， 單 ⽅ 不 ⽤ 輔 也 。 相 須 者 ， 同 類 不

可 離 也 。 如 ⼈ 參 ⽢ 草 ︔ 黄 栢 知 母 之 類 。 相 使 者 ， 我 之 佐 使 也 。 相 畏 者 ， 受 彼 之 制 也 。 相 惡 者 ， 奪 我 之
能 也 。 相 反 者 ， 兩 不 相 合 也 。 相 殺 者 ， 制 彼 之 也 。 」
考 ⼗ 八 反 激 訣 ， 可 蹄 納 為 下 列 三 種 ： （ V ⾦ 張 從 正 保 ⾨ 事 親 （ 5 ） ︔ 「 本 草 明 骨 ⼗ 入 反 ， 半 樓 ⾙ 紋 及 政

⿃ ， 藻 㦸 途 芫 俱 很 草 ， 諸 參 ⾟ 芍 扳 藜 蛋 。 」 （ 2 型 耀 希 雞 炮 炙 ⼤ 让 ） ︔ 「 本 草 明 ⾔ ⼗ 八 反 ， 逐 ⼀ 從 頭 說
與 君 ， ⼈ 參 、 芍 藥 與 沙 參 ， 細 ⾟ 、 元 參 與 紫 參 ， 苦 參 、 丹 參 並 前 藥 ， ⼀ ⾒ 黎 蘆 便 殺 ⼈ ， ⽩ 及 、 ⽩ 歛 並
半 夏 、 栝 樓 、 ⾙ 母 五 般 圓 ， 莫 ⾒ 烏 頭 與 烏 ， 逢 之 ⼀ 反 疾 如 神 ， ⼤ 、 芫 花 並 海 藻 ， ⽢ 途 以 上 反 ⽢ 草
， - 若 遼 吐 蠱 ⽤ 翻 腸 ， 尋 常 犯 之 都 不 好 ， 蜜 獵 莫 與 葱 柑 將 ， ⽯ 決 明 休 ⾒ 雲 母 ， 藜 寬 莫 使 酒 來 疫 ， ⼈ 若 犯
之 都 是 苦 。 」 （ 3 民 國 3 3 年 ， 遼 北 開 源 縣 名 图 王 ⼼ ⼆ ： 新 幣 本 享 ： 「 本 草 明 會 ⼗ 八 反 ， 半 樓 ⾙ 歛 及 攻
⿃ ， 藻 㦸 逐 芫 俱 我 草 ， 諸 參 ⾟ 芍 叛 藜 蘆 。 蜜 莫 與 葱 相 ⾒ ， ⽯ 決 明 休 ⾒ 雲 母 ， 更 有 藜 蘆 懼 蘇 酒 ， ⼈ 若
犯 之 命 ⽴ 殂 ， 若 還 吐 蠱 ⽤ 翻 腸 ， 有 病 當 之 ⽅ 無 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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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述 歌 訣 ， 可 ⾒ 歷 代 相 反 歌 訣 ， 其 品 ⽬ 有 遞 增 之 趨 勢 ， 為 清 理 其 遞 坶 之 原 因 ， 茲 就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之 序 錄 及 序 例 等 總 論 部 分 所 著 錄 之 相 反 事 項 ， ⼀ ⼀ 予 以 考 較 其 錯 綜 複 雜 情 形 ， 以 期 究 明 其 淵 源 ， 妳
錄 其 始 末 如 下 ：

（ 2 ） 缩 弘 量 ： 神 農 本 草 經 集 注 ， 卷 第 ⼀   序 錄   ⾴ 1 4   七 情 項 下 （ 1 9 7 2 ⽇ 本   ⽴ 之 復 古 輯 本 ，
將 相 反 各 藥 ⼀ ⼀ 硫 出 如 下 ：

草 藥 上 部

⽢ 草 反 ⽢ 逐 、 ⼤ 㦸 、 芫 花 、 海 藻 。
⼈ 參 反 藜 蘆 。

細 ⾟ 反 藜 蘆 。

沙 參 反 藜 责 。
丹 參 反 藜 蘆 。

草 藥 中 部

芍 藥 反 藜 蘆 。
⾙ 母 反 烏 頭 。
栝 樓 反 烏 頭 。
玄 參 反 藜   。 '
苦 參 反 藜 蘆 。

海 藻 反 ⽢ 草 。
草 藥 下 部

⽢ 途 反 ⽢ 草 。
芫 花 反 ⽢ 草 。

藜 • 反 和 ⾟ 、 芍 樂 、 五 參 。
烏 頭 烏 反 半 夏 、 栝 樓 、 ⾙ 母 、 ⽩ 歛 、 ⽩ 及 。
半 夏 反 烏 頭 。
⽩ 飲 反 烏 頭 。

（ 2 歴 、 鮮 敬 節   教 理 ： 新 修 本 草   序 例   下 第 ⼆   ⾴ 7 6 （ 旦 本 岡 西 爲 ⼈ 博 ⼠ 1 9 4 0 復 原 （ ② ） ，
1 9 6 4 ， 1 9 7 8 刊 ⾏ 本 ） ， 將 相 反 各 疏 出 如 下 ：

草 上
⿈ 精 反 昌 淋 。

⽢ 草 反 ⽢ 遂 、 ⼤ 㦸 、 芫 花 、 海 藻 。
⼈ 參 反 黎 飯 。

細 ⾟ 反 藜 蘆 。
草 中

芍 藥 反 藜 飯 ，

⾙ 母 反 烏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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栝 樓 反 烏 頭 。
丹 參 反 藜 蘆 。
玄 參 反 藜 蔗 。
沙 參 反 藜 衞 。
苦 參 反 藜 蔗 。
海 藻 反 藜 蘆 。

草 下
⽢ 途 反 ⽢ 草 。
⼤ 㦸 反 ⽢ 草 。
芫 花 反 ⽢ 草 。
烏 頭 ⿃ 綠 反 半 夏 、 栝 樓 、 ⾙ 母 、 ⽩ 飲 、 ⽩ 及 。
半 夏 反 烏 頭 。
藜 蘆 反 細 ⾟ 、 芍 樂 、 五 參 。
⽩ 歛 反 烏 頭 。

（ 8 ） 重 修 政 和 經 史 證 類 備 ⽤ 本 草   ⼆   序 例 下   ⾴ 7 3 （ ⾦ 泰 和 甲 ⼦ 下 已 百 ［ 1 2 4 9 ］   明 軠 本
之 復 影 本 ） “ A ， 將 相 反 各 藥 疏 出 如 下 ：

草 藥 上 部
⽢ 草 反 ⽢ 逐 、 ⼤ 㦸 、 芫 花 、 海 藻 。
⼈ 參 反 藜 蘆 。
細 ⾟ 反 藜 蘆 。
沙 參 反 藜 蘆 。
丹 參 反 藜 蘆 。

草 藥 中 部
芍 藥 反 藜 薩 。
⾙ 母 反 烏 頭 。
栝 樓 反 烏 頭 。
玄 參 反 藜 蘭 。
苦 參 反 藜 流 。
海 藻 反 ⽢ 草 。

草 藥 下 部
⽢ 途 反 ⽢ 草 。
芫 花 反 ⽢ 草 。
⼤ 㦸 反 ⽢ 草 ， 臣 函 錫 等 鹽 樂 性 論 云 反 芫 花 、 海   。
藜 蘆 反 細 ⾟ 、 芍 藥 、 五 參 。
烏 頭 烏 反 半 夏 、 栝 樓 、 ⾙ 母 、 ⽩ 飲 、 ⽩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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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夏 反 烏 頭 。
⽩ 及 原 萬 錫 等 謹 投 蜀 本 云 反 烏 頭 。
⽩ 飲 反 烏 頭 。

（ 塱 、 李 時 珍 ： 本   納 局 9 9 卷 ⼆   序 例 下   宜 6 2 「 相 反 諸 藥 」 ： 凡 三 ⼗ 六 種 ：
⽢ 草 反 ⼤ 戟 、 芫 花 、 ⽢ 逐 、 海 藻 。
⼤ 㦸 反 芫 花 、 海 藻 。
烏 頭 反 ⾙ 母 、 栝 樓 、 半 夏 、 ⽩ 蘞 、 ⽩ 芨 。
藜 商 反 ⼈ 參 、 沙 參 、 丹 參 、 玄 參 、 苦 參 、 細 ⾟ 、 芍 樂 、 貍 ⾁ 。
河 豚 反 煤 始 、 荆 芥 、 防 風 、 菊 花 、 桔 梗 、 ⽢ 草 、 ⿃ 頭 、 附 ⼦ 。
蜜 反 ⽣ 葱 。

委 氏 集 注 本 草 ： 沙 參 1 6 、 丹 參 9 D 本 保 中 品 藥 ， 此 處 列 於 草 藥 上 部 。 ⼤ 戟 反 ⽢ 草 正 ⽂ 中 本 有 ” 8 ， ⽽
此 處 漏 列 。 正 女 與 序 錄 皆 無 ⽩ 及 反 烏 頭 ， 然 卻 有 烏 頭 反 ⽩ 及 之 記 事 。
岡 西 為 ⼈ 博 ⼠ 復 原 之 新 修 本 草 ︔ 黄 精 反 昌 淋 係 出 誤 記 。 沙 參 1 9 、 丹 參 2 屬 草 上 之 下 品 ， 此 處 列 於

草 中 。 ⼤ 戟 反 ⽢ 草 此 處 已 姆 補 。 唯 正 ⽂ 與 序 例 仍 無 ⽩ 及 反 烏 頭 之 記 事 ， 然 有 ⿃ 頭 反 ⽩ 及 之 女 。 ，
重 修 政 和 本 草 ： 沙 參 、 丹 參 正 ⽂ 與 本 欄 均 列 為 上 品 。 ⼤ 戟 反 ⽢ 草 ， 此 處 已 有 增 補 。 並 有 嘉 萜 引 藥

性 論 所 述 反 芫 花 、 海 藻 之 記 嗽 ， 正 ⽂ 亦 有 此 記 事 。 但 考 芫 花 （ D 、 海 茨 ” 項 下 均 無 反 ⼤ 戟 之 記 事 。 嘉 站
引 蜀 本 云   ⽩ 及 反 烏 頭 ， 於 此 處 可 ⾒ 。 芫 花 正 ⽂ 移 於 ⽊ 部 下 品 ， 此 處 則 仍 列 草 藥 下 部 ︖ 。
網 員 坶 加 「 藜 衞 反 貍 ⾁ 」 ︔ 「 河 豚 反 煤 治 、 荆 芥 、 防 風 、 菊 花 、 桔 梗 、 ⽢ 草 、 ⿃ 頭 、 附 ⼦ 」 及 「 密

反 ⽣ 葱 」 ， 即 坶 加 1 2 項 。 計 與 舊 ⽂ 2 2 項 ， 合 計 3 4 項 ， 時 珍 調 「 凡 三 ⼗ 六 種 」 ， 係 出 誤 記 。 上 述 新

增 1 2 項 ， 爲 前 代 本 草 成 未 記 ， 念 特 值 注 意 之 點 。 時 珍 所 坍 者 ， 「 貍 」 之 貍 ⾁ 項 下 照 記 有 「 反 藜 處 」 2 3
， 惟 藜 漸 項 下 則 無 反 貍 ⾁ 之 記 事 。 「 河 豚 」 2 條 ， 時 珍 ⽇ ： 「 煮 忌 媒 始 落 中 。 與 荆 芥 、 菊 花 、 桔 梗 、
⽢ 草 、 附 ⼦ 、 ⿃ 頭 相 反 。 」 考 煤 怡   乃 指 媒 煙 ， 並 非 藥 品 ， 煮 河 豚 時 忌 煤 煙 落 於 中 ⽿ ， 並 非 相 反 。 復
考 荆 芥 2 2 ⽇ U I 8 C 9 8 0 等 六 條 項 下 原 ⽂ ， 並 無 反 河 豚 之 記 事 。 又 序 例 下 相 反 請 藥 項 下 ， 復 浮 出 防 風 ⼀ 則
， ⽔ 屬 架 空 虛 權 。 至 於 蜜   反 ⽣ 葱 ⼀ 則 ， ⾒ 綱 ⽬ 「 蜂 蜜 」 8 1 條 「 氣 味 」 ⽬ 引 孫 思 邈 之 說 曰 ： 「 不 可 與 ⽣
葱 、 ⾼ 苣 同 食 ， 令 ⼈ 利 下 。 」 又 「 葱 」 之 「 葱 莖 ⽩ 」 8 2 項 下 復 引 思 邀 之 說 曰 ： 「 ⽣ 葱 同 蜜 食 ， 作 下 痢
︔ 燒 葱 同 蜜 食 ， 雍 氣 殺 ⼈ 。 」 時 珍 所 記 蜜 反 ⽣ 葱 之 說 ， 蓋 由 來 於 此 。

