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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補 中 益 氣 湯 始 載 於 元   • 李 東 垣 之 脾 胃 論 ， 係 由 ⿈ 耆 、 ⼈ 參 、 柴 胡 、 升
麻 、 ⽩ 朮 、 灸 ⽢ 草 、 陳 ⽪ 、 當 歸 八 味 ⽅ 藥 所 組 成 ， 主 治 脾 胃 氣 虛 、 中 氣 下
陷 者 。 在 現 代 的 臨 床 藥 理 研 究 報 告 中 指 出 補 中 益 氣 湯 具 有 鎭 靜 作 ⽤ ， 然 其
機 轉 並 未 ⾒ 有 探 討 ︔ 另 外 ⽇ 本 山 本 的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補 中 益 氣 湯 治 療 健 忘 及
⽼ 年 痴 呆 也 有 效 。 據 初 步 研 究 ， 本 ⽅ ⼀ 次 給 藥 顯 ⽰ 有 鎭 靜 作 ⽤ ， 連 續 給 藥
⼀ 週 則 顯 ⽰ 有 興 奮 作 ⽤ 。 因 此 本 研 究 之 ⽬ 的 除 了 探 討 本 ⽅ ⼀ 次 給 藥 之 鎮 靜
作 ⽤ 機 轉 及 連 續 給 藥 ⼀ 週 之 興 奮 作 ⽤ 機 轉 之 外 ， 亦 探 討 其 是 否 能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 另 外 本 研 究 依 君 臣 佐 使 藥 性 之 不 同 將 補 中 益 氣 湯 分 為 三 組 ， 比 較 其
⽅ 劑 組 成 之 意 義 ， 以 促 進 中 醫 藥 之 科 學 化 。 獲 致 結 果 如 下 ：
⼀ 次 給 藥 組 之 A 、 B 、 C 三 組 在 ⼤ 劑 量 時 皆 明 顯 延 長 由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所 誘 發 之 睡 眠 時 間 ︔ 連 續 給 藥 組 之 三 組 在 ⼤ 劑 量 時 皆 明 顯 縮 短 睡 眠 時 間 。
連 續 給 藥 組 之 C 組 ⼤ 劑 量 時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給 藥 後 之   s t e p - t h r o u g h   l a t e n c y
（ S T L ）   有 明 顯 延 長 作 ⽤ ， ⽽ A 、 B 、 C   三 組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給 藥 後 之   S T L
有 明 顯 延 長 作 ⽤ 。 在 ⾃ 發 運 動 量 的 試 驗 中 ， 採 ⽤ C 組 （ 1 . 0 g / k g ） 來 探 討 其 鎮
靜 作 ⽤ 機 轉 ， 結 果 顯 ⽰ ⼀ 次 給 藥 後 可 降 低 由   a p o m o r p h i n e 、 P C P A   所 誘 發 之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 加 強 由   a - M T 、 5 - H T P   h a l o p e r i d o l   所 誘 發 之 運 動 量 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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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 連 續 給 藥 後 可 加 強 由   a p o m o r p h i n e 、 P C P A   所 誘 發 之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 拮 抗 由   a - M T 、 5 - H T P 、 h a l o p e r i d o l   所 誘 發 之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
綜 合 以 上 之 研 究 結 果 ， 顯 ⽰ 元 • 李 東 垣 脾 胃 論 之 補 中 益 氣 湯 在 ⼀ 次 給

藥 （ ⼤ 劑 量 ） 後 具 有 鎭 靜 作 ⽤ ， 連 續 給 藥 （ ⼤ 劑 量 ） 後 具 有 興 奮 作 ⽤ 。 全
⽅ （ C 組 ） 在 ⼤ 劑 量 連 續 給 藥 後 對 於 記 憶 之 獲 得 、 鞏 固 有 明 顯 之 改 善 ， 顯
⽰ 其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機 轉 可 能 與 增 強 中 樞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及
p r o t e i n   s y n t h e s i s   之 活 性 有 關 ， ⽽ A 、 B 組 則 可 能 與 增 強   p r o t e i n   s y n t h e s i s   之
活 性 有 關 。 此 外 ， 全 ⽅ （ C 組 ） 之 鎭 靜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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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 增 強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 全 ⽅
（ C 組 ） 之 興 奮 作 ⽤ 機 轉 可 能 與 強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 降 低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前 ⾔

現 今 之 社 會 由 於 競 激 烈 、 ⼯ 作 繁 忙 ， 造 成 ⼈ 們 情 緒 緊 張 、 精 神 狀 態 不
穩 ， 因 此 導 致 了 罹 惠 ⼼ 神 不 寧 及 尖 眠 焦 慮 等 息 者 之 激 增 。 在 臨 床 上 多 使 ⽤ 西
樂   B a r b i t u r a t e s   或 B e n z o d i a z e p i n e s   治 療 ， 但 此 類 藥 物 常 令 悲 者 發 ⽣ 思 、 疲
倦 、 耐 樂 性 、 反 應 邏 鈍 飩 、 普 積 及 進 ⾏ 性 健 忘 症 ！ 、 學 習 記 憶 師 礙 ② 2   等 嚴 重 副
作 ⽤ ， 更 使 得 阿 ⽿ 滋 游 默 氏 症 （ A l z h e i m e r ‘ s   d i s e a s e ） 及 ⽼ 年 痴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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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 加 ， 增 添 了 更 多 的 社 會 問
題 。 浓 尋 找 治 療 尖 眼 症 旦 不 影 費 學 習 記 憶 之 理 想 藥 物 實 爲 ⽇ 前 刻 不 容 級 的 F
作 。
著 者 因 此 進 ⾏ 本 研 究 ， 新 以 找 出 可 治 療 失 眼 症 且 不 影 響 學 習 記 憶 之 中 藥

