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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王 補 ⼼ 丹 對 ⼤ ⽩ 鼠 單 向 被 動 迴 避 學
習 反 應 之 影 響
E ff e c t s of Tien-Wang-Pu-Hsin-Dang on
the One-tr ial Inhibitory Step-through
P a s s i v e Av o i d a n c e i n R a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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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摘 要

天 王 補 ⼼ 丹 主 治 「 思 慮 過 度 ， ⼼ ⾎ 不 ⾜ ， 怔 忡 健 忘 ， ⼼ ⼜ 多 汗 ， ⼤
便 或 秘 或 溏 ， ⼜ ⾆ ⽣ 瘡 等 證 」 ， ⽅ 由 ⼈ 參 、 元 參 、 丹 參 、 茯 苓 、 酸 棗 仁
、 遠 志 、 柏 ⼦ 仁 、 天 ⾨ 冬 、 ⿆ ⾨ 冬 、 ⽣ 地 ⿈ 、 桔 梗 、 當 歸 及 五 味 ⼦ 等 ⼗
三 味 藥 所 組 成 ︔ ⽅ 中 以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滋 陰 制 ⽕ 爲 君 ： ⼈ 參 及
當 歸 補 益 氣 ⾎ 爲 臣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養 ⾎ 斂
⼼ 、 鎭 ⼼ 安 神 為 佐 ： 桔 梗 載 藥 入 ⼼ 為 使 。 ⼼ 者 ， 君 ⼦ 之 官 也 ， 神 明 出 焉
， 思 慮 過 度 ， 耗 其 ⼼ ⾎ ， 則 神 明 傷 ⽽ 成 ⼼ 勞 ， 故 怔 忡 健 忘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天 王 補 ⼼ 湯 分 爲 君 藥 組 （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 、 臣 藥 組 （ ⼈ 參 及
當 歸 ） 、 佐 藥 組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 、 使 藥 組
（ 桔 梗 ） 及 全 ⽅ 組 等 五 組 ， 擬 以 單 向 被 動 迴 避 反 應 （ o n e - t r i a l   p a s s i v e
a v o i d a n c e ） 及 ⾃ 發 運 動 量 來 探 討 天 王 補 ⼼ 丹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及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及 天 王 補 ⼼ 丹 ⽅ 劑 組 成 與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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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間 之 關 連 性 。
⼀ 次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丹 各 組 ，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及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 僅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具 改 善 作 ⽤ ， 且 以 ⽔ 粗 抽 組 較 佳 ︔ 至 於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具 降 低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作 ⽤ ， 但 對 電 痛 閱 值 則 各 組 均 不 影 響 。 ⼀ 週 連 續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丹 各 組 在 ⼤ 劑 量 時 ，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及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均 具 改 善 作 ⽤ ， 其 中 以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較 爲 明 顯 ︔ 其 次 在 ⾃ 發 運 動 量 的 試 驗 ， ⽔ 粗 抽 組 具 增 加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作 ⽤ ， 但 對 電 痛 閾 值 則 不 影 響 。 最 後 ，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改 善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之 作 ⽤ ， 可 被 s c o p o l a m i n e 及 8
- O H D P A T 所 拮 抗 ， 為 r i t a n s e r i n 所 增 強 。
綜 合 研 究 結 果 ， 顯 ⽰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 在 ⼀ 次 給 藥 後 ， 具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作 ⽤ ， 且 以 ⽔ 粗 抽 者 較 佳 ， ⽽ 其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部 份 因 鎭 靜 之 作 ⽤ 所 致 ︔ ⼀ 週 連 續 給 藥 後 ， 各 組 在 ⼤ 劑 量 下
對 於 學 習 獲 得 及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均 有 明 顯 之 改 善 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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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活 性 及   p r o t e i n
s y n t h e s i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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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 鍵 詞 ： 天 王 補 ⼼ 丹 ， 學 習 記 憶 ， s c o p o l a m i n e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A B S T R A C T

In this study, we divided the Tien-Wang-Pu-Hsin-Dang (abbr.
as TWP) into fi v e groups: (1) Chun was consisted of Rehmanniae
Radix, Schrophulariae Radix, Ophiopogonis Tuber and Asparagi
Radix. (2) Chen was consisted of Ginseng Radix and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3) Iso was consisted of Zizyphi Semen, Thujae
Orientalis Semen, Salivae Milt iorrhizae Radix, Ho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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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galae Radix and Schizandrae Fructus. (4) Shih was consisted

of Platycodi Radix. (5) TWP was consisted of the above four
groups. We a t tempted to i n v e s t i g a t e the e f f e c t of fi v e groups

on scopolamine-induced and cycloheximide-induced amnesia in
passive avoidance task and locomotor a c t i v i t y in rats.