第 ⼆ 節   諸 參 ⾟ 芍 判 藜 蘆 之 概 説
所 網 「 諸 參 』 ⾒ 本 經 草 部 上 品 「 沙 參 」 7 9 條 ， 陶 注 ⽇ ： 「 此 沙 參 丼 ⼈ 參 是 的 五 參 。 其 形 不 盡 相 類 ，

， ⽽ 主 療 頗 同 ， 故 皆 有 參 名 。 又 有 紫 參 ， 正 品 牡 蒙 ， 在 中 品 。 」 可 ⾒ 陶 氏 所 指 ， 於 五 參 之 外 双 有 中 品
之 牡 紫 ， 即 菜 參 也 。 至 經 員 ® 「 沙 參 」 條 ， 時 珍 引 伸 弘 景 之 說 曰 ： 「 此 與 ⼈ 參 、 玄 參 、 丹 參 、 苦 參 ，
是 怨 兀 參 。 其 形 不 盡 相 類 ， ⽽ 主 癡 頗 同 ， 故 皆 有 參 名 ， 又 有 紫 參 ， 乃 牡 黨 也 。 」 然 又 於 「 藜 滋 」 D ） 根
條 之 「 纸 味 」 ⽬ ， 引 伸 藥 對 之 女 曰 ： 「 反 細 ⾟ 、 芍 藥 、 ⼈ 參 、 沙 參 、 柴 參 、 丹 參 、 苦 參 。 」 去 玄 參 ⽽
⽤ 紫 參 ， 前 後 ⽭ 盾 ， 可 ⾒ 出 於 誤 記 。 至 經 希 壅 炮 炙 ⼤ 法 ® ） 之 「 ⼗ 八 反 散 」 則 並 列 上 迹 六 參 矣 。 按 理 本
草 所 五 參 ， 當 指 ⼈ 參 、 沙 參 、 玄 參 、 丹 參 、 苦 參 。 另 加 細 ⾟ 、 芍 藥 均 與 藜 相 反 是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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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藥 對 -

藜 蘆 之 本 草 考 察
藜 蘆 之 本 草 系 統 圖

本   經 （ 草 ⽊ 下 品 ）

別 錄
’ 陶注

（ 新 修 ） .

吳 氏 本 草
范 ⼦
藥 性 論

雷 公 炮 炙 ｝
聖 惠 ⽅
千 ⾦ 翼
經 驗 後 ⽅
百 ⼀ ⽅
⽃ ⾨ ⽅
簡 要 濟 衆

儒 ⾨ 事 親 ］
保 命 集
肘 後 ⽅
聖 濟 ⽅
直 指 ⽅
本 草 ⽅
陶 腮 居 ⽅
德 ⽣ 堂 ⽅

＞ 蜀 本 關 裡 （ 蜜 出 ）
（ 開 寶 ）

嘉 祐

⼀ 證 類

⼤ 觀
衍 義

重 修 政 和

⼀ 綱 ⽬

長
 國 編

考

⼀ 、 藥 名
報 蘆 得 本 經 草 部 下 品 ④ ） 、 列 丝 ” 、 陶 社 ® 、 新 化 切 、 现 本 照 理 的 、 系 酵 的 、 鹽 址 ” 、 近 控 的 、 鹽

其 蘆 有 ⿊ ⽪ 娶 之 ， 故 名 。 」
至 於 藜 蘆 之 別 名 ， 本 經 曰 ： 「 ⼀ 名 葱 苒 。 」 別 錄 曰 ： 「 ⼀ 名 葱 菼 ， ⼀ 名 山 葱 。 」 燕 豬 引 吳 氏 本 草

： 「 藜 蘆 ⼀ 名 葱 葵 ， ⼀ 名 豐 蘆 ， ⼀ 名 蕙 葵 。 」 圖 經 ： 「 今 ⽤ 者 名 葱 ⽩ 藜 蔭 。 」 均 州 ⼟ 俗 亦 呼 念 鹿 葱 。
」 「 今 萱 草 亦 調 之 鹿 葱 ， 其 類 全 別 ， 主 療 亦 不 同 ⽿ 。 」 網 ⾙ 曰 ： 「 根 際 似 葱 ， 伶 葱 管 藜 蘆 是 矣 。 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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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之 憨 葱 ， 南 ⼈ 謂 之 鹿 葱 。 」

⼆ 、 形 態 、 種 類 、   地
關 於 藜 蘆 之 形 態 ， 陶 注 曰 ： 「 根 下 極 似 葱 ⽽ 多 ⽑ 。 」 嘉 引 蜀 本 圖 經 （ 按 即 新 修 圖 經 ） 云 ： 「 葉

良 鬱 ⾦ 、 秦 光 、 獲 荷 等 ， 根 若 龍 膽 ， 莖 下 多 ⽑ 。 」 喝 經 本 草 曰 ： 「 葉 青 似 初 出 模 ⼼ ， 又 似 ⾞ 前 ， 莖 似
葱 ⽩ ， 青 紫 ⾊ ， ⾼ 五 六 ⼨ ， 上 有 ⿊ ⽪ 萃 似 櫻 ⽪ ， 其 花 ⾁ 紅 ⾊ ， 根 似 ⾺ 腸 根 ， 長 四 五 ⼨ 許 ， 黄 ⽩ ⾊ 。
」 網 且 引 吳 氏 ⽇ ： 「 ⼤ 葉 ⼩ 根 相 速 。 」
藜   之 插 頻 ， 圖 經 曰 ： 「 此 有 ⼆ 種 ， ⼀ 種 ⽔ 藜 蘆 ， 莖 葉 ⼤ 同 ， 只 是 ⽣ 在 近 ⽔ 溪 澗 ⽯ 上 ， 根 發 百 餘

， 莖 不 中 入 藥 ⽤ ︔ 今 ⽤ 者 名 葱 ⽩ 藜 蘆 、 根 甚 少 ， 只 是 三 ⼆ ⼗ 蒸 ， ⽣ ⾼ 山 者 佳 ， 均 州 ⼟ 伶 亦 呼 為 鹿 葱

關 於 其 產 地 ， 以 嘉 所 引 造 ⼦ 計 然   即 吳 越 時 范 龜 所 指 「 藜 瀆 出 河 東 ， ⿈ ⽩ 者 善 。 」 爲 最 早 ， 即
今 山 西 省 地 。 至 魏 晋 時 期 之 別 “ 曰 ： 「 ⽣ 太 山 山 ⾕ 。 」 指 山 東 省 泰 山 爲 古 來 之 名 產 地 。 至 南 北 朝 時
• 陶 焦 ⽇ ： 「 今 近 道 處 處 有 。 」 嘉 袖 引 蜀 本 圖 經 ⽇ ： 「 今 所 在 山 ⾕ 皆 有 。 」 蓋 已 逐 漸 普 及 成 爲 各 地 熟
知 之 物 矣 。 至 圖 經 本 草 則 綜 述 其 產 地 曰 ： 「 藜 蕭 ⽣ 泰 山 山 ⾕ ， 今 陝 西 山 南 塞 西 州 郡 皆 有 之 。 遼 州 、 均
州 、 解 州 者 尤 佳 。 」 指 出 湖 北 省 長 江 以 北 ， 漢 ⽔ 以 西 ， 陜 西 省 終 南 山 以 南 ， 河 南 省 北 嶺 以 南 ， 四 川 省
劍 閱 以 東 ， ⼤ 江 以 南 之 地 ， 所 山 南 東 道 與 山 南 西 道 各 州 郡 之 廣 ⼤ 地 區 皆 有 出 產 。 ⽽ 以 遼 州 （ 今
山 西 省 遼 縣 ） 、 均 州 （ 今 北 省 獲 陽 懸 ） 、 解 州 （ 今 山 西 省 解 縣 ） 三 地 所   者 爲 最 佳 。

三 、 性 味 、 藥 能
關 於 藜 瀧 之 性 味 ， 本 經 曰 ： 「 味 ⾟ 。 寒 。 」 別 錄 曰 ： 「 苦 。 微 寒 。 有 毒 。 」 嘉 就 引 吳 氏 本 草 曰 ：

「 神 農 公 ： ⾟ 。 有 毒 。 歧 伯 ： 鹹 。 有 毒 。 李 氏 ： ⼤ 毒 。 ⼤ 寒 。 鵲 ： 「 苦 有 毒 。 」 藥 對 ⽇ ： 「 黄 連
爲 之 使 。 反 細 ⾟ 、 芍 藥 、 五 參 。 惡 ⼤ ⿈ 。 」 均 指 爲 毒 物 。
關 於 藜   之 藥 能 ， 本 經 曰 ： 「 主 蠱 毒 、 欬 逆 、 洩 痢 、 腸 澼 、 頭 瘍 、 疥 瘙 惡 瘡 、 殺 諸 蟲 毒 、 去 死 肌

• J

別 錄 曰 ： 「 療 嗾 逆 、 喉 痺 不 通 、 身 中 息 ⾁ ， ⾺ ⼑ 爛 瘡 。 」
嘉 祐 引 藥 性 論 ⽇ ： 「 藜 蘆 。 使 。 有 ⼤ 毒 。 能 主 上 氣 ， 去 年 膿 ⾎ ， 泄 痢 ， 治 惡 風 ， 瘡 疥 ， 癬 頭 秃

。 殺 ⾍ 。 」

脚 經 ⽇ ： 「 此 藥 ⼤ 吐 上 膈 風 涎 ， 關 風 癇 病 ， ⼩ 兒 ， ⽤ 錢 ⼔ ⼀ 字 ， 則 惡 吐 ⼈ 。 又 ⽤ 通 項 ， 令 ⼈
嚏 。 ⽽ 古 經 本 草 云 療 嘔 逝 ， 其 效 未 詳 。 」
衍 義 ⽇ ： 「 藜 爲 末 細 調 ， 治 ⾺ 疥 痒 。 」
網 ⽬ ⽇ ： 「 磺 逆 ⽤ 樂 ， 亦 反 胃 ， ⽤ 吐 法 去 痰 積 之 義 。 吐 藥 不 ⼀ ， 常 山 吐 癪 痰 ， 瓜 丁 吐 熱 痰 ， 烏

附 尖 吐 溼 痰 ， 萊 菔 ⼦ 吐 氣 痰 ， 藜 蘆 則 吐 風 痰 者 也 。 按 張 ⼦ 和 篮 ⾨ 事 親 云 ： ⼀ 婦 病 風 癇 ， ⾃ 六 七 年 得 漿
風 後 ， 每 ⼀ ⼆ 年 ⼀ 作 ， 至 五 七 年 五 七 作 ， 三 ⼗ 歲 至 四 ⼗ 歲 則 ⽇ 作 ， 或 甚 ⼀ ⽇ ⼗ 餘 作 ， 逐 昏 癡 健 忘 ， 求
死 ⽽ 已 。 值 歲 ⼤ 饑 ， 采 百 草 食 ， 於 野 中 ⾒ 草 若 葱 狀 ， 采 歸 蒸 熟 飽 食 ， 至 五 更 忽 覺 ⼼ 中 不 安 ， 吐 延 如 膠
， 連 不 ⽌ ， 約 ⼀ ⼆ ⽃ ， 开 出 如 洗 ， 甚 昏 困 ， 三 ⽇ 後 逐 、 健 ， 病 去 食 進 ， 百 脈 皆 和 。 以 所 食 葱 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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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憨 葱 苗 也 ， 即 本 草 藜 蘆 是 矣 。 圖 經 ⾔ 能 吐 風 病 ， 此 亦 得 吐 法 ⽿ 。 我 朝 荆 和 王 妃 劉 氏 ， 年 七 ⼗ ， 病 中
風 不 省 ⼈ 事 ， 牙 關 緊 閉 ， 群 醫 束 ⼿ 。 先 考 太 醫 吏 ⽇ ⽉ 池 翁 診 視 ， 藥 不 能 入 ， ⾃ 午 至 ⼦ ， 不 獲 已 ， 打 去
⼀ 齒 ， 濃 煎 藜 蘆 湯 灌 之 。 少 頃 ， 噫 氣 ⼀ 聲 ， 逐 吐 痰 ⽽ 甦 ， 調 理 ⽽ 安 ， 藥 弗 瞑 眩 ， 厥 疾 弗 瘳 ， 誠 然 。 」
綜 上 述 ， 藜 蘆 之 毒 性 極 ⾼ ， 主 要 爲 外 ⽤ 殺 蟲 ， 並 作 爲 催 吐 劑 。

四 、 修 治 、 ⽅ ⽤
藜 商 之 修 治 只 有 下 列 ⼆ 則 ， 陶 注 ⽇ ： 「 ⽤ 之 别 取 根 ， 微 炙 之 。 」 舊 公 炮 炙 論 曰 ： 「 凡 . 採 得 去 頭 ，

⽤ 糯 ⽶ 泔 汁 煮 之 ， 從 巳 至 未 ， 腕 乾 ⽤ 。 」
關 於 ⽅ ⽤ ， 證 類 所 引 六 ⽅ ：
① 聖 惠 ⽅ 1 ： 治 身 ⽽ ⿊ 痣 。

