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號   D O H 8 1 - C M - 0 3 8

歸 脾 湯 鎭 靜 安 神 作 ⽤ 之 藥 理 學 硏 究
謝 明 村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中 國 藥 學 研 究 所

中 ⽂ 摘 要
歸 脾 湯 ⾸ 載 於 未 • 嚴 ⽤ 和 之 濟 ⽣ ⽅ ， 主 「 思 慮 過 制 ， 勞

傷 ⼼ 脾 ， 健 忘 怔 仲 」 ， ⽅ 由 ⽩ 朮 、 茯 神 、 ⿈ 耆 、 酸 棗 仁 、 龍
眼 ⾁ 、 ⼈ 參 、 ⽊ ⾹ 、 ⽢ 草 、 ⽣ 薑 及 ⼤ 棗 等 ⼗ 味 藥 組 成 。 但 至
阻 • 醛 ⽴ 礙 校 註 之 校 註 婦 ⼈ 良 ⽅ ， 其 ⽅ 劑 組 成 除 上 述 ⼗ 味 藥
外 ， 另 加 入 當 歸 及 遠 志 ⼆ 味 藥 ， ⽽ 主 治 更 為 廣 泛 ， 治 「 脾 經
失 ⾎ 少 寐 ， 發 熱 盜 汗 ， 健 忘 怔 仲 ， 驚 悸 不 寐 ， 嗜 臥 少 食 ， ⾎
虛 發 熱 ， 肢 體 作 痛 」 ， 故 於 近 代 臨 床 運 ⽤ 及 研 究 報 告 上 ， 對
於 歸 脾 湯 多 偏 重 在 ⼼ ⾎ 管 及 ⾎ 液 系 統 ， 如 ⼼ 律 不 整 、 ⾎ ⼩ 板
减 少 性 紫 斑 及 再 ⽣ 不 良 性 貧 ⾎ 等 研 究 ︔ ⽽ 在 嚴 ⽤ 和 創 ⽅ 之 本
意 ， 因 ⼼ 脾 勞 傷 ⽽ 致 神 智 受 損 、 健 忘 征 仲 ⽅ ⾯ 之 治 療 上 ， 則
漸 被 忽 略 。 因 此 本 研 究 之 ⽬ 的 ， 擬 以 ⾃ 發 運 動 量 及 避 暗 學 習
X HI (one-trial inhibitory step-through passive
a v o i d a n c e ） 來 探 討 濟 ⽣ ⽅ 組 歸 脾 湯 及 校 註 婦 ⼈ ⽅ 組 歸 脾 湯 ，
於 ⼀ 次 給 藥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時 ， 在 鎮 靜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並 聞 述 其 作 ⽤ 機 轉 。 獲 致 之 結 論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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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 ⽅ 組 、 校 註 婦 ⼈ 良 ⽅ 組 、 當 歸 加 遠 志 組 ， 均 具 鎮 靜
作 ⽤ ， 且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之 作 ⽤ 最 爲 顯 著 ︔ ⽽ 此 作 ⽤ 與 肌
⾁ 鬆 弛 無 關 。 且 其 鎮 靜 作 ⽤ 之 機 轉 ， 可 能 與 降 低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及 增 强 中 樞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又 每 天 ⼀ 次 連 續 給 藥 ⼆ 週 之 興 奮 作 ⽤ ，
可 能 與 提 昇 腦 內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a t e m 之 活 性 及 降 低 腦 內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至 於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機 轉 ， 可 能 與 中 福

dopaminerg ic sys tem • cholinergic system • se ro tone rg ic
a y a t e m 三 系 統 間 之 調 節 有 關 ， ⽽ 其 中 又 可 能 以 增 强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及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較 爲 重 要 ︔ 。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 顯 ⽰ 宋 • 嚴 ⽤ 和 濟 ⽣ ⽅ 內 之 歸 脾 湯 ， 於
明 • 薛 ⽴ 齋 之 校 註 婦 ⼈ 良 ⽅ 中 加 入 當 歸 及 遠 志 ⼆ 藥 ， 在 鎭 靜
及 改 簪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上 ， 可 能 具 協 同 之 作 ⽤ ︔ 因 此 校
註 婦 ⼈ 良 ⽅ 收 載 之 歸 脾 湯 ， 確 具 鎮 靜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 非 僅 對 ⼼ ⾎ 管 及 ⾎ 液 系 統 之 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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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
現 今 之 社 會 由 於 競 爭 激 烈 ， ⼯ 作 繁 杧 ， 造 成 ⼈ 們 情 緒 緊 張 、 精 神

狀 態 不 穩 ， 更 導 致 了 ⼼ 神 不 寧 及 失 眠 焦   等 患 者 之 激 ︔ ⽽ 失 眠 焦 虑
等 常 直 接 或 問 接 影 響 ⼈ 體 的 健 康 ， 進 ⽽ 降 低 ⼯ 作 效 率 ， 這 些 問 顯 不 依
是 當 代 醫 學 之 雞 題 ， 亦 是 現 今 社 會 問 題 之 ⼀ 瑕 。 因 此 在 臨 束 之 治 療 處
置 上 ， 常 ⽤ 藥 物 如 B a r b i t u r a t e a 、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8 等 ， 治 療 上 頗 具 效
果 ， 但 仍 具 重 之 副 作 ⽤ ， 如 思 睡 、 疲 倦 、 反 應 遲 鈍 、 依 賴 性 、 耐 藥
性 和 豁 积 作 ⽤ 等 " ， 甚 者 造 成 進 ⾏ 性 之 健 忘 症 （ a n t e r o g r a d e   a m n e n i a ）
， 如 常 ⽤ 之 銀 抑 安 眼 藥 D i a z e p a m （ V a l i u m ） ， 不 論 於 宵 驗 動 物 上 （ 2 ） . （ ） . （ w ）
或 臨 床 上 （ ， 均 有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報 告 ︔ 增 加 了 阿 ⽿ 滋 海 默 氏 病
A l z h e i m e r ' s   d i s e a s e   及 ⽼ 年 痴 呆 症 （ s e n i l e   d e m e n t i a   o f   A l z h e i m e r ' s

t y p e , S D A T ） 之 發 ⽣ 比 率 ， ⽽ 增 添 了 更 多 的 社 會 問 題 。 因 此 尋 找 治 撩
失 眠 症 並 對 學 習 記 憶 有 所 助 益 之 理 想 藥 物 宵 為 ⽬ 前 刻 不 容 緩 的 ⼯ 作 ，
活 者 因 此 進 ⾏ 本 研 究 ， 藉 以 找 出 可 治 失 眼 症 且 具 促 進 學 習 記 做 之
中 藥 ⽅ 劑 。