⽅ 劑 ， ⽽ 從 中 藥 典 籍 中 選 ⽤ 主 治 “ 脾 T 氣 点 、 中 氣 下 陷 酱 ” 之 補 ⼩ 益 氣 湯 進 ⾏
硏 究 。 補 中 盆 氣 湯 ⾸ 載 於 元 • 李 東 ⾎ 之 脾 置 論 ， 係 由 ⿈ 將 、 ⼈ 參 、 升 嘛 、 柴
胡 、 ⽩ 朮 、 陳 ⽪ 、 當 歸 、 炙 ⽢ 草 等 八 味 藥 所 組 成 。 現 代 樂 理 學 實 驗 對 補 中 盆
氣 湯 多 偏 ⽖ 於 胃 腸 機 能 之 實 驗 研 究 ， 姚 ⾏ 報 告 指 出 補 中 益 氣 湯 具 有 鎮 都 作 ⽤
且 ⽇ 本 山 本 的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補 ⼩ 盆 氣 湯 治 療 健 忘 及 ⽼ 个 性 痴 果 症 也 有 效 ， 然
其 機 轉 皆 未 ⾒ 有 探 討 。 故 著 者 擬 以 現 代 ⾏ 爲 藥 理 學 相 關 實 驗 ⽅ 法 ， 如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順 眼 時 問 、 ⽇ 發 证 動 最 與 避 哜 學 科 反 應 等 試 驗 ， 來 探 討 其
鎮 都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 ⾯ 之 樂 理 作 ⽤ 及 其 作 ⽤ 機 艸 。
實 驗 依 習 臣 佐 使 藥 之 作 ⽤ ， 將 補 中 益 氣 湯 分 爲 三 組 以 比 校 其 ⽅ 劑 組 成 之

意 義 ， 促 進 中 醫 樂 之 科 學 化 。 （ 1 ） 升 陽 盆 氣 組 （ L I   A   組 ） ： 蘋 、 ⼈ 參 、 升 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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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 胡 。 （ 2 ） 健 脾 和 中 組 （ 即 B   組 ） ： ⽩ 朮 、 陳 ⽪ 、 我 ⽢ 草 、 當 靡 。 （ 3 ） 補 中 盆 氣 湯
組 （ 即 C 組 ） ： ⿈ 耆 、 ⼈ 參 、 升 麻 、 柴 湖 、 ⽩ 朮 、 陳 ⽪ 、 炙 ⽢ 草 、 當 歸 。 本 研 究
冀 能 ⾃ 我 國 傳 統 醫 藥 寶 庫 中 篩 選 出 治 療 失 眼 症 與 促 進 學 習 記 憶 能 ⼒ 之 中 藥
⽅ 劑 ， 並 藉 現 代 ⾏ 念 藥 理 實 驗 ⽅ 法 予 以 探 討 、 研 究 其 對 中 概 神 經 系 統 的 作
⽤ 。

材 料 與 ⽅ 法

⼀ 、 實 驗 藥 材 ：
補 中 益 氣 湯 各 藥 材 來 源 為 ：

1 . ⿈ 耆 ： 爲 ⾖ 科 （ L e g u m i n o s a e ） 植 物 ⿈ 耆 A s t r a g a l u s   m e m b r a n a c e u s
（ F I s C r . ）   B G E   的 乾 燥 根 。

2 . ⼈ 參 ： 爲 五 加 科 （ A r a l i a c e a e ） 植 物 ⼈ 參 P a n a x   g i n s e n g   C . A .   M E Y B R
的 乾 燥 根 。

3 . 當 歸 ： 爲 繖 形 科 （ U m b e l l i f e r a e ） 植 物 當 歸 A n g e l i c a   s i n e n s i s
（ O L I v E R ）   D I L S .   的 乾 燥 根 。

4 . ⽩ 朮 ： 爲 菊 科 （ C o m p o s i t a e ） 植 物 ⽩ 朮 A t r a c t y l o d e s   m a c r o c e p h a l a
K o r p z .   的 乾 燥 根 莖 。

5 . ⽢ 草 ： 爲 ⾖ 科 （ L e g u m i n o s a e ） 植 物 ⽢ 草 G l y c y r r h i z a   u l e n s i s
F i s c r B R   e t   D c . 的 乾 燥 根 及 根 莖 。

6 . 陳 ⽪ ： 為 芸 ⾹ 科 植 物 橘 C i t r u s   r e t i c u l a t a   B L A N C O .   的 乾 燥 成 熟
果 ⽪ 。

7 . 升 嘛 ： 爲 ⽑ 茛 科 （ R a n u n c u l a c e a e ） 植 物 ⼤ 三 葉 升 嘛 C i m i c i f u g a
h e r a c l e i f o l i a   K O M . 的 乾 燥 根 莖 。

8 . 柴 胡 ： 爲 繖 形 科 植 物 柴 胡 B u p   f e u r u m   c h i n e n s e   D c . 的 乾 燥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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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實 驗 將 補 中 氣 湯 分 成 下 列 三 組 及 其 比 率 如 下 ：
（ 1 ） 升 陽 益 氣 組 ： ⿈ 耆 ： ⼈ 參 ： 升 麻 ： 柴 胡 = 5 : 3 : 3 : 3
（ 2 ） 健 脾 和 中 組 ： ⽩ 北 ： 陳 ⽪ ： 炙 ⽢ 草 ： 當 歸   = 3 ： 2 : 5 : 1
（ 3 ） 補 中 盆 氣 湯 組 ： ⿈ 耆 ： ⼈ 參 ： 升 麻 ： 柴 胡 ： ⽩ 朮 ： 陳 ⽪ ：

炙 ⽢ 草 ： 當 歸 = 5 : 3 : 3 : 3 : 3 : 2 : 5 : 1
將 上 述 三 組 藥 材 分 別 依 比 率 配 製 後 ， 再 以 ⽔ 抽 取 ⼀ 濃 縮 ⼀ > 乾 燥 ， 即 得 各 組
之 粗 抽 取 物 。