③ 千 ⾦ 翼 1 ： 治 牙 齒 蟲 痛 。
③ 經 驗 ⽅ ！ ： 治 中 風 不 語 。
④ ⾴ ⼀ ⽅ 1 ： 治 黄 疸 。
⑤   ⽃ ⾨ ⽅ 1 ： 治 疥 癬 。
◎   簡 要 濟 樂 1 ： 治 中 風 不 省 ⼈ 事 。
綱 ⽬ 所 引 蓋 舊 六 新 ⼗ 三 ， 舊 六 如 同 證 類 所 引 ， 新 ⼗ 三 實 爲 新 ⼗ ⼆ ， 茲 摘 錄 新 ⼗ ⼆ 於 下 ：
① 經 驗 ⽅ ： 治 諸 風 痰 飲 。
③ 墨 惠 ⽅ ： 治 諸 風 頭 痛 。
③ 保 命 集 ： 治 久 瘧 痰 多 。
④ 飲 食 肘 後 ： 痰 瘧 積 瘧 。
⑤ 肘 後 ： 胸 中 結 聚 。
®   聖 濟 ⽅ ： 桑 中 瘜 ⾁ 。
⑦ 时 後 ⽅ ： ⽩ 禿 蟲 瘡 。
◎   直 指 ⽅ ： 頭 ⽣ 蟣 虱 。

® 本 事 ⽅ ： 頭 風 ⽩ 屑 。
@   聖 濟 錄 ： 反 花 惡 瘡 。
四 隔 險 居 ⽅ ： ⽺ 疽 瘡 癢 。
0 2 . 德 ⽣ 堂 ⽅ ： 治 誤 吞 ⽔ 蛭 。

第 四 節   藜 蘆 之 ⽣ 藥 學 ⽂ 獻 考 察
藜 蔗 屬 橄 物 之 稚 類 極 多 ， 在 美 洲 主 要 的 為 V e r a t r u m   v i r i d e （ 絲 藜 肅 ） ， 在 歐 洲 主 贾 的 為

V .   a l b u m （ ⽩ 藜 蔗 ） ， 在 ⽇ 本 的 主 要 的 爲 V . g r a n d i f l   o r u m （ 山 藜   ） ， 在 中 國 ⼤ 陸 上 主 更 的 為
V . n i g r u m （ ⿊ 藜 蘆 ） ， ⽽ V . f o r m o s   a n 1 m （ 臺 灣 藜 肅 ） 爲 登 灣 固 有 種 ， 分 布 於 X 灣 全 境 海 拔
2 5 0 0 ～ 3 5 7 0 m ， 向 陽 草 原 地 帶 。

依 據 中 國 藥 材 學 對 ⿊ 藜 蘆 之 根 橫 切 ⾯ 組 織 學 上 之 描 為 ： ① 表 ⽪ 念 ⼀ 列 細 胞 ， ⽊ 栓 化 ︔ ② 根 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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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胞 壁 皺 縮 ， 扁 平 形 ︔ ③ ⽪ 層 佔 根 的 極 ⼤ 部 分 、 薄 壁 細 胞 中 ， 含 有 草 酸 鈣 針 晶 束 及 澱 粉 粒 ， 內 ⽪ 層 細
胞 呈 類 ⽅ 形 ， 側 壁 及 內 壁 ⽊ 栓 化 增 厚 ， 外 壁 海 ⽽ 皺 縮 ︔ ④ 中 柱 部 維 管 束 輻 射 型 ， 髓 部 較 ⼩ ， 細 胞 壁 ⽊
化 ， 不 含 澱 粉 粒 。
關 於 其 成 分 留 ， v e r a t r u m   a 1 k a 1 o i d ⼀ 詞 係 指 由   V e r a t r a e   所 抽 得 之   a 1 k a l o i d s ,   v e r a t r a e

包 含 下 列   v e r a t r u m , z y g a d e n u s , s c h o e n o c a u l o n 三 屬 。 V e r a t r u m   a l k a l o i d 主 要 具 有 s t e r o i d
結 構 ， ⽽ 在 環 中 含 有 ⼆ 級 或 三 級 N 。 主 要 可 分 成 J e r v e r a t r u m   a l k a l o i d s   及 C e v e r a t r u m a l k a l o i d s
⼆ ⼤ 類 。 J e r v e r a t r u m   a l k a l o i d   之 結 構 與   c h o l e s t e r o 1   相 似 ， 含 ⼆ 級 N ， 以   f r e e   a l k a m i n e
或 與 ⼀ 分 ⼦   D - g l u c o s e   結 合 成   g l y c o a l k a l o i d s   ⽽ 存 在 。 C e v e r a t r u m   a l k a l o i d s   為 t e r t i a r y

a m i n e ， 在 植 物 中 與 各 種   a l i c y c l i c   o r   a r o m a t i c   o r g a n i c   a c i d   結 合 ， 以   e s t e r   f o r m   存 在 。

其 中   2 y g a d e n i n e ,   v e r a c e v i n e   皆 爲   m o n o e s t e r ， ⽽   g e r m i n e , p r o t o v e r i n e 為   p o l y e s t e r s
可 分 為 下 列 各 類 ， 並 列 舉 其 代 表 性 化 合 物 。
Je rve ra t rum a l k a l o i d s : ve r a t r amine , j e r v i n e .

G l y c o s i d i c a l k a l o i d s of t h e j e r v e r a t r u m group: Ve r a t r o s i n e , p s e u d o j e r v i n e .

Ceverat t rum a l k a l o i d s : Zygadenine, Veracevine , cev ine , germine, p r o t o v e r i n e .

Esters of Zygadenine: Zygacine, angeloylzygadenine, vanilloylzygadenine,

v e r a t r o y l z y g a d e n i n e .

Esters of veracevine: cevacine, cevadine, vanilloylveracevine, vera t r id ine .

E s t e r s of germine: g e r m i t e t r i n e , g e r m i t r i n e , neoge rmi t r i ne , germer ine , germidine,

p r o t o v e r a t r i d i n e .

t e r s of p r o t o v e r i n e : p r o t o v e r a t r i n e A, p r o t o v e r a t r i n e B.

另 外   v e r i l o i d   係 指 由 V . v i r i d e   所 抽 得 之 ⽣ 物 鹹 混 合 物 。 V e r a t r i n e   亦 爲 ⼀ 混 合 物 ， 主
要 含 有   c e v a d i n e , v e r a t r i d i n e

第 五 節 藜 蘆 之 藥 理 學 ⽂ 獻 考 察
1 8 6 7 年   v o n   B e z o 1 e 的 2 發 現   v e r a t r i n e   可 以 造 成 反 射 性 降 壓 ， 使 ⼼ 減 侵 之 記 事 開 其 端 緒 ，

迄 今 有 關   V e r a t r u m   a g a l o i d s   之 藥 理 學 ⽂ 獻 ⽇ 趨 豐 富 ， 新 近 報 告 繼 推 出 。 由 於   V e r a t r u m
a l k a l o i d   對 易 興 低 細 胞 皆 有 作 ⽤ ， 因 此 藥 理 作 ⽤ 相 當 廣 泛 ， 諸 如 降 壓 、 催 吐 、 神 經 傳 達 物 質 之 釋 出
等 。 其 中 秘 重 要 之 ⽂ 獻 有   K z a y e r , O .   e t   a 1   1 9 4 6 5 3 ，   B e n t o r a d o ,   J . N .   2 9 6 7   5 8 ,   m i n c h i n .

M. C. 1980 (54).
至 於 臺 灣 藜 商 有 關 ⽂ 獻 有   H s i e h , M . T . L i n ,   W . C . e t   a l   1 9 8 0 . 6 。 其 ⽔ 粗 抽 取 物 之 降 歷

作 ⽤ 具 有 B e z o l d - J a r i s c h   r e f l e x   之 效 應 。

第 六 節i   苦 參 之 本 草 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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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參 之 本 䓬 系 統 岡

⽔ 熱 （ 凉 ⽊ 溜 中 品 ）
⼀ 別

陶 注

新 修

（ 開 寶 ） •
藥 性 論
⽇ 華 ⼦

唐 本 云
雷 公
聖 惠 ⽅
外 台 秘 要
千 ⾦ ⽅ ⽇
肘 後 ⽅
梅 師 ⽅ ⽩
孫 眞 ⼈ 食 忌
勝 ⾦ ⽅
集 驗 ⽅
傷 寒 類 耍
⼦ 母 秘 錄
史 記
沈 存 中 筆 談

嘉 祐 ， ⽹ 經
「 成 德 鄆 ）
秦 州 .
西 京
邵 州
、 四 闷

⼀ 證 類

⼤ 觀

重 修 政 和

所 袋
．

/ 網 ⽥
胗 珠 变

長 編圖 考

⼀ 、 藥 名
诗 參 為 本 經 “ 虾 ⽊ 部 中 品 ， 别 ” 、 随 社 “ 、 新 修 ” 、 猪 味 的 、 国 理   、 ⾏ 族 的 、 避 期 的 、 納 ⽬ 印

、 圖 若 長 編 納 、 以 及 圖 考 （ 繁 歷 代 諸 家 本 草 均 有 莠 錄 。 至 於 苦 參 之 別 名 ， 本 經 曰 ： 「 ⼀ 名 ⽔ 槐 、 ⼀ 名
苦 蒸 。 」 別 錄 曰 ： 「 ⼀ 名 地 槐 、 ⼀ 名 菟 枕 、 ⼀ 名 驕 槐 、 ⼀ 名 ⽩ 莖 、 ⼀ 名 虎 麻 、 ⼀ 名 岑 莖 、 ⼀ 名   ⽩ 、
⼀ 名 陵 卽 。 」 新 修 將 虎 麻 寫 成 虎 林 ， 岑 莖 寫 成 祿 莖 ， 陵 郎 寫 成   卽 。 ⽽ 重 修 政 和 將 陵 即 寫 成 陵 郎 。
細 ⽬ 另 有 別 名 曰 ： 「 苦 骨 、 野 槐 。 」
網 ⾙ 之 「 粿 名 」 曰 ： 「 苦 以 味 名 。 參 以 动 名 。 槐 以 架 形 名 也 。 苦 識 與 茶 部 苦 菜 同 名 異 物 。 」 弘 眾

曰 ： 「 葉 極 似 槐 樹 故 有 槐 名 。 」 圖 經 曰 ： 「 藥 碎 青 ⾊ 極 似 槐 葉 故 有 ⽔ 槐 名 曰 。 」 至 於 其 他 名 未 ⾒ 有
加 以 注 釋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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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形 態 、 產 地
關 於 苦 參 之 形 態 ， 注 曰 ： 「 葉 極 似 槐 樹 ， 故 有 槐 名 ， 花 ⿈ ， ⼦ 作 莢 。 」 與 經 曰 ： 「 其 恨 ⿈ ⾊ ，

長 五 七 ⼨ 許 ， 兩 指 細 。 三 五 莖 並 ⽣ ， 苗 ⾼ 三 四 尺 已 來 。 葉 碎 青 ⾊ 極 似 槐 葉 ， 故 有 ⽔ 槐 名 。 春 ⽣ 多 调
， 其 花 黄 ⽩ ， 七 ⽉ 結 實 如 ⼩ ⾖ ⼦ ， 河 北 ⽣ 者 無 花 ⼦ 。 」 網 且 ⽇ ： 「 七 八 ⽉ 結 何 如 灌 蔔 ⼦ ， 角 內 有 ⼆ 三
粒 ， 如 ⼩ ⾖ ⽽ 堅 。 」 綜 如 上 述 ， ⼤ 微 上 可 以 認 定 念 ⾖ 科 植 物 。 •
關 於 苦 參 之 產 地 ， 烈 參 曰 ： 「 ⽣ 改 南   山 ⾕ 及 ⽥ 野 。 」 即 今 河 南 省 地 。 至 南 北 朝 時 ， 陶 注 ⽇ ： 「

今 出 近 ， 處 處 有 。 」 蓋 已 逐 漸 普 及 成 爲 各 地 熟 知 之 物 矣 。

三 、 性 味 、 藥 能
關 於 苦 參 之 性 味 ： 本 經 ⽩ ： 「 味 苦 。 寒 。 」 別 錄 曰 ： 「 無 。 」 樂 對 曰 ： 「 玄 參 爲 之 使 、 惡 ⾙ 母

： 漏 蘆 、 菟 絲 、 反 藜 蘆 。 」 網 且 曰 ： 「 伏 汞 。 制 維 ⿈ 焰 消 。 」
關 於 苦 參 之 藥 能 ： 本 經 曰 ： 「 主 ⼼ 腹 結 氣 、 癥 瘕 積 聚 、 ⿈ 疸 、 溺 有 餘 瀝 、 逐 ⽔ 、 除 腫 ， 補 中 明

⽬ ， ⽌ 淚 。 」
別 送 曰 ： 「 養 肝 膽 氣 ， 安 五 藏 ， 定 志 命 精 ， 利 九 ， 除 伏 熱 ， 腸 癖 ， ⽌ 渴 醒 酒 ， ⼩ 便 ⿈ ⾚ ， 療 惡