著 者 從 中 醫 治 療 健 忘 怔 仲 ⽅ 劑 中 選 ⽤ 主 治 「 思 慮 過 制 ， 勞 傷 ⼼ 脾
， 健 忘 怔 仲 」 之 歸 脾 湯 進 ⾏ 研 究 ， 歸 脾 湯 ⾸ 載 於 宋 • 股 ⽤ 和 之 濟 ⽣ ⽅
， ⽅ 由 ⽩ 北 、 茯 神 、 酸 班 仁 、 龍 限 ⾁ 、 ⼈ 參 、 ⽊ ⾹ 、 ⽢ 草 、 ⽣ 薑 及 ⼤
班 等 ⼗ 味 藥 所 組 成 0 ︔ 但 今 之 脚 湯 蚁 劑 ， 均 沿 ⾃ 明 • 薛 ⽴ 齋 校 註 之 校
註 婦 ⼈ 良 ⽅ ， 其 ⽅ 劑 組 成 除 上 逃 之 ⼗ 味 藥 外 ， 另 加 入 當 歸 及 遠 志 ⼆ 味
藥 ， 且 主 治 則 更 爲 廣 泛 ， 治 「 脾 經 失 ⾎ 少 寐 ， 發 熱 盜 汗 ， 健 忘 任 仲 ，
驚 添 不 寐 ， 嗜 臥 少 食 ， ⾎ 虛 發 熱 ， 肢 體 作 痛 」 等 ” ︔ 加 入 當 歸 及 遠 志 之
⽬ 的 ， 依 ⽅ 劑 釋 籤 ， 旨 在 治 ⾎ 虚 （ 及 ⼼ 脾 不 能 攝 ⾎ ⽽ 致 之 吐 ⾎ 、 軔 ⾎ 或
下 ⾎ 等 症 “ ︔ 因 此 在 後 代 醫 藥 學 家 將 其 歸 類 為 補 ⾎ 、 理 ⾎ 劑 ， ⽽ 於 近 代
臨 床 運 ⽤ 及 研 究 報 告 上 ， 亦 多 偏 重 ⼼ ⾎ 管 及 ⾎ 液 系 統 ， 如 ⼼ 律 不 整 、
⾎ ⼩ 板 減 少 性 紫 斑 及 再 ⽣ 不 良 性 貧 ⾎ 等 （ 1 0 . （ 1 1 ） ︔ 但 在 嚴 ⽤ 和 創 ⽅ 之 本 意
， 因 ⼼ 脾 勞 傷 ⽽ 致 神 智 受 損 、 健 忘 怔 仲 ⽅ ⾯ 之 治 療 上 ， 則 漸 被 忽 略 。
因 此 本 研 究 ⽬ 的 之 ⼀ ， 擬 探 討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在 鎮 靜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並 與 濟 ⽣ ⽅ 組 比 較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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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關 於 歸 脾 湯 之 近 代 研 究 報 告 中 ， 在 1 9 8 7 年 王 克 勤 等 ⼈ 曾 報 告 指
出 歸 脾 湯 有 延 緩 衰 ⽼ 和 防 治 ⽼ 年 性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1 2 ） ， 但 未 關 述 其 作
⽤ 機 轉 。 因 此 本 研 究 ⽬ 的 之 ⼆ ， 擬 以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 o n e - t r i a l
i n h i b i t o r y   s t e p - t h r o u g h   p a s s i v e   a v o i d a n c e ） 來 蘭 述 歸 脾 湯 改 藝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機 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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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之 部
1 實 驗 材 料

⼀ 、 實 驗 藥 材
本 實 驗 所 ⽤ 之 藥 材 經 鑑 定 ， 其 基 原 為 ：

⽩ 朮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z. (Compositae)
茯 神 Pachyma holen Roupius (Polyporaceae)
⿈ 耆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a.) Bas. (Leguminosae)
⼈ 參 Panax ginseng C.A. MerER (Araliacaeae)
⽊ ⾹ Sauaaurea lappa CLArke (Compositae)
⽣ 薑 Zingiber officinale Rose (Zingiberaceae)
⼤ 棗 Zizyphus jujuba Mi(Rhamnaceae)
當 歸 Angelica sinensis (OLvEr) DIeLs (Umbelliferae)
遠 志 Polygala tenuifolia WildeNow (Polygalaceae)
炙 ⽢ 草 Glycyrrhiza uralengis FiscHer et Dc, (Leguminosae)
酸 棗 仁 Zizyphus jujuba Mill. var. spinosus HU (Rhamnaceae)
龍 眼 ⾁ Euphor ia longan (Lour.) SteuD. (Sapindaceae)

⼆ 、 賨 驗 藥 材 之 製 備
本 實 驗 所 ⽤ 之 藥 材 係 按 醫 ⽅ 類 聚 所 錄 濟 ⽣ ⽅ 之 歸 脾 湯 （ G u i - P i -

T a n g , G P T ） 簡 稱 為 A 組 及 校 註 婦 ⼈ 良 ⽅ 所 載 之 歸 脾 湯 （ 簡 稱 為 B 組
， 當 歸 、 遠 志 簡 稱 為 C 組 ︔ 其 各 組 之 組 成 ⽅ 味 及 劑 量 比 例 如 下 ：

1 . A 組 （ 濟 ⽣ ⽅ ） ： ⽩ 朮 ： 茯 神 ： ⿈ 耆 ： 酸 棗 仁 ： 龍 眼 ⾁ ： ⼈ 參 ：
⽊ ⾹ ： ⽣ 葚 ： ⼤ 棗 ： 戎 ⽢ 草 ， 依 4 : 4 : 4 : 4 : 4 : 2 : 2 : 2 : 1 : 1

比 例 配 合 。
2 .   B 組 （ 校 註 婦 ⼈ 良 ⽅ ） ： ⽩ 朮 ： 茯 神 ： ⿈ 耆 ： 酸 棗 仁 ： 龍 眼 ⾁ ：
⼈ 參 ： ⽊ ⾹ ： ⽣ ： ⼤ 棗 ： 炙 ⽢ 草 ： 當 歸 ： 遠 志 ， 依 4 : 4 : 4 : 4 ：
4 : 4 : 2 : 2 : 1 : 1 : 4 ： 4 比 例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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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C 組 （ 當 歸 、 遠 志 ） ： 按 校 註 婦 ⼈ 良 ⽅ 中 所 加 之 當 歸 及 遠 志 之 比
例 （ 1 : 1 ） 。
將 各 組 之 組 成 藥 材 按 上 述 之 組 成 比 例 稱 量 混 合 ， 先 以 5 0 % ⼄ 醇 浸

潤 之 ， 後 在 5 0 ° 下 迴 流 抽 取 四 ～ 五 次 ， 每 次 約 四 ⼩ 時 ， 合 併 抽 取 液 ，
於 5 0 ° 下 進 ⾏ 減 壓 濃 縮 ， 並 於 烘 箱 中 乾 燥 之 。

三 、 實 驗 試 劑
1 . a - M e t h y l - p - t y r o s i n e methyl ester hydrochlor ide(a -MT) ,

Reserpine(RSP) ( f g l a c i a l acetic acid , Apomorphine(APO)

溶 於 a s c o r b i c   a c i d , H a l o p e r i d o l （ H A L ） 溶 於 l a c t i c   a c i d ，
5-Hydroxytryptophan(5-HTP) , Scopolamine hydrobromide
(SCOP), dl-p-Chlorophenylalanine(PCPA) I f 0.3% carboxy-
methylcellulose(CMC) , p -Chloroamphetamine hydrochlor ide

（ P C A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C Y C ） ， 上 均 購 ⾃ S i g m a 。
2 .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a o d i u m （ ⽇ 本 東 京 化 成 ⼯ 業 株 式 會 社 ） ， L e v o - d o p a
（ ⽇ 本 協 和 發 酵 ） ， B e n s e r a z i d e （ H o f f m a n - L a   R o c h e ） ， 上 均 溶 於
0.5 % СМС •

四 、 實 驗 動 物
本 研 究 所 使 ⽤ 之 動 物 有 兩 種 ：

1 .   I C R   系 雄 性 ⼩ 鼠 ， 體 重   1 8 ～ 2 5 公 克 。
2 .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雄 性 ⼤ 鼠 ， 體 重 1 8 0 ～ 2 4 0 公 克 （ ⾃ 發 運 動 量
實 驗 ⽤ ） 及   3 0 0 ~ 4 0 0   公 克 （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實 驗 ⽤ ） 。