⼆ 、 實 驗 試 藥 ：

Hexobarbital ' Scopolamine HBr ' Cycloheximide (Sigma) '

Haoperidol • 5-hydroxytryptophan(5-ITP) › Apomorphine ,

dl-p-chloropheny lanaline(PCPA) ' a-methyl-p-tyrosine methyl

ester lIcl(a-MT)

三 、 實 驗 動 物 ：
（ 1 ）   I C R 系 雄 性 ⼩ 鼠 ， 體 重 1 8 ～ 2 5 公 克 。
（ 2 ）   S p r a q u e - D a w l e y 系 雄 性 ⼤ 鼠 ， 體 重 1 8 0 - 2 5 0 公 克 。

四 、 寶 驗 步 驟 ：
（ ⼀ ） 對 H l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的 睡 眠 時 間 之 影 響 ：
補 中 益 氣 湯 三 組 藥 材 粗 抽 取 物 分 爺 以 不 同 劑 量 ⼜ 服 給 藥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 ⼀ 次 給 藥 組 於 ⼜ 服 ⼀ ⼩ 時 後 （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則 每 天 給 藥
⼀ 次 連 續 給 ⼀ 週 ， 於 第 八 天 給 藥 6 0 分 鐘 後 ） ， 腹 腔 注 射 l l e x o b a r b i   t a l   （ 1 0 0
m g / k g ） ， 誘 發 睡 眠 ， 觀 察 記 錄 從 注 射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後 至 ⼩ ⽩ 鼠 之 正 向 反 射
（ r i g h t i n g   r e f l e x ） 消 失 時 間 （ o n s e t ） 及 從 正 向 反 射 消 失 至 恢 復 的 時 間
(sleeping time, duration) • #JI*#*sali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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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運 動 量 之 測 定 ⾜ 使 ⽤ 動 物 運 動 量 測 定 装 置 （ M K - A N I M E X   A c t i v i t y   M e t e r

M o d e l   S E ， M u r o m a c h i   K i k a i   C o . ，   L t d .   J a p a n ） ， 敏 感 度 定 為 3 5   从 A ， 記
錄 ⼤ 鼠 經 ⼜ 服 給 予 補 中 益 氣 湯 三 組 藥 材 粗 抽 取 物 後 之 各 種 活 動 ⾏ 爲 變 化 （ 包 括
⾛ 動 、 站 ⽴ 、 飭 、 嗤 ⿐ 等 ）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 ⼀ 次 給
藥 組 於 ⼜ 服 不 同 劑 量 之 補 中 盆 氣 湯 三 組 藥 材 粗 抽 取 物 5 5 分 鐘 後 （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則 每 天 給 藥 ⼀ 次 ， 連 續 給 ⼀ 週 ， 於 第 八 天 給 藥 5 5 分 鐘 後 ） ， 放 入 測 定 裝 置 內 適 應
5 分 鐘 再 開 始 記 錄 ，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每 組 6 隻 。 實 驗 從 上 ： 午 八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 對 照 組 給 s a l i n e 。

（ 三 ） 對 改 變 腦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同 ⽅ 法 ⼆ ， 寶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 ⼀ 週 給 藥 組 於 ⼜ 服 不 同

劑 量 之 補 中 盆 氣 湯 三 組 藥 材 粗 抽 取 物 5 5 分 鐘 後 （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則 每 天 給 藥 ⼀
次 ， 連 續 給 藥 ⼀ 週 ， 於 第 八 天 給 藥 5 5 分 鐘 後 ） ， 再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于 測
定 前 5 分 鐘 將 ⼤ 鼠 放 入 測 定 裝 置 內 適 應 5 分 鐘 再 開 始 記 錄 ， 觀 察 並 連 續 記 錄 2 ⼩
時 ， 每 組 6 隻 。 實 驗 從 上 午 八 時 至 下 午 六 時 。 對 照 組 給 s a l i n e 。
本 實 驗 所 使 ⽤ 於 改 變 腦 內 m o n o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n 物 質 之 劑 量 及 時 間 分 別 爲 ：

a - M T （ 5 0   m g / k g ， i . p . ） 2 ⼩ 時 前 給 藥 ， a p o m o r p h i n e （ 0 . 3   m g / k g ， s . c . ） 1 0 分 鐘
前 給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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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I T P （ 5 0   m g / k g ，
i . p . ） 5 分 鐘 前 給 藥 ， P C P A （ 2 0 0   m g / k g ， i . p . ） 2 1 ⼩ 時 前 給 藥 。

（ 四 ） 對 ⼤ 鼠 單 向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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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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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0 c m ） 的 箱 ⼦ 及 其 控 制 器   （ M C U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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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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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室 上 ⽅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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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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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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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 閘 ⾨ ，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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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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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3 ） 。
（ 五 ） 對 誘 發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 ⼀ 次 給 藥 組 則 將 補 中 盆 氣 湯 三 組
藥 材 粗 抽 取 物 於 訓 練 前 1 ⼩ 時 以 不 同 劑 量 ⼜ 服 給 予 ， 再 與 下 述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併 ⽤ ， 依 前 法 （ ⽅ 法 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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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週 連 續 給 藥 組 則 每 天 分 別 給 補 中 益 氣 湯 三 組 藥 材 粗 抽 取 物 ⼀ 次 ， 連 續 給 ⼀ 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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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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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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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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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 ：

S c o p o l a m i n e   I I B r （ I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1 4 （ 膽 鹼 接 受 器 組 斷
劑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2 . 5 m g / k g ， s . c . ） 於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1 5 ） （ 蛋 ⽩ 質 ⽣ 合 成
抑 制 劑 ） 。