瘡 下 部 鑒 ， 平 胃 氣 ， 令 ⼈ 嗜 食 ， 椰 身 。 」
陶 注 ⽇ ： 「 患 介 者 ， ⼀ 兩 服 亦 除 ， 蓋 能 殺 蟲 。 」
新 修 ⽇ ： 「 久 服 啄 身 不 ⽼ ， 明 ⽬ ， 有 驗 。 」
嘉 祐 引 藥 性 論 曰 ： 「 苦 參 能 治 熱 風 ， ⽪ 肌 煩 躁 ， ⽣ 瘡 ， ⾚ 癩 眉 悅 ︔ 主 除 ⼤ 熱 ， 嚼 睡 ， 治 腹 中 冷

痛 ， 中 惡 腹 痛 ， 除 體 悶 ， 治 ⼼ 腹 積 聚 。 」
嘉 引 ⽇ 華 ⼦ ⽇ ： 「 殺 疳 蟲 ， 炒 帶 煙 出 爲 末 ， 飯 飲 下 ， 治 腸 風 ， 瀉 ⾎ ， 拜 熱 痢 ， 其 法 ⽤ 苦 參 五 ⽄

场 以 好 酒 三 ⽃ ， 潰 三 ⼗ ⽇ ， 每 飲 ⼀ 合 ， ⽇ 三 ， 常 服 不 絕 ， 若 覺 痺 ， 卽 差 。 取 根 ⽪ 末 服 之 ， 亦 良 。 」
衍 義 ⽇ ： 「 苦 參 ， 有 朝 ⼠ 苦 腰 重 ， 久 坐 旅 拒 ， ⼗ 餘 步 然 後 能 ⾏ 。 有 ⼀ 將 佐 謂 朝 ⼠ ⽇ ︔ ⾒ 公 ⽇ 逐 以

藥 揩 齒 ， 得 無 ⽤ 苦 參 否 ︖ ⽇ ： 始 以 病 齒 ， ⽤ 苦 參 已 數 年 。 此 病 由 苦 參 入 齒 ， 其 氣 味 傷 腎 ， 故 使 ⼈ 腰 重
。 後 有 太 常 少 卿 舒 昭 亮 ⽤ 苦 參   措 齒 ， 歲 久 亦 病 腰 ， ⾃ 後 悉 不 ⽤ ， 腰 疾 皆 您 。 此 皆 ⽅ 書 裔 不 被 者 。 有 ⼈ 病
遍 身 風 熱 細 承 痺 痛 不 可 忍 ， 連 胸 、 頸 、 鵬 、 腹 及 近 絕 皆 然 ， 誕 痰 亦 多 ， 夜 不 得 睡 。 以 若 參 末 ⼀ 兩 ，
皂 角 ⼆ 兩 ， ⽔ ⼀ 升 ， 揉 濾 取 汁 ， 銀 ⽯ 器 熬 成 ， 和 苦 參 爲 丸 ， 如 梧 桐 ⼦ ⼤ 。 食 後 溫 ⽔ 後 ⼆ ⼗ 至 三 ⼗ 丸
， 次 ⽇ 便 感 。 了
證 類 引 新 修 之 別 抄 本 曰 ： 「 治 脛 ， 撩 惡 蟲 。 」
綱 且 ⽇ ： 「 炒 存 性 ， ⽶ 飲 服 ， 治 腸 風 ， 為 ⾎ ， 并 熱 痢 。 」
由 上 觀 之 ， 苦 參 主 要 ⽤ 於 解 熱 、 與 痛 、 殺 蟲 、 治 疹 。 但 久 服 有 引 發 腰 重 之 副 作 ⽤ 。

四 、 修 治 、 万 ⽤
關 於 苦 參 之 修 治 ， 別 “ 曰 ： 「 三 ⽉ 、 八 ⽉ 、 ⼗ ⽉ 採 根 暴 花 。 」 陶 廷 ⽇ ： 「 酒 漬 ， 飲 之 多 差 。 」 新

修 曰 ： 「 以 ⼗ ⽉ 收 其 實 ， 餌 如 槐 ⼦ 法 ， 久 服 ， 經 身 不 ⽼ ， 明 ⽬ 、 有 驗 。 」 圖 經 曰 ： 「 五 ⽉ 、 六 ⽉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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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採 根 桑 乾 ⽤ 。 」 證 類 引 雷 公 炮 炙 論 曰 ： 「 凡 使 不 計 多 少 ， 先 預 ⽤ 糯 ⽶ 濃 泔 汁 ， 浸 ⼀ 宿 ， 上 有
腥 穢 氣 ， 並 在 ⽔ ⾯ 上 浮 ， 並 須 重 重 淘 過 ， 即 蒸 ， 從 已 至 申 出 ， 曬 乾 ， 細 坐 ⽤ 之 。 」
關 於 苦 參 之 ⽅ ⽤ ， 證 類 所 引 計 有 ：

1 聖 惠 ⽅ ： 治 傷 寒 。
2 外 蒸 秘 要 ⼆ ： ⼀ 治 㑳 寒 結 胸 ， ⼀ 治 ⼩ 兒 身 熱 。
3 千 ⾦ ⽅ ⼆ ： ⼀ 治 狂 邪 發 惡 ， ⼀ 治 飲 食 中 賽 。
4 . 肘 後 ⽅ 三 ： ⼀ 治 穀 疸 食 勞 ， ⼀ 治 時 氣 垂 死 者 ， ⼀ 治 卒 ⼼ 痛 。
5 . 梅 師 ⽅ ⼆ ： ⼀ 治 飲 食 中 毒 ， ⼀ 治 傷 寒 。
6 . 孫 眞 ⼈ 食 忌 ： 治 中 悪 ⼼ 痛 。
7 . 勝 ⾦ ⽅ ： 治 時 疾 熱 病 ， 狂 胃 ， ⼼ 躁 。
8 集 驗 ⽅ ： 治 毒 熱 ⾜ 腫 疼 。
9 . 傷 寒 類 要 ⽅ ： 治 瘟 氣 病 欲 死 。
1 0 ⼦ 母 秘 錄 ⽅ ： ⼩ 腹 熱 痛 。
1 1 太 俞 公 ⽅ ： 治 齲 齒 。
1 2 . 沈 存 中 筆 談 ： 久 ⽤ 苦 參 ， 致 腰 重 。
綱 ⽬ 所 引 椰 舊 9 新 1 9 ， 然 出 入 頗 ⼤ ， 茲 摘 錄 如 下 ：

1 壬 ⾦ ⽅ ： 熱 病 狂 邪 。
2 处 臺 秘 要 ⼆ ： ⼀ 治 傷 寒 結 胸 ， ⼀ 治 ⼩ 兒 身 熱 。
3 .   时 後 ⽅ 四 ： ⼀ 治 殺 疸 食 勞 ， ⼀ 治 上 下 諸 ， ⼀ 治 鼠 瘻 惡 瘡 ， ⼀ 治 中 惡 ⼼ 痛 。
4 . 集 驗 ⽅ ： 毒 熱 ⾜ 腫 。
5 保 壽 堂 ⽅ ： 夢 食 減 。
6 ⼦ 母 秘 錄 ： ⼩ 腹 熱 痛 。
7 . 梅 師 ⽅ ： 飲 食 中 毒 。
8 仁 存 掌 ⽅ ： ⾎ 痢 不 ⽌ 。
9 . 暨 ⽅ 摘 更 ： ⼤ 腸 脫 肛 。
1 0 普 濟 ⽅ ⼆ ： ⼀ 治 齒 縫 出 ⾎ ， ⼀ 治 ⿐ 瘡 膿 臭 。
1 1 御 藥 院 ⽅ ： 肺 熱 ⽣ 瘡 。
1 2 和 劑 局 ⽅ ： 腎 存 風 毒 。
1 3 直 捐 友 ： 下 部 漏 瘡 。
1 4 備 急 ⽅ ： 深   結 核 。
1 5 衛 ⽣ 寶 鑑 ： 湯 ⽕ 飯 灼 。
1 6 煮 德 常 ⽅ ： ⾚ ⽩ 帶 下 。
1 7 . 蘇 頌 ： 治 ⼤ 風 癩 疾 。
1 8 衍 莪 ： 遍 身 風 疹 -
1 9 . 太 倉 公 ⽅ ： 治 齲 齒 風 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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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時 珍 ： 治 產 谈 路 風 。
2 1 . ⾦ 匱   略 ： 妊 娠   下 。

第 七 節   苦 參 之 ⽣ 藥 學 ⽂ 獻 考 察
關 於 资 參 之 ⽣ 藥 學 餅 究 ， 圾 早 ⾒ 於 盛 四 直 市 的 博 ⼠ 於   1 9 5 3 年 就 S o p h o r a e   a n g u s : i f o l i a

之 根 予 以 剖 檢 ， 並 繪 製 組 絨 圖 。
苦 參 之 成 分 ， 擴 頭 妮 災 博 ⼠ 常 ⽤ 中 藥 之 藥 理 ⼀ 書 捐 出 ， 主 要 含 有   a L k a l o i d s   及   E l a v o n o i d s

其 中 以   m a t r i n e - a l k a l o i d   爲 主 。 所 含 之 a l k a l o i d s   可 分 爲 下 列 三 型 ：
matrine # : d-matrine, d-oxymatrine, d-sophoranol, l-sophocarpine, l-sophoramine,
sparteine ! : l-amagyrine, l -bap t i fo l ine .

c y t i s i n e J! : 1-N-methyl c y t i s i n e .

至 於 所 含 之   f l a v o n o i d s 有 i s o a n h y d r o i c a r i t i n , n o r - a n h y d r o i c a r i t i n   i s o x a n t h o h u m o l

& xanthohumol c

第 八 節   苦 參 之 藥 理 學 ⽂ 獻 考 察
依 圾 近 女 蠍 ： 苦 參 煎 劑 在 試 管 中 ， ⾼ 濃 度 （ 1 : 1 0 0 ）   對 結 核 桿 菌 有 抑 制 作 ⽤ 。 煎 劑 （ . 8 % ） ， ⽔

浸 劑 （ 1 ： 3 ） 於 外 對 若 千 ⽪ 膚 眞 菌 有 不 同 程 度 之 抑 制 作 ⽤ 。 醇 浸 膏 在 體 外 尚 有 抗 滴 蟲 作 ⽤ ， 其 強
度 弱 於 ⿈ 連 ， ⽽ 接 近 蛇 床 ⼦ 。

M a t r i n e - a l k a o i d之 主 要 藥 理 作 ⽤ ， 依 ⽯ 坂 友 太 郎 氏 ® （ 1 9 0 3 ） 報 告 指 出 ： m a t r i n e 對 於
中 樞 神 經 系 具 麻 痺 的 作 ⽤ ， 先 ⼤ 腦 被 麻 痺 ， 漸 次 使 痙 璽 中 樞 興 引 起 強 度 痙 攣 ， 終 至 於 橫 膈 膜 及 呼 吸
進 動 神 經 末 稍 麻 戎 停 ⽌ 呼 吸 ⽽ 致 死 。 對 於 溫 ⾎ 動 物 ， 施 以 少 發 靜 脈 注 射 則 因 刺 微 延 隨 之 ⾎ 管 運 動 中 稱
， ⽽ 使 ⾎ 然 上 升 ， 派 撼 弛 緩 、 不 整 ， 但 瞬 間 即 可 恢 復 ︔ ⼤ 骨 時 則 因 ⾎ 管 運 動 中 樞 廠 痺 ， 致 使 ⾎ 壓 下 降
， 呼 吸 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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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實 驗 之 部
第 ⼀ 節   實 驗 材 料 之 製 備

察 灣 藜 蔗 （ V F R ） 根 莖 陰 乾 後 ， 研 成 粗 粉 ， 取 1 0 0 公 克 置 於 圓 底 燒 瓶 內 加 蒸 餾 ⽔ 2 公 升 ， 於 6 0 ° C
⽔ 浴 中 加 熱 1 2 ⼩ 時 ， 傾 出 上 清 液 ， 抽 取 直 至 上 清 液 無 ⾊ 爲 ⽌ 。 收 集 抽 出 液 ， 於 6 C C 減 壓 濃 縮 至 呈 黏
稠 狀 ， 再 分 散 於 蒸 發 ⽫ 中 ， 置 於 烘 箱 內 在 6 0 ° C 定 溫 下 烘 乾 ， 然 後 研 成 細 粉 。 1 0 0 公 克 ⽣ 藥 抽 得 4 5 公
克 粉 末 ， 抽 取 率 念 4 5 ％ 。 於 乾 燥 器 中 保 存 備 ⽤ ， 臨 ⽤ 時 取 出 粉 未 以 ⽣ 理 食 塩 ⽔ 溶 解 ， 離 ⼼ 取 其 上 清
液 ， 投 與 時 以 ⽣ 理 食 塩 ⽔ 稀 釋 至 適 當 濃 度 。
苦 參 （ S R ） 根 陰 乾 後 粗 切 ， 其 製 備 ⽅ 法 與 臺 灣 藜 蘆 相 同 ， 1 0 0 公 克 ⽣ 藥 抽 得 1 4 公 克 粉 末 ， 抽 取