⼆ 實 驗 ⽅ 法
⼀ 、 對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時 間 之 影 響

I C R   雄 性 ⼩ 鼠 以 ⼜ 服 給 予 不 同 劑 量 之 A 組 、 B 組 及 C 組 的 粗 抽 取
物 （ 0 . 1 、 1 . 0 g / k g ， p . o . ） 6 0 分 鐘 後 ， 腹 腔 注 射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 1 0 0 m g / k g ，
i . p . ） ， 誘 發 睡 眠 。 觀 察 並 記 錄 從 注 射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後 至 ⼩ 鼠 正 向 反 射
（ r i g h t i n g   r e f l e x ） 消 失 之 時 間 （ o n a e t ） 及 從 正 向 反 射 消 失 至 恢 復 之 時 間
（ B l e e p i n g   t i m e , d u r a t i o n ） 。 對 照 組 給 予 v e h i c l e 。

— 131 —



⼆ 、 對 ⼩ 鼠 肌 ⾁ 鬆 弛 之 影 響
以 懸 垂 法 （ T r a c t i o n   t e a t ） 試 驗 ， 使 ⽤ 直 徑 1 m m 的 鐵 絲 ， 繫 於 ⾼ 3 0

c m 之 鐵 柱 上 ， 將 ⼩ 鼠 前 肢 掛 於 鐵 絲 上 ， 在 5 秒 內 能 至 少 ⼀ 側 後 肢 鉤 上
鐵 絲 者   供 做 本 實 驗 。 經 ⼜ 服 給 予 雄 性 ⼩ 鼠 不 同 劑 量 （ 0 . 1 、 1 . 0 g / k g ，
P . o . ） 之 各 實 驗 組 （ A 組 、 B 組 及 C 組 ） 的 粗 抽 取 物 後 ， 每 間 隔 3 0 分 鐘 測
試 ⼀ 次 ， 共 測 四 次 （ 1 2 0 分 鐘 ） ， 記 錄 後 肢 鉤 上 鐵 絲 所 需 之 時 間 。 對 照
組 給 予 v e h i c l e 。

三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運 動 量 之 測 定 是 使 ⽤ 「 動 物 運 動 量 測 定 裝 置 」 （ A N I M E X   A u t o

act ivi ty Meter Model MK-110 , Muromachi Kika i Co. Ltd . J a p a n )

， 敏 感 度 設 定 為 S e n t i v i t y   1 = 4 5 0 、 S e n t i v i t y   2 = 3 5 0 ， 記 錄 ⼤ 鼠 經 ⼜ 服
給 予 不 同 劑 量 之 A 組 、 B 組 及 C 組 的 粗 抽 取 物 後 之 各 種 活 動 ⾏ 為 的 變 化
（ 包 括 ⾛ 動 、 站 ⽴ 、 整 飾 及 嗤 ⿐ 等 ） 。 使 ⽤ 體 重 1 8 0 ~ 2 4 0 g 之 雄 性 ⼤ 鼠
， 每 組 6 隻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均 經 ⼜ 服 分 別 給 予
各 組 之 粗 抽 物 （ A 組 、 B 組 及 C 組 ， 0 . 1 、 1 . 0 g / k g ） ︔ ⼀ 次 給 藥 組 ， 於 ⼜ 服
5 5 分 後 放 入 此 裝 置 內 適 應 5 分 鐘 ， 再 開 始 記 錄 ，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連 續 給 藥 組 （ 每 天 ⼀ 次 ） ， 分 別 於 連 續 給 藥 ⼀ 週 及 ⼆ 週 之 最 後 ⼀ 次 ⼜ 服
給 藥 後 5 5 分 鐘 ， 放 入 此 裝 置 內 適 應 5 分 鐘 ， 再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 。
對 照 組 均 給 予   v e h i c l e 。

四 、 對 改 變 腦 內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e y e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均 取 1 . 0 g / k g 之 B 組 進 ⾏ 之

。 ⼀ 次 給 藥 組 ， 於 1 ⼩ 時 前 ⼜ 服 給 ⼦ ， 再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依 前 法
（ ⽅ 法 三 ） ， 于 測 定 前 5 分 鐘 將 ⼤ 鼠 移 入 裝 置 適 應 ， 待 5 分 鐘 後 開 始 記 錄 ，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每 天 ⼀ 次 ） ， 依 前 法 （ ⽅ 法 三 ）
， 於 最 後 ⼀ 次 ⼜ 服 給 藥 時 ，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再 于 測 定 前 5 分 鐘 將
⼤ 鼠 移 入 裝 置 適 應 ， 待 5 分 鐘 後 開 始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對 照 組 均 給
} v e h i c l 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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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實 驗 所 使 ⽤ 於 改 變 腦 內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物 質 之 劑 量
及 時 間 分 別 為 ： a - M T （ 5 0 m g / k g ， i . p . ） 2 ⼩ 時 前 處 置 （ ） ， R e s e r p i n e
（ 0 . 5 m g / k g , i . p . ） 1 8 ⼩ 時 前 處 置 （ 7 ︔ L - d o p a （ 2 0 0   m g / k g ， i . p . ， 5 0 分

鐘 前 給 藥 ） 加 上 B e n B e r a z i d e （ 5 0 m g / k g ， i . p . ， 8 0 分 鐘 前 給 藥 ） ， 兩 者 均
需 於 使 ⽤ 前 新 鮮 配 製 （ B , H a l o p e r i d o l （ 0 . 0 1 m g / k g ， i . p . ） 3 0 分 鐘 前 給

藥 （ 9 ， A p o r m o r p h i n e （ 0 . 5 m g / k g ， s . c . ） 2 0 分 鐘 前 給 藥 ∞ ） 。

五 、 對 改 變 腦 內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均 取 1 . 0 g / k g 之 B 組 進 ⾏ 之

。 ⼀ 次 給 藥 組 ， 於 1 ⼩ 時 前 ⼜ 服 給 予 ， 再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依 前 法
（ ⽅ 法 三 ） ， 于 測 定 前 5 分 鐘 將 ⼤ 鼠 移 入 裝 置 適 應 ， 待 5 分 鐘 後 開 始 記 錄 ，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每 天 ⼀ 次 ） ， 依 前 法 （ ⽅ 法 三 ）
， 於 最 後 ⼀ 次 ⼜ 服 給 藥 時 ，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再 于 測 定 前 5 分 鐘 將
⼤ 鼠 移 入 裝 置 適 應 ， 待 5 分 鐘 後 開 始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對 照 組 均 給

§ v e h i c l e o

本 實 驗 所 ⽤ 於 改 變 腦 內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物 質 之 劑 量 及 時 間 分
別 為 ： 5 - H T P （ 5 0 m g / k g ， i . p . ） 5 分 鐘 前 給 藥 （ 2 1 2 ︔ P C P A （ 2 0 0 m g / k g ， i . p . ）
2 1 ⼩ 時 前 給 藥 ⼼ 。

六 、 對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之 影 響
本 實 驗 是 使 ⽤ 「 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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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 實 驗 箱 （ S h u t t l e   B o x ） 係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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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 C U - 1 0 1
C o n t r o l l e r , M u r o m a c h i   K i k a i   C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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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 — 2 0 W 之 電 燈 泡 ， 將 相 同 ⼤ ⼩ ⼆
室 區 分 為 明 暗 ⼆ 室 ， 中 以 ⾨ 閘 控 制 ︔ ⽽ 於 實 驗 步 驟 上 ， 先 將 ⼤ 鼠 置 入
明 室 ， 同 時 開 啓 閘 ⾨ ， 以 ⼤ 鼠 在 9 0 秒 內 進 入 暗 室 者 ， 供 做 本 實 驗 。