（ 六 ） 熱 板 法 （ 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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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試 驗 之 ⽬ 的 為 探 討 藥 物 對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有 影 響 是 否 與 痛 閥 的 提 升 有 關
（ 1 7 ） 。 本 試 驗 使 ⽤ 體 重 1 8 - 2 5 公 克 之 I C R 雄 性 ⼩ 鼠 ， 將 ⼩ 鼠 放 置 於 實 驗 箱 的 定 溫 板
上 （ 5 5 = 0 . 5 ° C ） ， 外 單 以 透 明 壓 克 ⼒ 圓 筒 。 實 驗 前 ， ⾸ 先 測 出 給 藥 前 之 反 應 時 間
（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 經 5 分 鐘 後 ， 再 測 之 ， ⼆ 次 反 應 時 間 差 在 5 秒 以 內 者 篩 選 做 此
項 實 驗 。

（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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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 驗 結 果

⼀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如   T a b l e   1 . 所 ⽰ ， ⼩ ⽩ 鼠 不 論 經 由 ⼜ 服 或 腹 腔 給 予 補 中 益 氣 湯 （ P u - C h m g - I - C h i -
T a n g ， P C T ） 各 組 萃 取 物 ， 雖 可 ⾒ 其 活 動 量 明 顯 增 加 ， 但 其 L D 5 0 均 ⼤ 於 1 0 g / k g ， 故 顯 ⽰
補 中 益 氣 湯 各 組 萃 取 物 之 毒 性 極 ⼩ 甚 或 無 毒 性 。

Table 1 . Acute toxicity o f PCT extracts i n mice.

（ 1 ）   A 組 君 臣 藥 （ 升 陽 益 氣 粗 ） ： ⿈ 耆 、 ⼈ 參 、 升 麻 、 柴 胡
（ 2 ） . B 組 佐 使 藥 （ 健 脾 和 中 組 ） ： ⽩ 朮 、 陳 ⽪ 、 當 歸 、 ⽢ 草
（ 3 ） C 組 補 中 盆 氣 湯 組 ： ⿈ 耆 、 ⼈ 參 、 升 麻 、 柴 胡 、 ⽩ 朮 、 陳 ⽪ 、 當 歸 、 ⽢ 草

Drugs Routes LD50 (g/kg)
Group A P. O. > 10

I.P. > 10
Group B P. O. > 10

I.P. > 10
Group C P.O. > 10

I.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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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所 誘 發 睡 眠 時 間 之 影 響

如   T a b l e   2 . 所 ⽰ ， 對 l l e x o b a b i t a l 所 誘 發 之 睡 眠 時 間 ， ⼀ 次 給 藥 實 驗 組 中 C組 （ 1 . 0   g / k g ） 之 o n s e t 時 間 縮 短 ， 在 ⼩ 劑 量 （ 0 . 1 g / K g ） 下 三 組 之 s l e e p i n g   t i m e
均 有 縮 短 現 象 ， 在 ⼤ 劑 量 （ 1 . 0 g / k g ） 下 三 組 之   s l e e p i n g   t i m e   均 有 顯 著 延 長 現
象 。 連 續 給 藥 實 驗 組 在 ⼩ 劑 量 （ 0 . 1   g / k g ） 下 A 組 對 o n s e t 時 間 無 影 響 ， 其 餘 ⼆ 組
有 延 長 o n s e t 時 間 之 作 ⽤ 。 在 ⼤ 劑 量 （ 1 . 0 g / k g ） 下 三 組 對 o n s e t 時 間 有 明 顯 延 長
現 象 ︔ ⽽ 三 組 對 s l e e p i n g   t i m e 有 明 顯 縮 短 現 象 。

Table 2. Effect of PCT extracts on the Hexobarbital-induced hypnosis
in mice.

Drugs Dose(g/kg)P.0. Onset(min) Sleeping time
(min)

Single
Control 4 . 2 ⼟ 0 . 1 4 7 . 8 ⼟ 0 . 6
Group A 0.1 4 . 3 ⼟ 0 . 2 ： 4 0 . 1 ⼟ 0 .   *

1.0 4 . 0 ⼟ 0 . 4 5 7 . 2 ⼟ 0 . 2 * *
Group B 0.1 4 . 2 ⼟ 0 . 3 4 0 . 0 ⼠ 0 . 1 *

1.0 4 . 1 ⼟ 0 . 1 5 5 . 2 ⼟ 0 . 3 * *
Croup C 0.1 4 . 0 ⼟ 0 . 2 4 0 . 3 ⼟ 0 . 1 *

1.0 3 . 8 ⼟ 0 . 1 * 6 0 . 6 ⼟ 0 . 3 * *
One week
Control 4 . 3 ⼟ 0 . 3 4 3 . 8 ⼠ 0 . 6
Group A 0.1 4 . 2 ⼟ 0 . 2 4 6 . 9 ⼟ 0 . 1

1.0 6 . 2 ⼟ 0 . 3 * * 2 6 . 6 ⼟ 0 . 2 * *
Group B 0.1 4 . 1 ⼟ 0 . 3 * 4 6 . 4 ⼟ 0 . 2

1.0 6 . 3 ⼟ 0 . 2 * * 2 6 . 9 ⼟ 0 . 2 * *
Group C 0.1 4 . 1 ⼟ 0 . 2 * 4 9 . 3 ⼠ 0 . 4

1.0 6.4÷0.1** 27.4$0.3**
（ 1 ） A 組 君 臣 藥 （ 升 陽 益 氣 粗 ） ： ⿈ 耆 、 ⼈ 參 、 升 麻 、 柴 胡
（ 2 ） B 組 佐 使 藥 （ 健 脾 和 中 組 ） ： ⽩ 朮 、 陳 ⽪ 、 當 歸 、 ⽢ 草
（ 3 ） C 組 補 中 益 氣 湯 組 ： ⿈ 耆 、 ⼈ 參 、 升 麻 、 柴 胡 、 ⽩ 朮 、 陳 ⽪ 、 當 歸 、 ⽢ 草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for six rats.
PCT: Pu-Chung-I-Chi-Tang
Onset: time from drug injection to righting reflex disappear.
Sleeping time: time from onset to righting reflex recovery.
*p ‹ 0.05, **p <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NOVA for
repr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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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鎭 痛 試 驗