率 為 1 4 ％ 。 臨 ⽤ 時 取 出 粉 未 以 ⽣ 理 食 塩 ⽔ 溶 解 ， 離 ⼼ 取 其 上 淸 液 ， 投 與 時 以 ⽣ 理 食 塩 ⽔ 稀 釋 至 適 當
婆 度 。
本 實 驗 所 使 ⽤ 之 動 物 ， ⼩ ⽩ 鼠 為   I C R 係   S w i s s   w e b e s t e r ， ⼤ ⽩ 鼠 為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第 ⼆ 節   實 驗 ⽅ 法
⼀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及 中 毒 現 象 之 觀 察
本 實 驗 使 ⽤ 儉 重 2 0 ~ 2 5   公 克 雄 性 ⼩ ⽩ 限 ， 依   L i t c h t i e 1 d   a n d   W 3 2 c o x o n ⽅ 法 ” ， 测 定 藥 物

由 腹 腔 及 尾 靜 脈 給 予 後 ， 臺 灣 藜 蘆 （ V F R ） 在 2 4 ⼩ 時 內 ︔ 苦 參 （ S R ） 在 7 2   ⼩ 時 內 ， 可 使 實 驗 動 物 ⼀ 半
死 亡 之 劑 量 及 9 5 % 可 信 限 ， 以 作 爲 以 下 各 實 驗 ⽤ 藥 劑 量 之 指 標 ， 並 觀 察 其 中 毒 症 狀 。

⼆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時 對 ⼀ 半 致 死 劑 量 之 影 響
本 寶 驗 使 ⽤ 體 重 2 0 ~ 2 5 公 克 之 雄 性 ⼩ ⽩ 鼠 ， 先 投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1 5 分 鐘 後 ， 再 由

腹 腔 及 尾 靜 脈 給 予 不 同 劑 量 之 臺 灣 藜 蘆 ， 依 上 述 ⽅ 法 ， 測 定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時 ， 在 2 4 ⼩ 時 內 ， 可 使
實 驗 動 物 ⼀ 半 死 亡 之 劑 量 及 其 9 5 % 可 信 限 。 並 觀 察 其 中 症 狀 。

三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對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時 間 及 導 致 死 亡 時 間 之 影 響
使 ⽤ 體 重 2 0 ~ 2 5 公 克 雄 性 ⼩ ⽩ 鼠 ， 先 投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 1 5 分 鐘 後 ， 再 給 予 臺 灣 藜 蘆

5 0 0 m g / k g   i . p . ， 記 錄 其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之 發 作 時 間 及 導 致 死 亡 之 時 間 ， 與 臺 灣 藜 單 獨 投 與 所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及 導 致 死 亡 之 時 間 爲 對 照 組 比 較 之 。

四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對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次 數 之 影 響
使 ⽤ 體 重 2 0 ~ 2 5 公 克 雄 性 ⼩ ⽩ 鼠 ， 苦 參   3 0 ， 6 0 m g / k g   與 臺 灣 藜 蘆   1 5 , 3 0 ， 4 5 m g / k g   分 別 同

時 併 ⽤ ， 由 尾 靜 脈 注 射 ， 測 定 其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之 次 數 ， 與 臺 灣 藜 盧 單 獨 投 與 所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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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數 作 為 對 照 組 比 較 之 。 .

五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時 對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運 動 量 之 測 定 是 使 ⽤ 「 動 物 選 動 量 測 定 裝 曜 」 （ M K - A n i m e x ） ， 以 體 重 約 2 0 公 克 雄 性 ⼩ ⽩ 鼠 ，

每 群 5 隻 ， 臺 灣 藜   1 5 ， 3 0 , 6 0 m g 》 k g ︔ 苦 參 6 0 ， 1 2 0 m g / k g 分 別 於 上 午 8 時 及 下 午 1 時 由 頸 部 ⽪
下 注 射 ， 投 藥 後 1 0 分 鐘 開 始 連 續 5   ⼩ 時 記 錄 觀 察 。 對 照 組 係 以 ⽣ 理 食 塩 ⽔ 作 ⽪ 下 注 射 。
又 苦 參   1 2 0 m g / k g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於 上 午 8 時 同 時 ⽪ 下 注 射 ， 投 藥 後 1 0 分 鐘 開 始 連 續   5

⼩ 時 記 錄 觀 察 ， ⽽ 檢 討 其 對 運 動 最 之 影 響 。

六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對 改 變 腦 内 單 胺 系 統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本 項 實 驗 所 使 ⽤ 於 改 變 腦 內 單 胺 系 統 之 物 質 的 劑 量 及 時 間 分 別 為 ： D L -   a   - M e t h y 1 - p - t y r o s i n e

methylester (a-MT) 100mg/kg i .p . , 2 / N A I F • Dexamphetamine sulfate (a-AMPH)
0. 5mg/kg* S . C . ， 同 時 投 與 。 5 - H y d r o x y - L - t r y p t o p h a n   （ 5 - H T P ） 5 0 m g / k g   i . P ． ， 同 時 給 予
• DI-P-Chlorophenylalanine （ P C P A ） 2 0 0 m g / k g   i . P • ， （ 溶 於 0 . 5 % C M C ） ， 2 4   ⼩ 時 前
處 置 。   P a r g y l i n e   h y d r o c h l o r i d e   5 0 m g / k g   i . p . ， 1 ⼩ 時 前 處 。 R e s e r p i n e   5 m g / k g   i . P •
（ 以 少 許 醋 酸 助 溶 ） ， 2 0 ⼩ 時 前 處 置 。 以 上 物 質 之 配 製 ， 除 特 別 註 明 外 ， 皆 溶 解 於 ⽣ 理 食 塩 ⽔ 。
臺 灣 藜 蘭   3 0 m g / k g   S . C .   單 獨 給 予 ， 及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投 與 （ S . C . ）

， 和 上 述 物 實 分 別 併 ⽤ ， 依 前 述 （ ⽅ 法 五 ） 測 定 其 ⾃ 發 運 動 量 。

七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對 ⼤ ⽩ 鼠 腦 內 單 胺 濃 度 之 影 響
本 項 實 驗 使 ⽤ 體 重   2 5 0 - 2 6 0   公 克 雄 性 ⼤ ⽩ 鼠 ， 每 組 6 隻 。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S . C .   苦 參

1 . 2 0 m g / k g   s . C .   各 別 投 與 ， 及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 S . C . ） ， 各 別 在 上
午 ⼗ 點 至 ⼗ 點 半 間 ⽪ 下 注 射 ， 注 射 後 3 0 分 鐘 及 4 ⼩ 時 ， 斷 頭 ， 取 出 全 腦 ， 將 此 腦 組 織 在 冰 粒 中 保 持
冷 凍 ， 使 ⽤   h o m o g e n i z e r   研 勻 之 。 單 胺 及 其 代 謝 物 之 濃 度 係 使 ⽤ ⾼ 速 液 態 層 析 儀   （ H P L C   M o d e l
4 4 0   w a t e r s ） 檢 出 器   U . v .   2 8 0 g m ： U - B o n d a p a r k   p h e n y 1   c o l u m m ） 測 定 之 。 4 分 離 溶 出 物 ⾯ 積
係 使 ⽤   D a t a   M o d e l   7 3 0 型 記 錄 之 。

第 三 節 實 驗 結 果

⼀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及 中 毒 症 狀 之 觀 察
⼩ ⽩ 鼠 經 腹 腔 及 尾 靜 脈 注 射 ， 給 藥 後 測 定 臺 灣 藜   （ V F R ） 在 2 4 ⼩ 時 內 ， 苦 參 （ S R ） . 在 7 2 ⼩ 時 內

， 使 實 驗 動 物 ⼀ 半 死 亡 之 劑 量 （ L D 5 0 ） 及 其 9 5 % 可 信 限 如 表 1 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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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D50 and 95% confidence limits of VFR and SR in mice.

Drugs Route LDSO (95% confidence limits)

VFR
1.p. 325mg/kg (276.0-382.01

1 .v. 100mg/kg (62.0-161.31

SR
i. p. 1,200mg/kg

i.v. 600mg/kg

(744.0-1,935.51

(486-741)

中 賽 症 狀 之 觀 察
⼩ ⽩ 鼠 由 腹 腔 及 尾 靜 脈 注 射 登 灣 藜 後 ， 活 動 性 減 低 ， 及 產 ⽣ 作 嘔 症 狀 （ r e t c h i n g   m o v e m e n t ）

⼀ — 即 以 ⼩ ⽩ 鼠 嘴 張 開 ， 嘴 部 向 下 ， 頸 部 向 上 突 之 動 作 ， 及 吐 出 粘 液 爲 指 標 ， 如 問 1 所 ⽰ 。 以 尾 靜 哌
注 射 時 初 期 可 ⾒ ⼩ ⽩ 鼠 有 較 明 顯 之 頭 部 震 現 象 ， 且 有 的 呈 現 暫 時 性 的 休 克 。 ⼤ 劑 量 時 ， 呼 吸 困 難 、
發 紺 ， 最 後 死 亡 。
（ 1 ） ⼩ ⽩ 鼠 由 腹 腔 及 尾 靜 脈 注 射 苦 參 後 ， 活 動 性 減 低 ， 脾 距 於 ⼀ 隅 ， 最 後 抑 常 ⽽ 死 。 尾 靜 脈 注 ⼤

劑 量 時 ， 可 ⾒ 嘴 巴 張 開 ， 噴 出 泡 沫 的 現 象 。

Fig . 1. The r e t c h i n g movement syndrome induced by VFR in the mouse.

⼆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時 對 ⼀ 半 致 死 劑 量 之 影 響
如 圖   2 所 ⽰ ， ⼩ ⽩ 鼠 先 投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1 5 分 鐘 後 ， 再 由 腹 腔 及 尾 靜 脈 給 予 臺 灣 藜 蘆 ，

在 2 4 ⼩ 時 內 可 使 實 驗 動 物 ⼀ 半 死 亡 之 劑 量 及 9 5 % 可 信 限 降 低 。 其 中 毒 症 狀 無 顯 著 現 象 產 ⽣ ， 唯 作 嘔
症 狀 之 發 作 有 增 強 之 現 象 。

三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時 對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時 間 及 遵 致 死 亡 時 間 之 影 響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1 5   分 鐘 後 ， 再 給 予 臺 灣 藜 *   5 0 0 m g / k g   S . C . 。 如 表 2 所 ⽰ ， 臺 灣 藜 蘆

單 獨 投 與 所 引 起 之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時 間 及 導 致 死 亡 時 間 ， 由 於 與 苦 參 作 ⽤ ⽽ 呈 現 顯 著 縮 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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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influence of SR on the LDSO Of VR. All mice were treated with SR
120g/kg S.C. 15 minutes before administrating VER. Vertical bars re-
present the LD50 and 95% confidence limits.

Table. 2. The influences of SR on the onset of retching macement and the time of
fatality of VFR in mice.

Mice were treated with SR 120mg/kg S.C. 15 minutes before administrating VFR
500mg/kg S.C. ***P<0.001 compared with VFR 500mg/kg s.c.