訓 練 期 ： 將 篩 選 過 之 ⼤ 鼠 ， 置 入 明 室 ， 同 時 開 啓 閘 ⾨ ， 待 ⼤ 鼠 進
入 暗 室 後 ， 關 閉 閘 ⾨ ， 同 時 於 底 板 通 以 電 流 （ 1 m A ， 2 B e c ） ， 待 電 刺 激

後 5 秒 ， ⾃ 暗 室 取 出 ⼤ 鼠 ， 歸 回 飼 養 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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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定 期 ： 於 訓 練 後 2 4 ⼩ 時 ， 再 將 ⼤ 鼠 置 入 明 室 ， 同 時 並 開 啓 閘 ⾨
， 記 錄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a t e p - t h r o u g h   l a t e n c y ， S T L ） 。 當 於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於 5 分 鐘 （ 3 0 0 秒 ） 時 ， 則 稱 ⼤ 鼠 之 學 習 記 憶 能 ⼒ 正 常   。

七 、 對 誘 發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 次 給 藥 之 各 組 （ A 組 、 B 組

及 C 組 ） ， 分 別 於 訓 練 前 1 ⼩ 時 ⼜ 服 給 予 不 同 之 劑 量 （ 0 . 1 、 1 . 0 g / k g ） ， 再
與 下 述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併 ⽤ ， 依 前 法 （ ⽅ 法 六 ） ， 將 ⼤ 鼠 放 入 明 室 ，
於 進 ⾏ 訓 練 後 ， 歸 回 飼 養 籠 ︔ 待 2 4 ⼩ 時 後 ， 將 ⼤ 鼠 再 次 置 入 明 室 ， 進
⾏ 測 定 ， 記 錄 ⼤ 鼠 於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 週 長 期 給 藥 （ （ 每 天 ⼀ 次 ） 之 各
組 ， 則 分 別 於 最 後 ⼀ 次 ⼜ 服 給 藥 後 1 ⼩ 時 進 ⾏ 訓 練 ， 且 與 下 述 之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併 ⽤ ， 依 前 法 （ ⽅ 法 六 ） ， 將 ⼤ 鼠 放 入 明 室 ， 於 進 ⾏ 訓 練 後
， 歸 回 飼 養 籠 ︔ 待 2 4 ⼩ 時 後 ， 將 ⼤ 鼠 再 次 置 入 明 室 ， 進 ⾏ 測 定 ， 記 錄
⼤ 鼠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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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 h i c l e 。

本 實 驗 所 使 ⽤ 於 誘 發 ⼤ 鼠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物 質 之 劑 量 及 時 間 分 別 為
： S c o p o l a m i n e （ 1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1 ， P C A （ 2 . 5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w 4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2 . 5 m g / k g ， a . c . ） 於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a $ ） 。

八 、 統 計 學 分 析
本 實 驗 所 得 之 數 據 ， 均 以 o n e - w a y   A N O V A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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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實 驗 結 果

⼀ 、 對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時 間 之 影 響
如 表 1 所 ⽰ ， 對 於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所 誘 發 之 睡 眠 開 始 時 間 （ o n s e t ） ，

各 組 於 各 劑 量 下 均 無 顯 著 影 響 ︔ ⽽ 對 於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所 誘 發 之 睡 眠
持 續 時 間 （ d u r a t i o n ） ， A 組 及 B 組 在 1 . 0 g / k g 下 ， 均 有 顯 著 之 延 長 作 ⽤
， 且 以 B 組 之 延 長 作 ⽤ 更 為 顯 著 ︔ 但 C 組 在 0 . 1 g / k g 下 ， 則 對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之 睡 眠 持 續 時 間 有 顯 著 之 縮 短 作 ⽤ 。
-   1 3 4   -



Table 1. Effect of extracts of GPT on the hexobarbital-induced hypnosis in mice.

Drugs Dose (g/kg)
p.o.

Onset (min.) Sleeping time
(min.)

Control 41.3$1.6
43.910.9
56.9$3.0 **
50.6+1.2 *

이
 이

 이
 이

 이
 의

69.8+4.2 **
27.510.9 **
51.8+2.4 *

A   ： 濟 ⽣ ⽅ ，
B ： 校 註 婦 ⼈ 良 ⽅
C ： 當 歸 加 遠 志

meantS.E. (n=6)
Onset: time from drug injection to righting reflex disappearance .
Sleeping time: time from onset to righting reflex recovery.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 對 ⼩ 鼠 肌 ⾁ 鬆 弛 之 影 響
如 表 2 所 ⽰ ， 由 懸 垂 試 驗 （ T r a c t i o n   t e a t ） 得 知 A 組 、 B 組 及 C 組

之 各 劑 量 下 ， 均 無 肌 ⾁ 鬆 弛 作 ⽤ 。
Table 2. Effect of extracts of GPT on traction performance in mice.

Drugs
Dose (g/kg)

p.o.

No.of
mice

treated

No. of mice which fell within
5 seconds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30 60 9 0 120 (min.)
Control 1 0 0 0

A 0.1 10 1 1 2

0 
01.0 1 0 1

B 0.1 10 2 
: 0

0

1.0

1 0 1 1 0

0.1

1 0 1 0 0

1.0 10 3

0 
0 0

A ： 濟 ⽣ ⽅
B ：   校 註 婦 ⼈ 良 ⽅
C ： 當 歸 加 遠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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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如 圖 1 （ A ） 所 ⽰ 之 ⼀ 次 給 藥 組 中 ， B A S E 組 及 B A S E + A 組 在 1 . 0 g / k g 下

， 對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均 有 顯 著 之 抑 制 作 ⽤ ， 且 以 B A S E + A 組 之 抑 制
作 ⽤ 更 為 顯 著 ︔ 但 A 組 在 0 . 1 g / k g 下 ， 對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則 有 顯 著 的
興 奮 作 ⽤ 。 ⽽ 在 連 續 給 藥 組 中 ， 如 圖 1 （ B ） 所 ⽰ ， 於 1 . 0 g / k g 劑 量 下 之
各 組 ， 對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隨 給 藥 時 間 之 增 長 ， ， 其 作 ⽤ 由 抑 制 性 ⾒
漸 轉 為 興 奮 性 ， 且 以 給 藥 ⼆ 週 之 B A S E + A 組 的 興 奮 作 ⽤ 最 強 。

(A) single (B) Consecutive
1 2 0 0 1200

1.0 g/kg 2 weeks

900 - 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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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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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S,/ 
2Hr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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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UN

TS
/21

ir

600 T

300 - 300 |-

VENT VEH 1.0

Figl.Eficct of extracts of GPT on locomotor activity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I r afi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 hr aner the last dosage of repetitive-treatment of 0.1 g/kg

or 1.0 g/kg B.
VEH = vehicle control

A ： 濟 ⽣ ⽅
B ： 枚 註 娟 ⼈ 良 ⽅
C ： 當 解 加 迹 志
1 =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contori group (ANOVA l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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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對 改 變 腦 内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8 y s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1 ） . 如 圖 2 （ A ） 所 ⽰ ， L - d o p a 併 ⽤ B e n B e r a z i d e ， 可 使 運 動 量 顯 著 增 加
。 但 當 與 ⼀ 次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能 拮 抗 上 述 運 動 量 興 奮
現 象 （ p < 0 . 0 1 ） 。
如 圖 2 （ B ） 所 ⽰ ， L - d o p a 併 ⽤ B e n e e r a z i d e ， 可 使 運 動 量 顯 著 增 加

。 但 當 與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能 增 強 上 述 運 動 量
興 奮 現 象 （ p < 0 . 0 1 ） 。

(A) single * * (B) 2 Week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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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D O P A + B Z