如   T a b l e   3 . 所 ⽰ ， 各 組 萃 取 物 在 ⼩ 劑 量 （ 0 . 1   g / k g ） 下 均 無 鎮 痛 作 ⽤ ， ⽽ 在
⼤ 劑 量 （ 1 . 0 g / k g ） 下 ， ⼀ 次 給 藥 實 驗 中 ， A 組 在 給 藥 6 0 分 鐘 、 B 組 在 給 藥 3 0 及 6 0
分 鐘 、 C 組 在 給 藥 3 0 ， 6 0 及 9 0 分 鐘 均 有 鎮 痛 作 ⽤ 。 連 續 給 藥 實 驗 中 ， A 、 B 及 C 三
組 均 無 鎮 痛 作 ⽤ 。
Table 3. Analgesic effect of PCT extracts in mice.

Drugs Dose (g/kg)P.0. 30 min 60 min 90 min
Single
Control - 1 0 . 6 ⼟ 4 . 3 - 3 3 . 5 ⼟ 6 . 7 - 2 2 . 6 ⼟ 4 . 1
Group A 0.1 - 1 4 . 9 ⼟ 8 . 5 - 3 3 . 9 ⼟ 1 0 - 2 8 . 0 ⼟ 4 . 7

1.0 - 1 . 9 ⼟ 6 . 5   - 1 0 . 7 ⼟ 5 . 3 - 8 . 1 ⼟ 6 . 2
Group B 0.1 - 1 3 . 0 ⼟ 1 1 . 4   - 2 2 . 0 ⼠ 1 5 . 3 - 2 9 . 6 ⼟ 1 2 . 6

1.0 - 2 . 3 8 ⼟ 2 . 7 *   - 9 . 8 ⼟ 4 . 2 * - 2 3 . 9 ⼟ 5 . 9
Goup C 0.1 - 1 3 . 2 ⼟ 7 . 8   - 1 4 . 3 ⼟ 1 0 . 5   - 3 6 . 3 ⼟ 8 . 1 •

1.0 - 4 4 . 5 ⼟ 1 . 6 *   - 5 5 . 2 ⼟ 3 . 9 * - 5 5 . 9 ⼟ 2 . 4 *
One week
Control - 1 2 . 9 ⼟ 6 . 5 - 1 9 . 3 ⼟ 3 . 7 - 2 2 . 6 ⼟ 5 . 7
Group A 0.1 - 3 7 . 2 ⼟ 9 . 1   - 2 7 . 0 ⼟ 1 0 . 3 - 5 9 . 3 ⼟ 1 0 . 5

1.0 - 1 1 . 8 ⼟ 2 . 5 - 1 1 . 2 ⼟ 5 . 7 - 1 7 . 3 ⼟ 6 . 3
Group B 0.1 - 7 . 0 ⼟ 6 . 1 -15.0$7.0 -37.6$5.1

1.0 - 2 4 . 8 ⼟ 8 0 -7.7$4.7 - 2 6 . 7 ⼟ 9 . 0
Group C 0.1 - 2 9 . 2 ⼟ 7 . 2 - 2 1 . 8 ⼟ 5 . 6 - 4 0 . 3 + 5 . 2

1 . 0 -10.0$3.2 2 5 . 3 ⼟   3 . 6 - 3 5 . 3 ⼟ 1 . 2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for six rats.
PCT: Pu-Chung-I-Chi-Tang

Time of postadministration - Time of Preadministration
Mean=- X 100%

Time of P r e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р < 0.05, **p <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CANOVA for
repr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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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對 誘 發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如   T a b l e   4 . 所 ⽰ ， ⼀ 次 給 藥 實 驗 中 ， 在 較 ⼤ 劑 量 下 • A 、 B 及 C 三 組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s t e p - t h r o u g h   l a t e n c i e s   （ S T L ） 均 有 明 顯 延 長 作 ⽤ 。 連 續
給 藥 實 驗 中 ， 在 較 ⼤ 劑 量 下 ， A 及 B 組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s t e p - t h r o u g h
l a t e n c i e s   （ S T L ）   均 有 明 顯 縮 短 作 ⽤ ︔ ⽽ C 組 則 有 延 長 作 ⽤ 。

Table 4. Effect of PCT extracts on scopolamine-induced impairment of
inhibitory passive avoidance in rats.

Drugs Dose(g/kg)P.O. Step-through latencies (sec)
Single
Cont ro l > 300
Scopolamine 6 . 8 ⼟ 0 . 5
Group A 0.1 7 . 4 ⼟ 0 . 5

1.0 1 2 . 4 ⼟ 0 . 6 * *
Group B 0.1 8 . 3 ⼠ 2 . 0

Croup C
1.0 1 0 . 5 ⼟ 0 . 6 * *
0.1 8 . 4 ⼟ 1 . 3
1.0 1 1 . 1 ⼟ 0 . 4 * *

One week
Control > 300
Scopolamine
Group A

17.2$0.3
0.1 1 6 . 5 ⼟ 0 . 4

Group B
1.0 1 1 . 4 ⼟ 1 . 1 * *
0.1 1 6 . 9 ⼟ 0 . 1
1.0 1 0 . 7 ⼟ 0 . 8 * *

Group C 0.1 1 6 . 5 ⼟ 0 . 2
1.0 1 8 3 . 6 ⼟ 9 . 6 * *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for six rats.
PCT: Pu-Chung-I-Chi-Tang
*р ‹ 0.05, **p <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NOVA for
repr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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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T a b l e   5 . 所 ⽰ ， ⼀ 次 給 藥 實 驗 中 ， 在 較 ⼤ 劑 量 下 ， A 、 B 及 C 三 組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s t e p - t h r o u g h   l a t e n c i e s   （ S T L ） 均 無 影 響 。 連 續 給 藥 實
驗 中 ， 在 較 ⼤ 劑 量 下 ， A 、 B 及 C 三 組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S T L   均 有 明 顯 延 長
作 ⽤ 。

Table 5. Effect of PCT extracts on cycloheximide-induced impairment
of inhibitory passive avoidance i n ra t s .