四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對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次 數 之 影 響
臺 灣 藜 瀟 靜 脈 注 射 所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之 次 數 ， 隨 劑 量 之 增 加 ⽽ 增 加 ， 以 給 藥 後 5 分 鐘 內 發 作 之

次 數 最 多 ， 其 消 失 之 時 間 亦 隨 劑 量 之 不 同 有 所 差 別 ： 1 5 m g / k g   於 1 0 分 鐘 後 消 失 ， 3 0 m g / k g   於
2 0 分 鐘 後 消 失 ， 4 5 m g / k g 可 延 長 至 2 5 分 鐘 ， 如 圓 3 所 ⽰ 。
苦 參   6 0 m g / k g   分 別 與 臺 灣 藜 蘆   1 5 . 3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 i • v • ） ， 對 臺 灣 藜 蘆 所 引 起 作 唱 症 狀

發 作 之 次 數 有 增 加 作 ⽤ ， 尤 以 與 臺 灣 藜 蘆   1 5 m g / k g   同 時 併 ⽤ 較 為 顯 著 ， 於 前 5 分 鐘 就 有 增 加 作 ⽤ ， 並 可
延 長 至 1 5   分 鐘 。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只 在 第 1 0 及   1 5   分 鐘 有   加 現 象 。 苦 參   3 0 m g / k g
與 臺 灣 藜 衞   1 5 m g / k g   及 苦 參   6 0 m g / k g   與 臺 灣 藜 矗   4 5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1 • v . ） ， 苦 參 對 臺 灣 藜
蘆 所 引 出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之 次 數 並 無 影 醬 ， 如 圖 4 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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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時 對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如 磁   5 所 ⽰ ， 臺 灣 藜 謝   1 5 m g / k g   s . c . 單 獨 投 與 之 ⾃ 發 運 動 量 初 期 無 變 化 ， 於 2 4 0 及   3 0 0   分 銷 時

是 現 增 ⾼ 之 傾 向 。 3 0 m g / k g   S . C . 於 6 0 分 鐘 時 之 運 動 量 有 減 少 現 象 ， 於 2 4 0 、 3 0 0 分 鐘 時 ， 有 增 加 之
傾 向 。 6 0 m g / k a s . C . ⾃ 發 運 動 批 數 於 6 0 分 鐘 時 有 更 減 低 之 傾 向 ， 於 2 4 0 及 3 0 0 分 鐘 時 孕 現 更 肌 将
之 運 動 量 坶 加 。
如 圖 6 所 ⽰ ， 苦 參 6 0 ， 1 2 0 m g / k g   s . c . 單 獨 投 與 之 ⾃ 發 運 動 量 僅 於 6 0 分 鐘 時 有 減 少 之 傾 向 ，

其 他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之 ， 在 統 計 上 無 顆 薯 之 意 義 。
如 圖 7 所 ⽰ ， 蔡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s . c .   單 獨 組 於 6 0   分 鐘 時 所 呈 現 之 運 動 量 減 少 現 象 ， 由 於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併 ⽤ ⽽ 呈 現 統 計 學 上 有 意 義 之 減 少 ， 且 其 單 獨 組 於 2 4 0 分 鐘 所 呈 現 之 運 動 量 增 加
現 象 ， 亦 由 於 苦 參   1 2 0 m g / k g 併 ⽤ ⽽ 呈 現 統 計 學 上 有 意 義 之 加 。

六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對 改 變 腦 內 單 胺 系 統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由 使 ⽤   A n i m e x 裝 價 ， 臺 灣 藜 藏 與 苦 參 併 ⽤ ， 對 改 Ç 腦 內 單 胺 系 統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醬

， 其 結 果 如 表 3 ⽰ 。
1 . 由 a - m e t h y l - p - t y r o s i n e   （ a - M T ）   所 引 起 之 運 動 最 ， 當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q   s . c . ︔ 及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和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S . C . ） ， 不 受 影 響 。

2000 - - • -   S a l i n e   ( n = 8 )
-D- vEg 15mg/kg s.c. (n=5)

-O- VER 30rg/Ku S.C. (r=5)
-A- VFR 50ng/x9 $-C.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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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ffect of VFS on t h e locomotor activity in m i c e . Vertical bars respre-sent means+S.E. *p/.0.005, **p<0.01;***p<0.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t sa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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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ffect of SR on the locomotor activity in mice. Vertical bars represent
meansts.E. **P<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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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The influence of SR on the locomotor activity, induced by VFR i n mice.
Vertical bars represent the meansts.E. *P<0.05 compared with VFR group
at the sa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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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d e x a m p h e t a m i n e （ d - A M P H ） 所 引 起 之 運 動 量 ， 當 與 臺 灣 藜   3 0 m g / k g   S . c . 併 ⽤ 時 不 受 影 選
， 但 當 臺 灣 藜 蘆   3 0 n g / k g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S . C . ） ， 則 d - A M P H 所 引 起 之 運 動 量 被 抑 制
。

3 .   由   5 - B y a r o x y t r y p t o p h a n   （ 5 - H T P ） 所 引 起 之 運 動 量 ， 當 與 臺 灣 藜   3 0 m g / k g   S . C . 併 ⽤ 時
不 受 影 經 ， 但 當 與 臺 灣 藜 煮   3 0 m g / k g   和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則 S - H T P 之 運 動 最 被 抑 制 。

4 .   由   p - C h l o r o p h e n y l a l a n i n e （ P C P A ） 所 引 起 之 運 動 骨 ， 與 豪 灣 藜 併 ⽤ 時 ， 則 P C P A   之 動
量 被 抑 制 。 當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和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S . C . ） ， P C P A 之 運 動 量 更 顯 著 的
被 抑 制 。

5   由   p a r g y l i n e   所 引 起 之 運 動 量 ，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s . c . 併 ⽤ 時 ， p a r g y l i n e   之 運 動 量
被 抑 制 。 當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和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S . C . ） ． p a r g y 1 i n e 之 運 動 量 更 顯
著 的 被 抑 制 。 （ 1 2 0 分 鐘 時 ， p a r g y 1 i n e   單 獨 組 運 動 量 念   7 4 4 . 2 + 1 2 3 . 3 6 ， P a r g y l i n e + V E R   運
動 量 爲   3 7 4 . 6 ‡ 9 9 . 3 6   P < 0 . 5 , p a r g y l i n e + V P R + S R   運 動 量 為   6 2 . 4 1 4 . 6 5   P < 0 . 0 0 1 ） 。

6 .   由   r e s e r p i n e   所 引 起 之 運 動 量 ， 與 臺 灣 藜 蔗   3 0 m g / k g   s . C . 併 ⽤ 時 ， r e s e r p i n e   之 運 動 骨
不 受 影 響 ， 但 當 與   V F R   3 0 m g / k g 和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S . C . ） ， 則   r e s e r p i n e   之 運 動 量
被 抑 制 。

七 、 苦 參 與 藜 蘆 併 ⽤ 對 ⼤ ⽩ 鼠 腦 內 單 胺 之 影 響
如 圖 8 所 ⽰ ， 臺 灣 藜   3 0 m g / k g   s . C . ，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於 投 藥 後 3 0 分 鐘 ， 對 於 ⼤ ⽩ 鼠

腦 內   D o p a m i n e   （ D A ） ， S e r o t o n i n （ 5 - H T ） ， N o n e p i n e p h r i n e （ N A ）   濃 度 無 變 化 。 但 可 使 D A   之 代
謝 物   H o m o v a n i l l i c   a c i d   （ H A V ） ， 及 5 - H T   之 代 謝 物 .   5 - H y d r o x y i n d o l e a c e t i c   a c i d （ 5 - H I A A ）

濃 度 呈 現 顯 著 之 坶 加 。 當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合 併 給 藥 時   （ S . C . ） ， 其 對 D A ，
5 - H T , N A   濃 度 亦 無 影 響 ， 但 可 使   H V A , 5 - H I A A   的 濃 度 呈 現 顯 著 之 增 加 。
如 圖 9 所 ⽰ ，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s . C .   ，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於 投 藥 後 4 ⼩ 時 ， 對 ⼤ ⽩ 鼠 腦 內

D A , N A , H V A ,   5 - H I A A   的 濃 度 無 雙 化 ， 但 可 使 5 - H T   的 濃 度 減 低 。 當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同 時 併 ⽤ 時 （ S . c . ） 對 D A , N A ,   H V A , S - H I A A 的 濃 度 亦 無 影 響 ， 5 - H T   的 濃 度 雕 有 減 少
現 象 ， 但 與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s . c .   單 獨 組 比 較 並 無 統 計 學 上 的 意 義 。

⼀ 1 0 4 —



Table. 3. Effect of various drugs on the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VFR and
SR+VFR in mice.

Treatment NO. of
group

Ihr activity
(meants.E.) Probability*

a -MT (control) 5 623+150.36
a -MT+VFR 5 2 7 1 . 8 + 7 2 . 9 3 N.S.

a -MT+SR+VFR 5 309.4+30.07 N.S.

a-AMPH (control) 5 1815+192.6
d-AMPH+VFR 1392.81100.18 N.S.

d-AMPH+SR+VFR 5 955.4$148.12 P< 0.05

5-HTP (control) 5 877÷78.63
5-HTP+VFR 5 585.4104.46 N.S.
5-HTP+SR+VFR 5 457.4+32.34 P< 0.01

PCPA (control) 5 2739÷247.75
PCPA+VFR 5. 1727.6+269.93 P<0.05
PCPA+SR+VFR 5 547.4+37.63 P<0.01

pargyline (control) 5 1 0 5 4 . 6 + 2 5 5 . 5 9
pargyline+VFR 5 308÷72.43 P <0.05
pargyline+SR+VFR 5 269+51.75 P<0.05

reserpine (control) 5 1350$200.32
reserpine+VFR 5 628-6+117:27 N.S.

reserpine+SR+VFR 5 4 0 5 . 4 ‡ 7 1 . 8 6 P<0.05

†Different groups of mice were pretréated (or simultaneously treated) with
drugs, then they received e i t h e r VER 30mg/kg S.C. or VFR 30mg/kg S.C. +SR 120mg/
kg S . C . . The drugs were: a-MT (100mg/kg i . p . , 2hr b e f o r e ) , d-AMPH (0.5mg/kg
S.C., simultaneously), 5-HTP (50mg/kg i . p . , simultaneously), PCPA (200mg/kg
i . p . . 24hr before), Pargyline (50mg/kg S . c . , Ihr before), reserpine (5mg/kg
1 . p . , 20hr be fo re ) .

'Probability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students' "t"-test. The statistic
s i g n i fi c a n c e (P) i s shown t h a t each drug combined wi th VER or VR+SR was com-

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of each drug, respec t ive ly.
N.S. deno tes " n o n - s i g n i fi c a n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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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0.05.

* * * : P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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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m o v a l l i n i c a c i d 5-Hydroxyindoleac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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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Effects of VFR, SR, and VFR+SR on whole brain monoamine levels of rats.
Rats were decapitated 30 minute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VER, SR alone

Each bar represents the. meants.E. of each group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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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Effects of VFR, SR and VER+SR on whole brain monoamine levels of rats.
Rats were decapitated 4 hours after administration o f VFR, SR alone or
monoamines or i t s metabolites (control group is considered as 100%).
Tach bar represents the meants.E. of each group (n=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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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討 論
本 研 究 乃 就 豪 灣 所 產 之 藜 蔬 與 苦 參 ⼆ 藥 材 ， 運 ⽤ 藥 理 學 ⽅ 法 ， 以 聞 明 其 對 於 中 樞 神 經 采 統 相 互 作

⽤ 之 機 。 ⾸ 先 测 定 對 ⼩ ⽩ 鼠 之 ⼀ 半 致 死 劑 量 ， 臺 灣 藜 蘆 與 苦 參 係 使 ⽤ 乾 燥 之 ⽔ 粗 抽 取 物 ， 臨 ⽤ 時 以
⽣ 理 食 塩 ⽔ 配 製 ， 經 離 ⼼ ， 僅 取 上 清 液 部 分 供 實 驗 。 若 不 計 溶 解 問 題 ， 依 原 ⽣ 藥 重 量 及 粗 抽 出 物 重 量

之 比 例 ， 將   L D 5 O 之 劑 骨 換 算 成 相 當 原 ⽣ 藥 之 重 量 ， 則 臺 灣 藜 贏 腹 腔 給 藥 及 尾 靜 脈 給 藥 之 L D 5 0 分 別
. 為   7 2 2 . 2 m g / k g 及   3 2 2 m g / k g 。 ⽽ 苦 參 腹 腔 給 藥 及 尾 靜 脈 給 藥 之   L D 5 0 ， 分 別 為 8 . 5 7 g m / k g   及
4 . 2 8 g m / k g   。 ⼩ 上 可 知 豪 灣 藜 商 之 性 極 強 ， ⽽ 苦 參 之 性 較 爲 緩 和 。
⼩ ⽩ 鼠 先 投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 此 爲 苦 參 腹 腔 給 藥   L D S O 的 ⼗ 分 之 ⼀ 劑 量 ） ， 1 5 分 鐘 後

再 給 予 豪 灣 蔾 ， 則 苦 參 可 以 顯 著 的 使 臺 灣 藜 蔗 腹 腔 給 藥 之 L D 5 0   降 低 ， 然 對 臺 灣 藜 蘆 尾 靜 脈 給 藥 之
L D 5 0   影 響 較 ⼩ ︔ ⼆ 者   L D 5 0   之 9 5 % 可 限 上 下 限 有 互 相 重 學 之 情 形 ， 此 可 能 因 臺 灣 藜 蘆 靜 脈 給 藥
時 ， 作 ⽤ 相 當 快 以 致 不 易 顯 出 。
在 中 森 症 狀 之 觀 察 ， 當 臺 灣 藜 以 尾 靜 脈 注 射 時 ， 有 些 ⼩ ⽩ 鼠 會 有 短 暫 性 休 克 出 現 ， 此 可 能 與 注

射 之 速 度 ， 及 發 灣 藜 薩 本 身 具 強 降 壓 作 ⽤ 有 關 的 。 又 ⼩ ⽩ 鼠 給 予 臺 灣 藜 會 有 流 涎 的 情 形 發 ⽣ ， 偶 ⽽
有 左 右 擺 頭 的 症 狀 ︔ 當 尾 靜 脈 注 射 ⼤ 劑 量 時 有 的 初 期 會 有 頭 部 震 顫 的 症 狀 出 現 ， 這 種 症 狀 與   s e r o -
t o n i n   5 是 否 有 某 櫃 程 度 的 關 係 ， 有 待 進 ⼀ 步 求 證 。
⼩ ⽩ 鼠 先 投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 1 5 分 鐘 後 再 給 予 ⾼ 劑 量 之 豪 灣 藜 蘆 5 0 0 m g / k g   s . c . ，