L - D O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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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ffect of extracts of B on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I-dopat benserazide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our af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our aflerthe last dose of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VEH = vehicle control
B ︔ 校 註 婦 ⼈ 良 ⽅
L-DOPA+BZ = 200 mg/kg L-dopa S0 min prior to testing plus 50 mg/kg benserazide 80 min
proir to testing.
B/L-DOPA+BZ = L-dopat benserazide plus 1.0 g/kg B.

n =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L-dopa+benserazide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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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如 圖 3 （ A ） 所 ⽰ ， A p o m o r p h i n e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運 動 量 顯 著 增 加 。
但 當 與 ⼀ 次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能 拮 抗 上 述 運 動 量 興 奮 現
象 （ p < 0 . 0 1 ） 。
如 圖 3 （ B ） 所 ⽰ ， A p o m o r p h i n e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運 動 量 顯 著 增 加 。

當 與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能 增 強 上 述 運 動 量 興 奮
現 象 （ p < 0 . 0 1 ） 。

(A)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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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ffect of extracts of B on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apomorphine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I hour a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I hour afterthe last dose of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 f 1.0 g/kg B.
VEH = vehicle control

只 ⽰ 趁 藝 經 合 泉 含 p o m o r p h i n e   2 0   m i n   p r i o r l o   t e s t i n g
B / APO = apomorphine plus 1.0 g/kg B.

n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Apomorphine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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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如 圖 4 （ A ） 所 ⽰ ， H a l o p e r i d o l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當 與 ⼀ 次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可 使 運 動 量 之 降 低 現 象 更 為
顯 著 （ p < 0 . 0 1 ） 。
如 圖 4 （ B ） 所 ⽰ ， H a l o p e r i d o l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但 當 與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能 拮 抗 上 述 之 運 動 量
抑 制 現 象 （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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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ffect of extracts of B on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haloperidol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I hour afler single adininistration of 1.0 g/kg B.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I hour aflerthe last dose of 2-wec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VEH = vehicle.control

B 梭 誌 歸 ⼈ 良 友0.01 mg/kg haloperidol 30 min prior to testing
B / HAL = haloperidol plus 1.0 g/kg B.

n =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Haloperidol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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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如 圖 5 （ A ） 所 ⽰ ， a - M T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但 當
與 ⼀ 次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可 使 運 動 量 之 降 低 現 象 更 為
顯 著 （ p < 0 . 0 1 ） 。
如 圖 5 （ B ） 所 ⽰ ， a - M T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當 與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對 上 述 之 運 動 量 抑 制 現 象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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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ffect of extracts of B on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a-MT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our aft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I hour aRerthe last dose of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VEH = vehicle control
B ： 校 註 婦 ⼈ 良 ⽅
a-MT = 100 mg/kg a-methyl-p-tyrosine 2 hr prior to testing
B / a-MT = a-methyl-p-tyrosine plus 1.0 g/kg B

n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a-MT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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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如 圖 6 （ A ） 所 ⽰ ， R e s e r p i n e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但
當 與 ⼀ 次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可 使 運 動 量 之 降 低 現 象 更 為
顯 著 （ p < 0 . 0 1 ） 。

如 圖 6 （ B ） 所 ⽰ ， R e s e r p i n e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但
當 與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對 上 述 之 運 動 量 抑 制 現
象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A) single
800

(B) 2 Weeks
1200

6 0 0 - * * 900-

AC
TIV

ITY
 C

OU
NT

S/2
H

100--

AC
TIV

ITY
 C

OU
NT

S/2
Hr

600

200 - 300

VER R.SP B
+

RSP

VEH R.SP B +

RSP

Fig 6. Effect of extracts of B on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reserpine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casured 1 hour aft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B). The activity was ineasured 1 hour allerthe last dose of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VEH = vchicle control

是 s p 教 待 雜 合 廢 存 。m g / k g reserpine 18 hr prior to testing.
B / RSP = reserpine plus 1.0 g/kg B.

n =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Reserpine (ANOVA for repc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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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對 改 變 腦 內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1 ） . 如 圖 7 （ A ） 所 ⽰ ， 5 - H T P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但 當 與
⼀ 次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可 使 運 動 量 之 降 低 現 象 更 為 顯 著
(p<0.01) •
如 圖 7 （ B ） 所 ⽰ ， 5 - H T P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但 當 與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顯 著 拮 抗 上 述 之 運 動 量 抑 制
現 象 （ p <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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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ffect of extracts of B on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5-HTP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I hour aft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ASE+A.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our afterthe last dose of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VEH = vehicle control

B ： 校 註 婦 ⼈ 良 ⽅
5-HTP = 50 mg/kg S-hydoxytryptophan 5 min prior to testing.
B / S-HTP = 5-hydroxytryptophan plus 1.0 g/kg B.
n=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S-HITP (ANOVA for repc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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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如 圖 8 （ A ） 所 ⽰ ， P C P A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運 動 量 顯 著 增 加 。 但 當 與 ⼀
次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能 拮 抗 上 述 運 動 量 興 奮 現 象 （ p < 0 . 0 1 ） 。
如 圖 8 （ B ） 所 ⽰ ， P C P A 單 獨 給 藥 ， 可 使 運 動 量 顯 著 增 加 。 當 與 ⼆ 週

期 給 藥 之   1 . 0 g / k g 的 B 組 併 ⽤ 後 ， 能 增 強 上 述 運 動 量 興 奮 現 象 （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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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Effect of extracts of B on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produced by PCPA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casured 1 hour aft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our alerthe last dose of 2-wec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B.
VEH = vehicle control
B ： 校 註 婦 ⼈ 良 ⽅
PCPA = 200 mg/kg p-chlorophenylalanine 21 hr prior to testing
B / PCPA = p-chlorophenylalanine plus 1.0 g/kg B.
n =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PCPA (ANOVA for repeated
mc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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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對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之 影 響
各 劑 量 下 （ 0 . 1 、 1 . 0 g / K g ） 之 A 組 、 B 組 及 C 組 ， 在 ⼀ 次 給 藥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上 ， 對 正 常 ⼤ 鼠 於 「 條 件 反 應 測 定 裝 置 」 中 之 避 暗 學 習 記 憶
情 形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七 、 對 誘 發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 1 ） . 如 圖 9 （ A ） 所 ⽰ ， S c o p o l a m i n e 給 藥 後 ， 可 使 ⼤ 鼠 滯 留 於 明 室 之 時 間
（ S T L ） 明 顯 縮 短 。 ⽽ 於 ⼀ 次 給 藥 中 ， 1 . 0 g / k g 之 B 組 及 0 . 1 g / k g 之 C 組 ，
對 a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縮 短 現 象 均 有 顯 著 之 改 善 作 ⽤
(p<0.01) °

如 圖 9 （ B ） 所 ⽰ ， S c o p o l a m i n e 給 藥 後 ， 可 使 ⼤ 鼠 滯 留 於 明 室 之 時
間 （ S T L ） 明 顯 縮 短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中 ， 各 組 於 1 . 0 g / k g 劑 量 下 ，
對 a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縮 短 現 象 有 極 顯 著 之 改 善 作 ⽤
（ p < 0 . 0 1 ） ， 且 以 B 組 之 改 善 作 ⽤ 更 為 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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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Effect of extracts of GPT on scopolamine-induced impainment of inhibitory passive avoidance
in rats.
(A). The rats was trained I hour an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B). The rats was trained 1 hour aferthe last dose of 2-weck consccutive administration.
VE!! *ticle control
B ： 校 註 婦 ⼈ 良 ⽅
C ： 當 踊 加 遠 志