Drugs Dose(g/kg)P.O. Step-through latencies (sec)
Single
Control > 300
Cycloheximide 10.9$0.2
Group A 0.1 11.1$0.3

1.0 1 0 . 5 ⼟ 0 . 4
Group B 0.1 1 1 . 0 ⼟ 0 . 3

1.0 12.2$1.0
Croup C 0.1 1 2 . 8 ⼟ 0 : 7

1.0 1 1 . 5 ⼟ 0 . 3
One week
Control
Cycloheximide

> 300
1 3 . 2 ⼟ 0 . 6

Group A 0.1 1 2 . 8 ⼟ 0 . 5
1.0 5 1 . 7 ⼟ 0 . 4 * *

Group B 0.1 1 2 . 6 ⼟ 0 . 7
1.0 2 9 . 6 ⼟ 0 . 8 * *

Group C 0.1 1 6 . 5 ⼟ 0 . 2
1.0 6 6 . 6 ⼟ 1 . 1 * *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SEM for six rats.
PCT: Pu-Chung-I-Chi-Tang
*P ‹ 0.05, **p <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CANOVA fo!
repr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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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祁 中 益 氣 湯 粗 扯 取 物 對 ⾃ 發 動 ⼏ 之 能 怨

如 圖 ⼀ 所 ⽰ ， 以 補 中 益 氣 湯 C 和 （ 1 . 0 g / k g ） ⼀ 次 ⼜ 服 給 予 ⼤ 鼠 後 ， 可 彼 ⼤
鼠 之 ⾃ 發 迎 助 八 制 降 低 （ P < 0 . 0 1 ） ： 然 和 中 益 氣 湯 （ 1 . 0 g k g / d a y ， p . o . ） 逃 粒 給
予 ⼤ 鼠 ⼀ 週 後 ， 卻 使 ⼤ 鼠 之 ⾃ 發 動 量 顯 著 加 （ p < 0 . 0 1 ） 。

(A) (B)

1200 г

8 0 0

4 0 0

con t ro l 0.1 1.0 cont ro l 0.1

Fig. 1. Effect of PCT on locolor activity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lter single dose of PCT.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ter the last dose of 1-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PCT.
PCT: Pu-Chung-I-Chi-Tang.
*p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N=6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1.0 (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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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補 中 益 氣 湯 料 扯 取 物 對 改 . 腦 內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 發 迎 動 丘 之 影 辉

（ 1 ） 如 劉 ⼆ 所 ⽶ ， 單 猫 給 予   a - M T （ 5 0   m g / k g ， i . p . ） 後 ， 可 降 低 ⼤ 鼠 之 ⾃
發 助 丘 • 補 ⼩ 益 氣 湯 （ 1 . 0 g k g ， p . o . ） 併 ⼑   a - M T 後 ， 可 ⼤ 鼠 之 ⾃ 發 迎
動 量 降 低 （ p < 0 . 0 5 ） ︔ 然 中 益 氣 湯 （ 1 . 0 g / k g / d a y ， p . o . ） 連 續 給 予 ⼤ 鼠 ⼀ 週 後 ，
再 併 ⽤   a - M T ， 卻 能 指 抗 上 逃 ⼤ 鼠 動 且 降 低 之 現 象 （ p < 0 . 0 1 ） 。

1000 г 1200 г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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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 
2h

rs

750 T

8 0 0 -

500.-

400 -
250

C o n t r o l a - M T
0

PCT a-MT/PCT Cont ro l a - M T РСТ а-МТ/РСТ

Fig. 2. Effect of PCT on the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induced by a-MT in
rats.
(A)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ter single dose of 1.0 g/kg PCT.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ter the last dose of 1-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day PCT.
*p<0.05, **p<0.01 as compared with a-MT group. N=6.(ANOV̂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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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如 三 所 ⽰ ， 單 獨 給 淨   a p o m o r p h i n e （ 0 . 3   m g / k g ， s . c . ） 後 ， 可 加 ⼤
鼠 之 ⾃ 發 迎 動 」 。 郁 中 益 氣 湯 （ 1 . 0 g / k g ， p . o . ） 供 後 ， 可 拈 抗 上 逃 ⼤ 鼠
助 此 增 加 之 現 象 （ p < 0 . 0 5 ） ︔ 然 神 中 益 氣 湯 （ 1 . 0   g / k g / d a y ， P . 0 . ） 逃   給 予 ⼤ 鼠 ⼀
迥 後 ， 7 伊 ⼑   a p o m n o r p h i n c ， 卻 ：   上 逃 ⼤ 鼠 则 ⽫ 加 之 現 象 （ p < 0 . 0 1 ） •

1500 (A) 1500 **(B)

≥ 1.200

2h
A

cti
v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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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s 9 0 0

6 0 0

300 T

1200 T
9 0 0

600

3 0 0

0
control APO PCT APO/PCT c o n t r o l APO РСТ АРО/РСТ

Fig. 3. Effect of PCT on the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induced by
apomorphine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ter single dose of 1.0 g/kg PCT.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er the last dose of 1-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day PCT.
PCT: Pu-Chung-I-Chi-Tang.
**p<0.01 as compared with APO. group(ANOVA for repc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s lest)