則 來 灣 藜 煮 所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及 導 致 死 亡 之 時 間 ， 呈 现 顯 縮 短 現 象 。 由 以 上 結 果 顯 ⽰ 臺 灣 藜 及
苦 參 之 間 有 相 互 作 ⽤ 的 存 在 ， 且 苦 參 可 以 加 強 臺   藜 蘆 的 毒 性 。
又 於 中 毒 症 狀 之 觀 察 時 ， 發 現 苦 參 對 臺 灣 藜 之 作 嘔 症 狀 有 加 強 作 ⽤ 。 以 作 嘔 症 狀 爲 指 標 ⼀ ⼀ 即 ⼩

⽩ 鼠 嘴 巴 向 下 ， 頸 部 向 上 突 ， 及 嘴 巴 往 前 張 開 ， 計 數 其 ⾃ 給 藥 後 開 始 發 作 至 消 失 時 總 共 發 ⽣ 的 次 數 。
當 豪 灣 藜 蘆 分 別 投 與   1 5 ， 3 0 , 4 5 m g / k g   i • v . 時 ，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次 數 隨 著 劑 量 增 ⾼ ⽽ 增 加 。 苦 參 與 .
臺 灣 藜 合 併 使 ⽤ 時 由 尾 靜 脈 給 藥 ， 苦 參 可 以 增 加 臺 灣 藜 單 獨 組 之 發 作 次 數 ， 其 中 以 苦 參 6 0 m g / k g

嘉 灣 藜   1 5 m g / k g   合 併 使 ⽤ 的 加 作 ⽤ 最 顯 著 ， 苦 參   6 0 m g / k g   亦 可 以 使 臺 灣 藜 蘆   3 0 m g / k g   的
發 作 次 數 增 加 。 但 苦 參   3 0 m g / k g   與 臺 灣 藜 蔗   1 5 m g / k g   及 苦 參   6 0 m g / k g   與 臺 灣 藜 蘆   4 5 m g / k g   併
⽤ 並 無 加 強 作 ⽤ 。 故 苦 參 與 臺 灣 藜 蘆 併 ⽤ 所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發 作 次 數 之 增 加 作 ⽤ ， 可 能 與 ⼆ 者 劑 量 比 有
關 。

5 2 5 9 5 8 )
藜 . ⽣ 物 鹼 所 引 起 的 嘔 吐 作 ⽤ ， 被 認 為 是 經 由   n o d o s e   g a n g l i o n （ 或 其 附 近 ） 反 射 ⽽ 造 成 的 ，

與   a p o m i o r p h i n e 之 作 ⽤ 於   d o p a m i n e   r e c e p t o r   者 有 所 不 同 6 0 。 它 雖 不 能 被   a t r o p i n e , d i m e n h y -
drinate (61), Il phenothiazine derivatives 6 2 所 拮 抗 ， 但 v e r i l o i d   對 於 狗 所 引 起 嘔 吐 的 ‘
E D 5 O 却 能 被   R a u w 1 1 o 2 d   所 提 ⾼ 6 。 R a c w i 1 o i a   係 由   R a n c o ! f i a   S e r p e n l   i n a   抽 出 的 f a t -
s o l u b l e   f r a c t i o n • 其 作 ⽤ 與   r e s e r p i n e   相 似 ， 亦 具 降 壓 作 ⽤ 。 R a u w o l f i a   s e r p a n t i n a   所 含
的 ⽣ 物 鹼 能 使 腦 中 存 的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及   s e r o t o n i n   排 空 ， 當 腦 中 單 胺 排 空 時 ， 能 提 ⾼ 藜 蘆 ⽣
物 鹼 致 嘔 的   E D 5 0 ， 是 故 腦 中 單 胺 系 統 與 藜 薩 ⽣ 物 鹼 的 嘔 作 ⽤ 可 能 有 關 ， 此 關 係 有 待 進 ⼀ 步 加 以 探
討 。 苦 參 所 含 最 主 要 的 ⽣ 物 鹼 爲 m a t r i n e ， 其 對 於 中 樞 神 經 具 有 戰 痺 作 ⽤ ， 然 無 致 嘔 之 作 ⽤ 的 1 。 本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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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在 中 症 狀 觀 察 時 ， 發 現 苦 參 於 ⾼ 劑 量 下 能 使 ⼩ ⽩ 鼠 嘴 巴 往 前 張 開 ， 甚 至 有 流 誕 的 情 形 ， 惟 並 無 臺
灣 藜 那 樣 明 顯 的 作 嘔 症 狀 ， 此 症 狀 或 爲   m a t r i n e   以 外 之 成 分 所 造 成 。 苦 參 能 加 強 臺 灣 藜 對 於 腦
內 單 胺 系 統 之 作 ⽤ ， 因 此 其 對 於 作 嘔 症 狀 之 增 強 作 ⽤ ， 可 能 與 此 因 素 有 關 係 。
藜 蘆 ⽣ 物 鹼 中 ， 其   t e r t i a r y   a l k a m i n e s   如 c e v i n e ,   v e r a c e v i n e , g e r m i n e   會 有 反 射 興 奮

性 增 加 現 象 ， 如 使 動 物 有 助 躍 的 情 形 發 ⽣ ︔ ⽽ 其 s e c u n d a r y   a m i n e   v e r a t r a m i n e   及 其   q l y c o s i d e
v e r a t r o s i n e   則 會 有 產 ⽣ 震 及 痙 攣 ， 此 作 ⽤ 可 被   m e p h e n e s i n 及 e t h e r   對 抗 掉 。 其 e s t e r   a l k -
a l o i d 如 p r o t o v e r a t r i n e   A   a n d   B ,   v e r a t r i d i n e , g e r m i t e t r i n e   B   等 會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 對 於
中 樞 無 興 奮 之 作 ⽤ 。 臺 灣 藜 蘆 對 於 ⼩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 於 6 0   分 鐘 時 ， 1 5 m g / k g   s . c . 無 影 醬 ，
⽽ 3 0 ， 6 0 m g / k g   有 作 嘔 症 狀 出 現 ， 且 呈 抑 制 作 ⽤ ， 此 抑 制 作 ⽤ 被 認 為 非 眞 正 的 抑 制 作 ⽤ ， 乃 是 由 於
藜 蘆 ⽣ 物 鹼 對 ⼼ 碳 — — 呼 吸 及 週 邊 骨 絡 肌 作 ⽤ 的 結 果 的 。 然 ⽽ 臺 灣 藜 薩 給 梨 後 . 3 0 分 鐘 對 於 ⼤ ⽩ 鼠 腦
內 D A   的 代 謝 物   H V A ， 及 5 - H T   的 代 謝 物   5 - H I A A   有 顯 著 的 加 現 象 ， 因 此 臺 灣 藜 蘆 3 0 ， 6 0 m g / k g
S . C .   於 6 0 分 鐘 的 抑 制 作 ⽤ 似 可 能 與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有 關 ︔ 又 臺 灣 藜 蕭   1 5 ， 3 0 ， 6 0 m g / k g   各 別 於
2 4 0 ， 3 0 0   分 鐘 時 ， ⼩ ⽩ 鼠 ⾃ 發 運 動 量 有 上 升 現 象 ， 且 其 對 ⼤ ⽩ 鼠 腦 內 單 胺 之 測 定 於 2 4 0 分 鐘 時 顯 ⽰
5 - H T   有 減 少 之 情 形 ， 故 此 運 動 量 之 上 升 亦 可 能 與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有 關 。 苦 參 1 2 0 m g / k g   與 臺 灣 藜 蘆
30mg/kg 同 時 併 ⽤ 時 ， ⽪ 下 注 射 ， 其 運 動 量 比 臺 灣 藜 蘆 單 獨 組 於 6 0 分 鐘 時 之 加 現 像 呈 現 更 有 意
義 之 增 加 ︔ 且 腦 內 單 胺 濃 度 之 測 定 結 果 顯 ⽰ 於 3 0 分 鐘 時 苦 參 1 2 0 m g / k g   s . C .   可 以 加 強 臺 灣 藜 蘆
30mg/kg S . C . 使   H V A , 5 - H I A A   濃 度 增 加 的 情 形 。
藜 蘆 ⽣ 物 鹼 可 以 使 易 興 奮 細 胞 的 興 奮 性 增 加 ， 延 長 其   n e g a t i v e   a f t e r - p o t e n t i a l ， ⽽ 使 細 胞

膜 再 興 奮 ， 單 ⼀ 刺 激 時 造 成   r e p e t i t i v e   d i s c h a r g e 。 此 乃 因 藜 ⽣ 物 鹼 可 增 加 膜 對 鈉 的 通 透 性 ，
⽽ 造 成 去 極 化 作 ⽤ ® 2 5 0 6 ⽇ 。 藜 蘆 ⽣ 物 鹼 對 神 經 的 去 極 化 作 ⽤ ， 可 使 各 種 神 經 傳 達 物 質 釋 出 6 8 0 。 第 ⼀
個 被 證 實 的 是   v e r a t r i d i n e , p r o t o v e r a t r i n e   可 使 經 切 斷 迷 ⾛ 神 經 的 腎 上 腺 髓 質 及 阿 託 品 處 理 過
的 狗 ， 增 加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之 釋 放 ， 因 此 在 ⼤ 劑 量 下 可 造 成 ⾎ 壓 上 升 6 2 5 4 。   v e r a t r i d i n e   可 使

s t r i a t a l s y n a p t o s o m e s 之   e n d o g e n o u s ,   e x o g e n o u s 之   d o p a m i n e 釋 出 ， 此 作 ⽤ 可 由   s u p e r -

E u s i n g   E L u i d 中 移 去 C a * 3 ， ⽽ 部 分 被 抑 制 6 M 6 8 。 H y p o t h a l a m u s   所 製 備 之 s y n a p t o s o m e   可 因 v e r a -
t r i d i n e   之 作 ⽤ ， ⽽ 婚 強 n o r a d r e n a l i n e , 5 - h y a r o x y t r y p t a m i n e 之 釋 出 ， 此 作 ⽤ 也 需 要 C a t ︖
的 存 在 ® 8 7 ， 另 外 尚 可 使 多 櫃 神 經 傳 達 物 質 釋 出 。 本 實 驗 對 於 ⼤ ⽩ 鼠 腦 內 單 胺 之 測 定 ， 3 0 分 鐘 時 對
D A , N A , 5 - H T   之 濃 度 無 影 響 ， 但 卻 可 使 D A   之 代 謝 物   H V A , 5 - H T   之 代 謝 物   5 - H I A A   增 加 ， 於 4
⼩ 時 可 使   5 - H T   之 濃 度 減 少 ， 此 結 果 顯 ⽰ 臺 灣 藜 蘆 可 能 具 有 使 神 經 細 胞 膜 去 極 化 作 ⽤ ⽽ 使 神 經 傳 達 物
質 釋 出 。 至 於 苦 參 也 有 相 同 之 情 形 ， 其 可 能 之 原 因 有 待 進 ⼀ 步 證 明 。 ⽽ 此 作 ⽤ 當 ⼆ 者 合 併 使 ⽤ 時 呈 現
加 強 現 象 。

a   - m e t h y 1 - p - t y r o s i n e   （ a   - M T ） ：   係   t y r o s i n e   h y d r o x y l a s e   抑 制 劑 ， 能 阻 斷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之 合 成 ， ⽽ 使 ⼩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6 9 。 d e x a m p h e t a m i n e 保 释 放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6 9 7 0 ⽽ 使 ⾃
發 運 動 量 加 。 此 ⼆ 者 與 臺 灣 藜 蘆 併 ⽤ 時 ， 運 動 量 雖 有 被 抑 制 的 傾 向 ， 但 統 計 上 無 意 義 ， 顆 ⽰ 臺 灣 藜
蘆 對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系 統 影 響 不 ⼤ 。 但 當 與 臺 灣 藜 蘆 及 苦 參 同 時 合 併 使 ⽤ 時 ， 雖 然 對 Q - M T   之 運 動
童 無 影 響 （ 可 能 是   a - M T   本 身 運 動 量 太 低 之 緣 故 ） ， 但 卻 能 抑 制   d e x a m p h e t a m i n e   之 運 動 量 ， 此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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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 參 能 加 強 4 游 藜 蘆 對 抗   c a t c h o l a m i n e   之 作 ⽤ 。
將 內   s e r o t o n i n i   與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之 間 存 在 某 種 關 係 ， s e r o t o n i n   可 以 影 響 c a t e c h o l -

a n i n e   的 各 和 ⾏ 為 印 ） ， 常 投 與   p - c h l o r o p h e n y l a l a n i n e   （ P C P A ） - ⼀ 為   t r y p t o p h a n   h y d r o x y l a s e