SCOP = 1.0 mg/kg scopolamine HBr 30 min prior to inhibitory avoidanc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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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如 圖 1 0 （ A ） ⽰ ， P C A 給 藥 後 ， 可 使 ⼤ 鼠 滯 留 於 明 室 之 時 間 （ S T L ） 明
顯 縮 短 。 ⽽ 於 ⼀ 次 給 藥 中 ， 1 . 0 g / k g 之 B 組 ， 對 P C A 誘 發 之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縮 短 現 象 有 改 善 作 ⽤ （ p < 0 . 0 5 ） 。
如 圖 1 0 （ B ） 所 ⽰ ， P C A 給 藥 後 ， 可 使 ⼤ 鼠 滯 留 於 明 室 之 時 間 （ S T L ） 明

顯 縮 短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中 ， A 組 及 B 組 於 1 . 0 g / k g 劑 量 下 ， 對 P C A
誘 發 之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縮 短 現 象 有 極 顯 著 之 改 善 作 ⽤ （ P < 0 . 0 1 ） ， 且 以 B 組
之 改 善 作 ⽤ 更 為 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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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Effect of extracts of GPT on PCA-induced impairment of inhibitory passive avoidance in rats.
(A). The rats was trained 1 hour aft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B). The rats was trained 1 hour aßerthe last dose of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VEH = vehicle control

A ： 濟 ⽣ ⽅
B ： 校 註 婦 ⼈ 良 ⽅
C ： 當 歸 加 遠 志
PCA = 2.5 mg/kg p-chloroamphetamine HC 30 min prior to inhibitory avoidance training
n = 6,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PCA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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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如 圖   1 1 （ A ） 所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可 使 ⼤ 鼠 滯 留 於 明
室 之 時 間 （ S T L ） 明 顯 縮 短 。 ⽽ 於 ⼀ 次 給 藥 ， 1 . 0 g 1 B 之 A 組 、 B 組 及 0 . 1 g / g
之 C 組 ，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縮 短 現 象 有 顯 著 之 改 善 作 ⽤
(p<0.01) •
如 圖 1 1 （ B ） 所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可 使 ⼤ 鼠 滯 留 於

明 室 之 時 間 （ S T L ） 明 顯 縮 短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 各 組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縮 短 現 象 均 有 極 顯 著 之 改 善 作 ⽤ （ p < 0 . 0 1 ） ， 且 以
B 組 之 改 善 作 ⽤ 更 為 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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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Effect of extracts of GPT on cycloheximide-induced impairment of inhibitory passive avoidance
in rats.
(A). The rats was trained 1 hour afer single administration.
(B). The rats was trained 1 hour afterthe last dose of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VEH. = vehicle control

A ： 濟 ⽣ ⽅
B ： 校 註 婦 ⼈ 良 ⽅
C ： 當 歸 加 遠 志

CYC = 2.5 mg/kg cycloheximide immediately after inhibitory avoidance training
n = 6, *p<0.05, ** p<0.01, as compared with cycloheximide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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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歸 脾 湯 組 成 及 主 治 之 考 察 ， ⾃ 原 典 濟 ⽣ ⽅ 之 記 載 迄 今 ， ⼤ 致 可 分
成 兩 類 ： （ 1 ） 濟 ⽣ ⽅ 組 ： 由 ⽩ 朮 、 茯 神 、 ⿈ 耆 、 ⼈ 參 、 ⽊ ⾹ 、 酸 棗 仁
、 龍 眼 ⾁ 、 ⽢ 草 、 ⽣ 葺 及 ⼤ 棗 等 ⼗ 味 藥 組 成 ， 主 「 思 慮 過 制 ， 勞 傷 ⼼
脾 ， 怔 仲 健 忘 」 （ 0 ） ， 屬 鎮 靜 安 神 類 ⽅ 劑 ︔ （ 2 ） 校 註 婦 ⼈ 良 ⽅ 組 ： 由 上
述 ⼗ 味 藥 及 當 歸 、 遠 志 等 ⼗ ⼆ 味 藥 所 組 成 ， 主 「 脾 經 失 ⾎ 少 寐 ， 發 熱
盜 汗 ， 健 忘 怔 仲 ， 驚 悸 不 寐 ， 嗜 臥 少 食 ， ⾎ 虛 發 熱 ， 肢 體 作 痛 ， • •
」 等 ” ， 屬 補 ⾎ 理 ⾎ 類 ⽅ 劑 。 在 現 代 藥 理 上 ， 歸 脾 湯 各 組 成 藥 材 如 ⼈
參 、 ⿈ 耆 具 鎮 靜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之 作 ⽤ ， ⽽ 茯 神 、 酸 棗 仁 、 當 歸 、 遠
志 、 ⽣ 薑 及 ⼤ 棗 等 亦 具 鎮 靜 作 ⽤ ︔ 且 歸 脾 湯 之 校 註 婦 ⼈ 良 ⽅ 組 ， 根 據
王 克 勤 等 之 研 究 報 告 顯 ⽰ ， 具 防 治 衰 ⽼ 、 延 緩 ⽼ 年 記 憶 障 礙 及 抗 氧 化
之 作 ⽤ 。 但 其 鎮 靜 與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機 轉 ， 及 兩 類 歸 脾 湯 組
成 主 治 上 之 關 係 ， 至 今 尚 未 ⾒ 有 報 告 ， 故 進 ⾏ 本 研 究 。

於 探 討 歸 脾 湯 之 鎮 靜 作 ⽤ 上 ， 本 研 究 發 現 ⼀ 次 給 藥 之 校 註 婦 ⼈ 良
⽅ 組 能 顯 著 地 延 長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之 睡 眠 時 間 ， 且 作 ⽤ 較 濟 ⽣ ⽅ 組
為 強 ︔ 其 次 在 歸 脾 湯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的 影 響 ， 研 究 亦 顯 ⽰ 校 註 婦 ⼈
良 ⽅ 組 在 ⼀ 次 給 藥 時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抑 制 作 ⽤ 較 濟 ⽣ ⽅ 顯 著 ，
且 隨 劑 量 增 加 ⽽ 增 強 ︔ 但 當 給 藥 時 間 增 長 ， 在 較 低 劑 量 （ 0 . 1 g / k g ） 下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抑 制 作 ⽤ 漸 強 ， ⽽ 在 較 ⾼ 劑 量 （ 1 . 0 g / k g ） 下 ， 則 作
⽤ 由 抑 制 漸 轉 為 興 奮 ， 且 均 以 給 藥 ⼆ 週 之 作 ⽤ 最 為 顯 著 ， 因 此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可 能 具 雙 向 性 調 節 作 ⽤ 。 ⽽ 鎮 靜 作 ⽤ 之 可 能 因 素 有 ⼆
， ⼀ 係 肌 ⾁ 鬆 弛 所 致 ， ⼀ 係 中 樞 抑 制 所 致 ︔ 因 此 更 進 ⼀ 步 探 討 ⼩ 鼠 協
調 運 動 與 肌 ⾁ 鬆 弛 作 ⽤ ， 得 知 歸 脾 湯 各 組 均 不 具 肌 ⾁ 鬆 弛 作 ⽤ 。 由 此
可 知 歸 脾 湯 各 組 的 鎮 靜 作 ⽤ 並 非 肌 ⾁ 鬆 弛 所 致 ， 且 均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最 為 顯 著 ， 因 此 探 討 其 作 ⽤ 機 轉 。
近 幾 ⼗ 年 來 ， 動 物 ⾏ 為 與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如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