- 14 -



（ 3 ）   如 少 四 / ⽰ ， 單 獨 給 予   h a l o p e r i d o l （ 0 . 0 1   m g k g ， i . p . ） 後 ， 可 降 低 ⼤
吼 之 ⼜ 發 巡 動   • 沿 袖 中 統 纸 沙 （ 1 . 0   g / k g • P . o . ） 併 ⽉ h a l o p c r i d o l 後 ， 可 使 ⼈
鼠 之 ⾃ 發 運 動 ⼏ 降 低 （ p < 0 . 0 1 ） ： 然 初 中 盆 氣 湯 （ 1 . 0 g / k g d a y ， p . o . ） 續 給 予 ⼀
週 後 ， 可 併 川   h a l o p c r i d o l ， 卻 能 情 抗 上 述 ⼈ 巡 助 瓜 隊 低 之 現 象 （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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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ffect of PCT on the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induced by
haloperidol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er single dose of 1.0 g/kg PCT.
(B) The activily was ineasured 1 hr afler the last dose of 1-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day PCT.
PCT: Pu-Chung-I-Chi-Tang.
**p<0.01 as compared with HAL. group N=6.(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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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如 圖 五 所 ⽰ ， 單 獨 給 予 5 - H T P （ 5 0   m g / k g ， i . p . ） 可 降 低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 當 補 中 益 氣 湯 （ 1 . 0 g / k g ， p . o . ） 併 ⽤ 5 - H T P 後 ， 可 使 ⼤ 鼠 之 ⾃ 發 運 動
最 降 低 （ p < 0 . 0 1 ） ︔ 然 補 中 益 氣 湯 （ 1 . 0 B / k B / d a y . ， p . o . ） 連 續 給 予 ⼀ 週 後 ， 再 併
⽤ 5 - H T P ， 卻 能 拮 抗 上 ⼤ 鼠 運 動 量 降 低 之 現 象 （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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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Effect of PCT on the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induced by 5-HTP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Ir after single dose of 1.0 g/kg PCT.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ter the last dose of 1-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day PCT.
PCT: Pu-Chung-I-Chi- Tang.

• **p<0.01 compared with S-HTP group.N=6.(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s test)

— 16 -



（ 5 ） 如 圖 六 所 ⽰ ， 單 獨 給 予   P C P A （ 2 0 0 m g / k g ， i p . ） 可 增 加 ⼤ 鼠 之 ⾃ 發 運
康 • 常 補 中 益 氣 湯 （ 1 . 0 g / k g ， p . o . ） 併 ⽤ P C P A 後 ， 可 指 扰 上 逃 ⾃ 發 迎 叫 显
增 加 之 現 象 （ p < 0 . 0 1 ） ︔ 然 補 中 益 氣 湯 （ 1 . 0 g / k g / d a y ， p . o . ） 連 續 給 予 ⼀ 週 後 ，
再 併 ⽤   P C R A ， 卻 能   強 上 述 ⼤ 鼠   昆   加 之 現 象 （ p < 0 .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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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Effect of PCT on the changes in locomotor activity induced by PCPA in
rats.
(A)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hr after single dose of 1.0 g/kg PCT.
(B) The activity was measured 1 lar after the last dose of 1-week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 of 1.0 g/kg/day PCT.
PCT: Pu-Chung-I-Chi- Tang.
**p<0.01 compared with PCPA group. N=6.(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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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在 現 代 的 臨 床 藥 理 研 究 報 告 中 指 出 ， 補 中 益 氣 湯 具 有 鎮 靜 作 ⽤ ︔ 根 據 初
步 研 究 ， 補 中 盆 氣 湯 ⼀ 次 給 藥 顯 ⽰ 有 鎮 靜 作 ⽤ ， 連 續 給 藥 ⼀ 週 顯 ⽰ 有 興 奮 作
⽤ 。 為 探 討 補 中 益 氣 湯 是 否 具 有 鎭 靜 作 ⽤ ， 本 研 究 以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睡 眠
時 間 及 測 定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來 探 討 補 中 益 氣 湯 之 鎮 靜 作 ⽤ ， 結 果 顯 ⽰ ⼀ 次
給 予 較 ⾼ 劑 量 （ 1 . 0 g / k g ） 時 以 C 組 可 顯 著 延 長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之 唾 眠 時 間 ︔
⽽ 連 續 ⼀ 週 給 藥 後 ， 三 組 皆 可 顯 著 縮 短 h e x o b a r b i t a l 誘 發 之 睡 眠 時 間 。 又 在
補 中 益 氣 湯 （ C 組 ， 1 . 0 g / k g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 ， ⼀ 次
給 藥 後 能 顯 著 降 低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 ⽽ 連 續 給 藥 ⼀ 週 後 ， 則 可 顯 著 增 加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顯 ⽰ ， 補 中 益 氣 湯 ⼀ 次 給 藥 具 有 鎮 靜 作 ⽤ ，
連 續 ⼀ 週 給 藥 具 有 興 奮 作 ⽤ 。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如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c 、 d o p a m i n e 、 s e r o t o n i n 等 與 動 物 ⾏
爲 之 關 係 ， 在 近 幾 ⼗ 年 來 已 被 廣 泛 地 研 究 及 討 論 。 補 中 益 氣 湯 C 組 （ 1 . 0 g / k g ）
於 ⼀ 次 及 連 續 ⼀ 週 給 藥 後 ， 分 別 具 有 鎮 靜 及 興 奮 作 ⽤ ， 故 取 此 劑 量 併 ⽤ ⼀ 些
能 改 變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 引 起 ⾃ 發 運 動 量 變 化 之 物 質 ， 藉 以 聞 述 補 中 益 氣
湯 之 鎭 靜 及 興 奮 作 ⽤ 機 轉 。 ⾸ 先 探 討 補 中 益 氣 湯 與 中 樞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關 係 ， 併 ⽤ a p o m o r p h i 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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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 探 討 補 中 益 氣 湯 之 鎮 靜 及 興 奮 機 轉 。 A p o m o r p h i n e 為 d o p a m i n e 接 受 器
之 致 效 劑 ， 可 使 ⼤ 鼠 ⾃ 發 運 動 量 明 顯 增 加 （ 0 ） 。 當 補 中 益 氣 湯 與 a p o m o r p h i n e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能 顯 著 抑 制 a p o m o r p h i n e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
於 連 續 ⼀ 週 給 藥 後 ， 則 能 明 顯 增 加 a p o m o r p h i n e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 H a l o p e r i d o l 為 接 受 器 之 拮 抗 劑 ， 可 使 ⼤ 鼠 ⾃ 發 運 動 量 明 顯 降 低 （ 9 ） 。 當 補
中 益 氣 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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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顯 增 強 現 象 ︔ 於 連 續 給 藥 ⼀ 週 後 ， 對 h a l o p e r i d o l 所 誘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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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有 顯 著 之 拮 抗 現 象 。 a - M T 為 t y r o s i n e   h y d r o x y l a s e ，
能 阻 斷   t y r o s i n e   轉 化 d o p a 為 ⽽ ⼲ 擾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s （ n o r e p i n e p h r i n e 、
d o p a m i n e ） 之 ⽣ 合 成 ， 使 ⼤ 鼠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2 0 。 當 補 中 益 氣 湯 與 a   - M T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能 顯 著 增 加 a - M T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現 象 ︔ 於 連 續