After acute treatment, only IWP extracted with water or 95
% ethanol could improved the scopolamine-induced acquisition
impairment and cycloheximide- induced consolidation deficit,
and the former was better than the latter. After one-week

consecutive treatment, fi v e groups could improved the
scopolamine-induced acquisi t ion impairment and cycloheximide-

induced consolidation deficit, and TWP extracted with water was
better than the others. Whereas, TWP extracted with water
decreased the locomotor act ivi ty after acute treatment and
increased the locomotor a c t i v i t y after one-week consecutive
treatment in r a t s . But fi v e groups did not change the threshold
of voca l iza t ion with e l e c t r i c foot-shock in rats. Furthermore,

the memory improvement of TWP on the cycloheximide-induced
storage impairment was antagonized by scopolamine and 8-0HDPAT,
and was po ten t i a t ed by r i t anser in .

These resu l t s are shown that TWP produce memory improvement

in acute treatment, partially due to possess sedative effect.
The l ea rn ing and memory improvement e f f e c t of TWP a f t e r one-

week consecutive treatment may be due to the increase in

cholinergic activity and protein synthesis, and the decrease in
sero tonerg ic a c t i v i t y.

Key word: Tien-Wang-Pu-Hsin-Dang;
scopolamine; cyclohexim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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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現 今 之 社 會 已 由 農 業 社 會 逐 漸 轉 型 爲 ⼯ 業 社 會 ， 國 民 平 均 所 得 逐 年
提 ⾼ ， 使 我 國 邁 入 已 開 發 國 家 之 林 ， 國 民 注 重 環 境 衛 ⽣ 及 醫 療 保 健 ， ⽣
活 品 質 改 善 ， 平 均 壽 命 顯 著 提 ⾼ ， 因 ⽽ 導 致 社 會 年 齡 層 ⽼ 化 ， ⾃ 1 9 0 0 年
代 以 來 ， ⼈ 類 的 壽 命 ⼀ 直 在 戲 劇 性 的 增 加 中 ， 今 天 ， 已 有 更 多 的 ⼈ 可 以
活 過 8 0 歲 ， 此 種 社 會 結 構 漸 趨 ⽼ 化 的 現 象 ， 已 使 得 ⽼ 年 疾 病 的 防 治 與 研
究 ⽇ 漸 重 要 ， 如 ⽼ 年 痴 呆 症 、 糖 尿 病 等 ， ⽼ 年 痴 呆 症 則 為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 環 。

⽼ 年 痴 呆 症 是 ⼀ 種 廣 泛 性 腦 機 能 障 礙 ， 對 ⼈ 的 記 憶 、 ⼈ 格 、 ⾏ 為 和
情 緒 均 有 影 響 ， 有 報 告 指 出 ， 6 5 歲 以 上 ， 每 2 0 ⼈ 中 有 1 ⼈ ︔ 8 0 歲 以 上 ， 每
5 ⼈ 中 有 1 ⼈ 會 被 ⽼ 年 痴 呆 症 所 困 擾 ， 因 此 探 討 ⽼ 年 痴 呆 症 之 防 治 ， 實 為
當 今 醫 藥 界 刻 不 容 緩 之 ⼯ 作 。
學 習 記 憶 與 腦 內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之 關 係 ， 於 1 9 7 0 年 至 1 9 9 4 年 之 藥 理 、

⽣ 理 、 ⽣ 化 等 之 研 究 ， 綜 合 其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記 憶 之 形 成 ， ⼤ 致 可 分 成 三
個 階 段 ， 即 學 習 獲 取 （ a c q u i s i t i o n ） 、 記 憶 鞏 固 （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 及 記 憶
再 現 （ r e t r i e v a l ） ︔ ⽽ 按 記 憶 之 形 成 時 間 及 持 續 時 間 ， 又 可 將 其 分 爲 短 期
記 憶 （ s h o r t - t e r m   m e m o r y ） 、 中 期 記 憶   （ i n t e r m e d i a t e - t e r m   m e m o r y ） 及
長 期 記 憶 （ 1 o n g - t e r m   m e m o r y ） 三 個 時 期 " 。 經 幾 ⼗ 年 來 在 ⽣ 化 及 電 ⽣ 理 之
研 究 指 出 ， 於 學 習 獲 取 及 短 期 記 憶 形 成 時 ， 中 樞 h i p p o c a m p u s 及 a m y g d a l a
之 地 位 頗 爲 重 要 ， 且 以   h i p p o c a m p u s   C A 1   區   之   L T P （ 1 o n g - t e r m
p o t e n t i a t i o n ） 更 爲 重 要 ® ） 。
⾃ 1 9 7 1 年 D e u t s h   J . A . 之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於 學 習 後 ， c h o l i n e r g i c 突