d o p a m i n e 、 s e r o t o n i n 等 之 關 係 ， 已 被 廣 泛 地 研 究 及 討 論 ︔ 因 此 取 作 ⽤
最 為 顯 著 之 校 註 婦 ⼈ 良 ⽅ 組 ， 經 併 ⽤ ⼀ 些 能 改 變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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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變 化 之 物 質 ， 以 聞 述 其 鎮 靜 作 ⽤ 之 機 轉 。
⾸ 先 探 討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是 否 與 腦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B y e t e m 有 關 ， 故 併 ⽤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增 強 劑 ⼀
L - d o p a 加   b e n s e r a z i d e 、 A p o m o r p h i n e ， 或 活 性 抑 制 劑 ⼀ H a l o p e r i d o l 、
a   - m e t h y l - p - t y r o s i n e （ a   - M T ） ， 藉 以 聞 述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L - d o p a 為 d o p a m i n e 之 前 驅 物 ， 極 易 通 過 腦 ⾎
管 障 壁 （ B l o o d - B r a i n - B a r r i e r ） ， ⽽ d o p a m i n e 則 不 易 通 過 腦 ⾎ 管 障 壁 ，
故 使 ⽤ L - d o p a ︔ 但 因 L - d o p a 又 易 受 周 邊 d o p a   d e c a r b o x y l a s e 之 作 ⽤ 脫
去 c a r b o x y l   g r o u p ， 使 L - d o p a 進 入 腦 中 之 量 降 低 ， ⽽ b e n g e r a z i d e 為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合 成 途 徑 中 d o p a   d e c a r b o x y l a s e 之 抑 制 劑 ， 故 於 L - d o p a
併 ⽤ b e n B e r a z i d e 時 ， 可 增 加 L - d o p a 進 入 腦 內 之 濃 度 ， ⽽ 增 強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 使 ⾃ 發 運 動 量 明 顯 地 增 加 （ ” ︔ 當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L - d o p a 加   b e n s e r a z i d e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L - d o p a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有 顯 著 之 抑 制 現 象 ︔ 但 當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L - d o p a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則 有 顯 著

之 增 強 現 象 。 A p o m o r p h i n e 為 D A 之 致 效 劑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明 顯 地
增 加 （ ） ︔ 但 當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A p o m o r p h i n e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A p o m o r p h i n e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與 奮 作 ⽤ 有 顯 著 之 抑
制 現 象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A p o m o r p h i n e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則 有 顯 著 之 增 強 現 象 。 其 次 ， H a l o p e r i d o l 為 D A 之 抑 制
劑 ， 可 使 ⾃ 發 運 動 量 明 顯 地 降 低 1 9 ） ︔ 但 當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H a l o p e r i d o l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H a l o p e r i d o l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有 顯 著 之 增 強 現 象 ︔ 當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H a l o p e r i d o l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則 有 顯 著 之 拮 抗 現 象 。 a - M T 為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合 成 途 徑 中 t y r o s i n e   b y d r o x y l a s e 之 抑 制 劑 ， a - M T
能 阻 斷   t y r o s i n e 轉 化 為 d o p a ⽽ ⼲ 擾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 D A 、 N E ） 之 合 成 ，
降 低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活 性 ， 使 ⼤ 鼠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Y 9 ） 。
但 當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a - M T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a - M T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有 顯 著 增 強 現 象 ︔ 但 當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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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a - M T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 R e s e r p i n e
可 使 腦 內 儲 存 之 單 （ 如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 B e r o t o n i n ） 排 空 ， ⽽ 產 ⽣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V % ︔ 但 當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r e s e r p i n e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r e B e r p i n e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有 顯 著
之 增 強 現 象 ︔ 但 當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r e s e r p i n e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則 無 明 顯 之 差 異 。

其 次 再 探 討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是 否 與 腦 中 樞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有 關 ， 故 併 ⽤ B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增 強 劑 ⼀ d l - p -

c h l o r o p h e n y l a l a n i n e （ P C P A ） ， 或 活 性 抑 制 劑 ⼀ 5 - h y d r o x y t r y p t o p h a n
（ 5 - H T P ） ， 藉 以 聞 述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P C P A 為 s e r o t o n i n 合 成 途 徑 中   t r y p t o p h a n   h y d r o x y l a s e 之 抑 制 劑 ，

當 投 與 P C P A 後 ， 不 僅 使 腦 內 s e r o t o n i n 濃 度 降 低 （ 2 ， 且 會 引 起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增 加 ⽽ 使 ⾃ 發 運 動 量 明 顯 地 增 加 （ 2 2 ） . （ 2 6 ） ， ⽽ 此 作 ⽤
可 為 B e r o t o n i n 之 前 驅 物 5 - H T P 所 反 轉 ︔ 5 - H T P 為 s e r o t o n i n 之 前 驅 物 ，
能 提 ⾼ 中 樞 s e r o t o n i n 的 含 量 ，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 但 當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P C P A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P C P A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有 顯 著 之 抑 制 現 象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P C P A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則 略 有 增 強 現 象 。 其 次 ， 當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5 - H T P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5 - H T P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有 顯 著 之 增 強 現 象 ︔ 但 當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5 - H T P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則 略 有 拮 抗 之 現 象 。

由 以 上 之 結 果 顯 ⽰ ，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與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的 關 係 ， 於 ⼀ 次 給 藥 時 ， 具 降 低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及 增 強 中 樞 B e r o t o n e r g i c   B y 时 t e m 之 活 性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時
， 則 具 提 昇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s t e m 之 活 性 及 降 低 B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
近 幾 ⼗ 年 來 在 病 理 、 ⽣ 理 及 ⽣ 化 藥 理 之 研 究 ， 指 出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如   d o p a m i n e 、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 a e r o t o n i n 等 與 記 憶 損 害 性 疾 病
如   A l z h e i m e r ' s   d i s e a s e （ A D ） 、 S e n i l e   d e m e n t i a （ S D ） 等 均 有 密 切 之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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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併 ⽤ 與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相 關 之 誘 發 記 憶 障 礙 物 質 如   a c o p o l a m i n e 、
P C A 等 ， 藉 以 聞 述 兩 類 歸 脾 湯 對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及 其 可 能 之
機 轉 。 S c o p o l a m i n e 為 c h o l i n e r g i c   m u s c a r i n i c   r e c e p t o r 之 抑 制 劑 ， 當
投 與 s c o p o l a m i n e 後 ， 可 使 腦 內 c o r t e x 、 h i p p o c a m p u s 、 a t r i a t u m 等 區

域 之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的 濃 度 減 少 ， 降 低 c h o l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 造 成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 1 、 （ ︔ 但 當 歸 脾 湯 與 a c o p o l a m i n e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a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現 象 ，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及 較
⼩ 劑 量 下 之 當 歸 加 遠 志 組 的 改 善 情 形 最 佳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B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現 象 ， 其 改 善 情 形 更 為 顯 著 ， 且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為 最 佳 。 其 次 ， P C A 為 s e r o t o n i n 釋 出 之 促 進 劑 ， 於 給
藥 後 1 0 ～ 3 0 分 鐘 ， 使 中 樞 c o r t e x 、 B p i n a l   c o r d 、 h i p p o c a m p u s 區 之 突
觸 前 神 經 元 B e r o t o n i n 儲 存 區 內 的 B e r o t o n i n ⼤ 量 地 釋 出 ， 致 使 c o r t e x