抑 制 劑 ， 使 商 內 5 - H T   ⽔ 平 降 低 『 2 ， 反 可 引 起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a r o u s a l   ⽽ 使 ⾃ 發 運 動 培 加 『 3 1 7 4 / 5 ，
⽽ 此 和 作 ⽤ 可 因 投 與   5 - H T 或 5 - H T   之 前 脂 物 質   5 - h y a r o x t r y p t o p h a n   （ 5 - H T P ） 所 反 轉 。 臺 灣 藜 蘆
可 以 對 抗 因   P C P A   所 造 成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a r o u s a 之 運 動 ⾶ 坶 加 ， 且 此 種 作 ⽤ 可 因 臺 灣 藜 藏 與 苦 參
併 ⽤ ⽽ 使 運 動 量 更 降 低 。 臺 灣 藜 可 以 增 強 因 投 與 5 - H T   前 驟 物 質   5 - H T P 所 引 起 運 動 量 減 少 的 作 ⽤ ，
且 此 作 ⽤ 可 因 豪 灣 菜 與 苦 參 同 時 合 併 使 ⽤ ， ⽽ 使 運 動 量 更 爲 減 少 。
許 多 報 告 指 出   M A O 抑 制 劑 能 加 強   a m p h e t a m 1 n e   運 動 量 增 加 的 作 ⽤ 『 ， 然 ⽽   p a r g y L i n e   於 1 ⼩

時 前 處 隆 ， 可 使 腦 內   5 - H T 的 量 顯 著 上 升 ， 對 D A ， N A   的 盘 無 影 響 ， 以 致 使 運 動 量 下 降 “ 。 臺 灣 藜 迷
對   p a r g y l i n e   的 運 動 最 有 抑 制 作 ⽤ ， 顯 ⽰ 其 能 加 強 p a r g y l i n e   因   5 - H T   含 量 增 ⾼ 所 導 致 的 運 動
量 下 降 。 當 苦 參 與 豪 灣 藜 同 時 合 併 使 ⽤ 時 ， 能 使 運 動 量 更 為 降 低 ， 此 顯 ⽰ 苦 參 可 以 加 強 臺 灣 藜 對
5 - H T   的 作 ⽤ 。

r e s e r p i n e 可 使 腦 內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及   5 - H T 排 空 ， ⽽ 產 ⽣ 抑 制 作 ⽤ ， 與 臺 灣 藜 合 併 使 ⽤
時 ， 雖 能 使   r e s e r p i n e   之 運 動 量 降 低 ， 但 統 談 上 並 無 意 義 。 但 當 苦 參 與 臺 灣 藜 蘭 同 時 合 併 使 ⽤ 時 ，
可 使 運 動 最 顯 的 下 降 ， 顯 ⽰ 苦 參 與 臺 灣 藜 同 時 合 併 使 ⽤ 時 ， 可 以 加 強   r e s e r p i n e   使 腦 內 單 胺 排
空 ⽽ 產 ⽣ 的 抑 制 作 ⽤ 。
綜 合 上 述 ， 臺 灣 藜 蘆 單 獨 投 與 可 以 使 由 P C P A ， P a r g y l i n e   所 引 起 的 運 動 量 呈 現 下 降 ︔ 臺 灣 藜 蘆

與 苦 參 同 時 併 ⽤ ， 可 以 使 由   d e x a m p h e t a m i n e , P C P A , 5 - H T P ， p a r g Y l i n e   所 引 起 的 運 動 量 呈 現 更
顯 著 的 下 降 。 本 實 驗 顯 ⽰ 臺 灣 藜 蘆 與 苦 參 併 ⽤ 時 ， 可 以 增 強 臺 灣 藜 薩 對 抗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 及 協 同
5 - H T   之 作 ⽤ 。

第 四 章 結 論
本 研 究 以 臺 灣 所 產 相 反 藥 藜 蘆 與 苦 參 ， 探 討 ⼆ 者 之 性 ， 及 在 中 慪 神 經 系 統 相 互 作 ⽤ 的 情 形 ， 獲

致 如 下 結 果 ：
1 . 豪 灣 藜 . ⽔ 抽 出 物 對 於   I C R 采 ⼩ ⽩ 鼠 （ S w i s s   w e b s t e r ） 之 L D 5 0   及 9 5 ％ 可 儒 限 ， 得 到 由 腹 腔

注 射 時 為   3 2 5 m g / k g   （ 2 7 6 . 0 - 3 8 2 . 0 m g / k g ） ︔ 由 尾 靜 脈 注 射 時 為   1 0 0 i g / k g   1 6 2 . 0 - 1 6 1 . 3 m g / k g ） .
之 結 果 。 苦 參 ⽔ 抽 出 物 對 於 I C R   系 ⼩ ⽩ 鼠 之   L D 5 0   及 9 5 % 可 信 限 ， 得 到 由 腹 腔 注 射 時 為 1 , 2 0 0 m g / k g
( 7 4 4 . 0 - 1 9 3 5 . 5 m g / k g ) ， 由 尾 診 派 注 射 時 為   6 0 0 m g / k g   （ 4 8 6 - 7 4 1 m g / k g ）   之 結 果 。

2   臺 灣 藜 蘆 與 參 之 ⽔ 抽 出 物 併 ⽤ 時 ， 對 於 I C R   系 ⼩ ⽩ 鼠 ， 先 以 苦 參 1 2 0 m g / k g   ⽪ 下 注 射 ， 1 5 分
鐘 後 再 投 與 臺 灣 藜 蘆 ， 其 L D 5 0   及 9 5 % 可 信 限 ， 得 到 由 腹 腔 射 時 為   1 3 7 m g / k   （ 1 1 3 . 1 6 - 1 6 5 . 8 5

m g / k g ) ︔ 由 尾 靜 脈 注 射 時 為   5 0 m g / k g   （ 4 1 - 6 0 . 9 7 m g / k g ） 之 結 果 。 可 證 苦 參 可 使 盛 灣 藜 滋
之 L D 5 0   顯 降 低 。

3 .   苦 參   1 2 0 m g / k g ⽪ 下 注 射 前 處 置 ， 可 使 蔡 灣 藜 煮   5 0 0 m g / k g   （ s . c . ） 對 於 ⼩ ⽩ 鼠 引 起 作 嘔 症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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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t c h i n g   m o v e m e n t ） 之 發 作 時 間 及 導 致 死 亡 之 時 間 顯 縮 短 。
4 . 苦 參   6 0 m g / k g i 與 選 灣 袋 薩   1 5 ， 3 0 m g / k g 同 時 作 ⽤ ， 由 ⼩ ⽩ 鼠 尾 部 脈 注 射 時 ， 可 使 盛 灣 築 處

作 嘔 症 狀 之 發 作 次 數 顯 著 加 。
5 . 臺 灣 藜 盧   3 0 m g / k g （ S . c . ） 單 獨 投 與 所 呈 現 之 運 動 显 ， 於 6 0 分 鐘 有 減 少 之 現 象 ， ⽽ 於
2 4 0   分 鐘 有   加 之 現 象 。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 S . C . ） 前 時 併 ⽤ 時 ， 比 原 來 在 6 0 分 鐘 時 之 減 少

現 象 呈 現 更 有 意 義 之 減 少 ︔ ⽽ 在 2 4 0   分 鐘 之 加 現 象 ， 則 呈 現 更 有 意 義 之 坶 加 。
6 .   臺 灣 藜 • . 3 0 m g / k g   （ S . C . ）   與 影 中 樞 神 經 單 系 統 之 櫸 放 、 合 成 、 代 謝 之   d e x a m p h e t a m i n e

0 . 5 m g / k g   s . C . （ 同 時 給 與 ） 、 5 - H T P   5 0 m g / k g   i . P ． （ 同 時 給 與 ） 、 P C P A   2 0 0 m g / k g   i . p .
（ 2 4 ⼩ 時 前 處 隆 ） p a r g y l i n e   5 0 m g / k q   i . P • （ 1 ⼩ 時 前 處 优 ） 、 r e s e r p i n e   5 m g / k g   • i . p .
（ 2 0 ⼩ 時 前 處 慨 ） 等 物 質 同 時 併 ⽤ 時 所 產 ⽣ 之 運 動 量 呈 微 弱 之 抑 制 現 象 ， 由 於 與 苦 參 1 2 0 m g / k g
（ S . C . ）   併 ⽤ 者 ， 呈 現 更 顯 落 之 抑 制 作 ⽤ 。

7 . 臺 灣 藜 蔗   3 0 m g / k g   （ S . C . ） 單 獨 紅 於 3 0 分 範 ， 對 於 腦 內 單   N A . D A 及 5 - H T   濃 度 無 獎 化 ， 但
對 於 其 代 謝 物   H V A 及   5 - H 五 A A   濃 度 昆 現 坤 加 現 象 。 與 苦 參 1 2 0 m s / k a （ S . C . ） 同 時 併 ⽤ 時 ， 於 3 0 分 鐘
， 對 於 腦 內 單 胺 濃 度 亦 無 影 額 ︔ 但 對 於 其 代 謝 物   H V A 及   5 - H I A A 濃 度 則 呈 現 更 顯 著 之 加 作 。

由 於 上 迹 之 結 果 獲 悉 ， 苦 參 對 於 登 溯 黎 嘴 雞 性 之 期 強 ， 作 曜 症 狀 發 作 次 數 之 算 加 ， 沁 動 定 之 雙 化
， 及 腦 內 單 胺 代 謝 物 濃 度 之 增 加 ， 顯 ⽰ 統 計 學 上 之 意 義 。 本 研 究 推 定 蛋 灣 藜 與 苦 參 併 ⽤ 時 ， 對 於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顯 ⽰ 其 具 相 互 之 作 ⽤ ， 故 昔 中 醫 藥 ⽂ 獸 將 藜 蘆 與 苦 參 列 於 ⼗ 八 反 之 內 ， 當 不 無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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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同 （ 1 ） ， 卷 4 ， 草 ⽊ 中 品 ， 2 2 / 8 8 ，• 6 2

1 8 同 （ 1 ） ， 卷 5 ， 草 ⽊ 下 品 ， 9 / 1 3 0 ， 7 8 。

1 9 . 同 （ 2 ） ，   7 ， 草 ⽊ 部 上 品 之 下 ， 1 . 0 / 3 8 ， 1 7 7 。
2 0 . 同 （ 2 ） ， 卷 7 ， 草 ⽊ 部 上 品 之 下 ， 1 1 / 3 8 ， 1 7 8 。
2 1 同 1 4 ， 卷 1 4 ， ⽊ 部 下 品 ， 7 3 / 9 7 ， 3 6 0 。
2 2 同 1 4 ， 卷 9 ， 草 部 中 品 之 下 ， 7 / 7 8 ， 2 2 1 。

2 3 同 （ 7 ） ， 卷 5 1 ， 獸 之 ⼆ ， 2 4 / 3 8 ， 1 5 7 2 。

2 4 . 同 （ 7 ） ， 卷 4 4 ， 鱗 之 四 ， 1 4 / 3 7 ， 1 3 8 1 - 1 3 8 2 。

2 5 同 （ 7 ） ， 卷 1 4 ， 草 之 三 ， 芳 草 類 ， 5 0 / 5 6 ， 5 3 2 。
2 6 . 同 （ 7 ） ， 卷 1 5 ， 草 之 四 ， 隆 草 類 ， 1 / 5 3 ， 5 4 1 。
2 7 . 同 （ 7 ） ，   1 2 ， 草 之 ⼀ ， 山 草 類 ， 6 / 3 1 ，   4 1 5   o

2 8 同 （ 7 ） ， 卷 1 2 ， 草 之 ⼀ ， 山 草 類 ， 1 / 3 1 , 4 0 0 。
2 9 . 同 （ 7 ） ， 卷 1 7 ， 草 之 六 ， 壽 草 類 ， 1 8 / 4 7 ， 6 7 4 。
3 0 同 （ 7 ） ， 卷 1 7 ， 草 之 六 ， 毒 草 類 ， 2 2 / 4 7 ， 6 8 4 。
3 1 同 （ 7 ） ， 卷 3 9 ， 蟲 之 ⼀ ， 卵 ⽣ 類 ， 1 / 2 3 ， 1 2 6 0 。
3 2 同 （ 7 ） ， 卷 2 6 ， 菜 之 ⼀ ， 葷 ⾟ 類 ， 3 / 3 2 ， 9 0 4 。
3 3 同 （ 7 ） ， 卷 1 2 ， 草 之 ⼀ ， 山 草 類 ， 4 / 3 1 、 4 1 2 。
3 4 同 （ 2 ） ， 卷 1 0 ， 草 部 下 品 之 上 ， 1 1 / 3 5 , 2 4 0 。
3 5 五 代 ， 彝 保 昇 ： 重 慶 英 公 本 享 ， ⾒ 焦 修 政 和 經 史 證 類 備 ⽤ 本 草 所 引 ， 同 的 ） 。
3 6 .   來 ， 堂 禹 錫 等 撰 ： 嘉 補 本 草 ， ⾒ 重 修 政 和 經 史 證 類 備 ⽤ 本 草 所 引 ， 同 的 ） 。
3 7 ⽶ ， 蘇 頌 ： 本 草 圖 經 ， ⾒ 重 修 政 和 經 史 證 類 備 ⽤ 本 草 所 引 ， 同 的 9 。
3 8 ⽶ ， 寇 宗 爽 ： 本 草 衍 義 ， ⾒ 重 修 政 和 經 史 證 類 備 ⽤ 本 草 所 引 ， 同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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