— - 週 給 藥 後 ， 能 拮 抗   o - M T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現 象 。 由 以 上 結 果 顯 ⽰ ，
補 中 益 氣 湯 （ C 組 ） ⼀ 次 給 藥 之 鎮 靜 作 ⽤ 機 轉 ， 可 能 與 減 弱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n 之 活 性 有 關 ︔ ⽽ 連 續 ⼀ 週 給 藥 之 興 奮 作 ⽤ 機 轉 ， 則 可 能 與 強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其 次 為 探 討 補 中 益 氣 湯 （ C 組 ， 1 . 0 g / k g ） 與 中 樞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關 係 ， 故 併 ⽤ 5 - h y d r o x y t r y p t o p h a n （ 5 - H T P ） 、 d l - p - c h o l o r o p h e n y l a l a n i n e

（ P C P A ） 。 5 - I I T P 為 s e r o t o n i n 之 前 驅 物 ， 能 提 ⾼ 中 樞 之 s e r o t o n i n 含 量 ， 使 ⾃ 發
運 動 量 減 少 （ 2 1 。 當 補 中 益 氣 湯 與 5 - H T P 併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對 5 - I T P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有 顯 著 增 強 現 象 ︔ 於 連 續 ⼀ 週 給 藥 後 ， 對 5 - I I T P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抑 制 作 ⽤ 則 有 拮 抗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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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 。 當 補 中 益 氣 湯 與 P C P A 供 ⽤ ， 於 ⼀ 次 給
藥 後 ， 能 顯 著 抑 制 P C P A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 於 連 續 ⼀ 週 給 藥 後 ，
則 能 顯 著 增 強 P C P A 所 誘 發 之 ⾃ 發 運 動 量 興 奮 作 ⽤ 。 由 以 上 結 果 顯 ⽰ ， 補 中 盆
氣 湯 ⼀ 次 給 藥 之 鎭 靜 作 ⽤ ， 可 能 與 增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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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連 續 ⼀ 週 給 藥 之 興 奮 作 ⽤ ， 可 能 與 減 弱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有
關 。
爲 探 討 補 中 益 氣 湯 是 否 具 有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之 作 ⽤ ， 本 研 究 以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法 來 探 討 補 中 益 氣 湯 抽 取 物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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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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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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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 造 成 學 習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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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障 礙 ， 且 其 影 響 主 要 在 學 習 記 憶 獲 得 階 段 （ 2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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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研 究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蛋 ⽩ 質 合 成
抑 制 劑 ） 造 成 記 憶 損 害 現 象 （ 2 0 ） 。 當 補 中 益 氣 湯 與 s c o p o l a m i n e 供 ⽤ 後 ， ⼀ 次 給
藥 組 各 組 在 較 ⼤ 劑 量 下 有 明 顯 改 善 s c o p o l a m i n c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 但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均 無 改 善 。 連 續 給 藥 組 之 C 組 （ 1 . 0 g / k g ）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有 明 顯 改 善 ， A 組 及 B
組 （ 1 . 0 g / k g ）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亦 有 明 顯 改 善 。 又 根 據
鎭 痛 實 驗 得 知 ， ⼀ 次 給 藥 組 各 組 具 鎮 痛 作 ⽤ ， 顯 ⽰ 出 ⼀ 次 給 藥 組 各 組 之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可 能 是 因 其 具 有 鎭 痛 作 ⽤ 所 引 起 ︔ ⽽ 連 續 給 藥 組 各 組 均 無 鎮 痛
作 ⽤ ， 顯 ⽰ 出 連 續 給 藥 組 各 組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可 能 是 因 其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能 ⼒ 所 致 。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顯 ⽰ ， 補 中 益 氣 湯 全 ⽅ （ C 組 ） 在 ⼤ 劑 量 （ 1 . 0 g / k g ） ⼀ 次 給 藥

後 ， 有 鎮 痛 作 ⽤ ， 其 機 轉 可 能 與 降 低 c a t e c h o l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及 增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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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連 續 ⼀ 週 給 藥 後 ， 具 有 增 加 ⼤ 鼠
⾃ 發 運 動 量 及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其 作 ⽤ 機 轉 可 能 與 增 強
catecholaminergic system • cholinergic systemprotein s y n t h e s i s i

性 及 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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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 外 ， A 組 及 B 組 對 於 增 強
p r o t e i n   s y n t h e s i s 之 活 性 亦 不 容 忽 視 ， 經 由 本 研 究 之 探 討 ， 可 爲 補 中 益 氣 湯
在 臨 床 上 的 使 ⽤ 提 供 了 新 的 建 議 與 依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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