、 h i p p o c a m p u s 區 之 5 - H T , r e c e p t o r s 活 化 ， 造 成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2 4 . c e ） ， ⽽ 在 上 述 區 域 之 5 H T a r e c e p t o r s 對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之 釋 出 具 極 強
之 抑 制 作 ⽤ 6 9 ， 另 根 據 研 究 報 告 亦 指 出 B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對 學 習 記
憶 之 影 響 次 於 c h o l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 ， 因 此 P C A 之 學 習 記 憶 損 害 作 ⽤ ，
可 能 間 接 經 由 c h o l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 當 歸 脾 湯 與 P C A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P C A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現 象 ，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及 較 ⼩ 劑
量 下 之 當 歸 加 遠 志 組 的 改 善 情 形 最 佳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P C A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現 象 ， 其 改 善 情 形 則 更 為 顯 著 ， 且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為 最 佳 。 另 在 記 憶 之 鞏 固 及 長 期 記 憶 之 形 成 上 ， 蛋 ⽩ 質 合 成 為 ⼀
必 需 之 因 素 ， 因 此 蛋 ⽩ 質 合 成 抑 制 劑 如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C Y C ） 、
a n i a o m y c i n （ A N I ） 、 p u r o m y c i n （ P U R O ） 等 均 能 造 成 記 憶 損 害 現 象 （ W 4 ） ， 故
併 ⽤ 蛋 ⽩ 質 合 成 抑 制 劑 C Y C ， ⽽ 根 據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C Y C 對 記 憶 鞏 固
之 阻 礙 作 ⽤ ， 可 能 為 c h o l i n e r g i c   n e u r o n e 與 5 - H T , r e c e p t o r B 之 聯 結 作
⽤ （ ” ︔ 當 歸 脾 湯 與 C Y C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C Y C 誘 發 之 記 憶 損 害
現 象 ，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及 較 ⼩ 劑 量 下 之 當 歸 加 遠 志 組 的 改 善 情 形 最
佳 ︔ ⽽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對 C Y C 誘 發 之 記 憶 損 害 現 象 ， 其 改 善 情 形
則 更 為 顯 著 ， 且 以 校 註 婦 ⼈ 良 ⽅ 組 為 最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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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以 上 之 結 果 顯 ⽰ ， 在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 對 a c o p o l a m i n e 、 P C A 、
C Y C 等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現 象 的 改 善 情 形 ， 均 以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各 組 的 改 善 作 ⽤ 較 為 顯 著 ， 且 以 歸 脾 湯 校 註 婦 ⼈ 良 ⽅ 組 最 佳 ︔ 因 此 其
作 ⽤ 機 轉 ， 於 ⼀ 次 給 藥 時 ， 可 能 因 增 強 中 樞 h i p p o c a m p u B 、 c o r t e x 等
區 之 c h o l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的 活 性 所 致 ︔ 但 在 ⼆ 週 長 期 給 藥 ， 校 註 婦 ⼈
良 ⽅ 組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可 能 因 直 接 作 ⽤ 於 中 樞 c h o l i n e r g i c
e y   e t e m ， 及 間 接 經 由 抑 制 中 樞 B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活 性 ， 增 加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釋 出 ， ⽽ 造 成 c o r t e x 、 h i p p o c a m p u e 等 區 之 c h o l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活 性 增 強 所 致 ︔ 另 根 據 M e m o   M . 氏 等 之 研 究 報 告 ， a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作 ⽤ ， 可 能 與 抑 制 中 樞 h i p p o c a m p u B 、 f r o n t a l
c o r t e x 區 d o p a m i n e 之 回 轉 率 有 關 （ t u r n o v e r   r a t e ） （ 2 ） ， 及 本 研 究 於 ⾃ 發
運 動 量 測 定 中 發 現 ， 在 ⼆ 週 長 期 給 藥 時 ， 其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與 增 強 中
樞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B y a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因 此 校 註 婦 ⼈ 良 ⽅ 組 防 治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亦 可 能 因 增 強 中 樞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的
關 係 。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 顯 ⽰ 宋 • 嚴 ⽤ 和 濟 ⽣ ⽅ 內 之 歸 脾 湯 ， 於 明 • 薛 ⽴
齋 之 校 註 婦 ⼈ 良 ⽅ 中 加 入 當 歸 及 遠 志 ⼆ 藥 ， 不 論 在 鎮 靜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上 ， 均 較 濟 ⽣ ⽅ 記 載 之 歸 脾 湯 為 佳 ， 但 其 效 果 則 因 服 ⽤
時 間 及 服 ⽤ 劑 量 ⽽ 有 不 同 ︔ 在 單 ⼀ 劑 量 上 ， 對 記 憶 減 退 並 無 明 顯 改 善
， 但 鎮 靜 作 ⽤ 則 隨 劑 量 加 ⼤ ⽽ 增 強 ︔ ⽽ 當 連 續 給 藥 ⼆ 週 時 ， 對 記 憶 減
退 之 改 善 作 ⽤ 漸 增 ， 且 隨 劑 量 加 ⼤ ⽽ 增 強 ， 但 鎮 靜 作 ⽤ 則 以 較 低 劑 量
較 佳 ， 此 情 形 可 做 為 歸 脾 湯 在 臨 床 使 ⽤ 之 參 考 。 至 於 其 鎮 靜 作 ⽤ 之 機
轉 ， 可 能 與 降 低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及 增 強 中 樞
B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 於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機
轉 ， 則 可 能 與 中 樞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a t e m 、
B e r o t o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三 系 統 間 之 調 節 有 關 ， ⽽ 其 中 又 以 增 強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a y a t e m 及 c h o l i n e r g i c   e y a t e m 之 活 性 較 為 重 要 。 因 此
校 註 婦 ⼈ 良 ⽅ 組 對 於 失 眠 症 及 阿 ⽿ 滋 海 默 氏 症 （ A l z h e i m e r ' g   d i s e a s e ）
之 記 憶 減 退 情 形 ， 均 具 防 治 之 作 ⽤ ， 且 較 濟 ⽣ ⽅ 為 佳 ， ⽽ 非 今 ⽇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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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 湯 使 ⽤ 上 之 偏 重 於 ⼼ ⾎ 管 及 ⾎ 液 系 統 ︔ 至 於 其 鎮 靜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作 ⽤ 之 進 ⼀ 步 機 轉 ， 則 有 待 更 深 入 之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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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FFECTS OF GUI-PI-TANG O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ND PASSIVE AVOIDANCE LEARNING IN RATS

by Ming-Tsuen Hsieh

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ntical Sciences
China Medical College

Gui-Pi-Tang was originally described in Ji-Sheng-Fung. It was mainly used for
palpitation, amnesia and insomnia. Until Annotated Women's formulary, its
compositions in addition the compositions in Ji-Sheng-Fang were supplemented
arty maso es separad are Poly are orion or aulasi in formia
described in Ji-Sheng-Fang. Group. B is a formula described in Annotated Women's
formulary. Group C consisted of Radix Angelicae Sinesis and Radix Polygala. The
purpose of our present study is to compare effects of Group A with effects of Group
B on locomotor activity and passive avoidance in ra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its action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Both of Group A and Group B not only prolonged the duration of sleeping time
induced by hexobarbital but also produc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locomotor activity.
However neither Group A nor Group B showed any muscle relaxant effect. Therefore,
both of Group A and Group B had sedative effect. Group B had stronger effect han
Group A. 1.0 g/kg Group B administered consecutively for 2 weeks, i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locomotor activity in rats.

In singl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Group B, it reduced hypermotility induced by
I-dopa plus benserazide, apomorphine and PCPA, and also potentiated hypomotility
induced by haloperidol, a-MT, reserpine and S-HTP. However, in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 Group B, it potentiated hypermotility induced by I-dopa
plus benserazide, apomorphine and PCPA, and also reduced hypomotility induced by
haloperidol and 5-HTP.

In 2-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all of the three groups, they improved the
impairment of learning and memory induced by scopolamine, PCA and cycloheximide
on passive avoidance. Group B had stronger effect than Group A.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the sedative mechanism of Group B might be due to the decrease in central
catecholaminergic activity and the increase in central serotonergic activity. However,
the stimul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and memory of Group B might be due
to the increase in central cholinergic, dopaminergic activity, and the decrease in
central serotonergic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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