觸 後 之 細 胞 膜 對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之 敏 感 性 增 加 ， 因 ⽽ 導 致 記 憶 形 成 ︔ 但 當
敏 感 性 降 低 或 受 阻 礙 時 ， 便 發 ⽣ 健 忘 之 現 象 3 ） ︔ 由 此 確 ⽴ 了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在 學 習 記 憶 形 成 過 程 中 ， 確 實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 。 於 近 幾 年 來 更
進 ⼀ 步 研 究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致 效 劑 及 抑 制 劑 對 學 習 記 憶 之 影 響 ，
發 現 其 致 效 劑   a r e c o l i n e 及 前 驅 物 c h o l i n e 、 l e c i t h i n 均 可 增 強 學 習 記 憶
， ⽽ 其 抑 制 劑 s c o p o l a m i n e 則 有 阻 礙 學 習 記 憶 之 作 ⽤ 4 》 ） ︔ 在 學 習 記 憶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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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及 記 憶 時 期 之 影 響 ， 於 近 幾 年 之 研 究 顯 ⽰ ， 其 影 響 主 要 在 學 習 獲 取
階 段 5 、 （ 6 。 至 於 長 期 記 憶 ⽅ ⾯ ， 其 致 效 劑 具 增 強 長 期 記 憶 之 作 ⽤ 勿 。
其 次 ， 中 樞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分 佈 區 域 甚 廣 ， 但 對 學 習 記 憶 之

主 要 影 響 區 域 係 b a s a l   f o r b r a i n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 ⽽ 該 系 統 又 分 成
三 條 ⽀ 配 路 徑 ： 由 m e d i a l   s e p t a l （ M S ） 及   v e r t i c a l   n u c l e u s   o f
diagonal band &配 ¿ hippocampus • # horizontal nucleus of
d i a g o n a l   b a n d   ⽀ 配 之 visual c o r t e x e n t o r h i n a l cortex • # nucleus
b a s a l i s   m a g n o c e l 1 u l a r i s （ N B M ）   ⽀ 配 之 f r o n t a l   c o r t e x 及   b a s o l a t e r a l
amygdala • Mibotenic acidin #basa l forbrain cholinergic system
各 區 與 學 習 記 憶 實 驗 如 p a s s i v e   a v o i d a n c e 、 a c t i v e   a v o i d a n c e 、 Y -

m a z e 、 M o r r i s   w a t e r   m a z e 、 r a d i a l   m a z e 之 研 究 中 ， 指 出 當 M S 或 N B M 區 受
到 損 害 時 ， 對 各 類 學 習 記 憶 均 會 造 成 阻 礙 （ 8 - D 0 ） 。 由 以 上 之 結 果 可 知 ， 中 樞
MS-hippocampus cholinergic system & NBM-basolateral amygdala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 在 學 習 記 憶 形 成 過 程 中 均 扮 演 極 重 要 之 角 ⾊ 。
痴 呆 症 患 者 知 覺 正 常 ， 但 由 於 不 明 原 因 引 起 腦 部 損 傷 ， 造 成 進 ⾏ 性

的 記 憶 ⼒ 減 退 ， 其 主 要 特 徵 是 常 忘 記 最 近 發 ⽣ 的 事 情 ， ⽇ 常 ⽣ 活 之 活 動
量 下 降 。 ⽬ 前 臨 床 上 對 於 ⽼ 年 痴 呆 症 之 治 療 ， ⼤ 多 採 對 症 療 法 ， 主 要 以
修 復 受 損 傷 之 腦 組 織 及 提 ⾼ 腦 代 謝 活 性 爲 ⽬ 的 。 然 這 些 腦 代 謝 賦 活 劑 （ 如
c a l c i u m   h o p a n t e n a t e ,   a m a n t a d i n e ） 使 ⽤ ⾼ 劑 量 或 長 期 服 ⽤ 時 ， 會 有 失
眠 現 象 及 不 安 及 譫 語 惡 化 等 不 良 副 作 ⽤ 產 ⽣ （ I D ） ， 因 此 尋 找 對 學 習 記 憶 有
所 助 益 且 副 作 ⽤ 少 之 理 想 藥 物 ， 以 改 善 ⽼ 年 痴 呆 症 患 者 記 憶 ⼒ 的 減 退 ，
實 為 ⽬ 前 刻 不 容 緩 的 ⼯ 作 。
中 醫 ⽅ 劑 為 我 國 古 聖 先 賢 臨 床 經 驗 的 累 積 ， 陶 弘 景 之 傷 寒 論 最 早 有

⽅ 劑 之 記 載 ， 至 明 李 時 珍 之 本 草 綱 ⽬ 總 共 收 載 萬 餘 ⽅ ， 為 我 國 豐 富 的 醫
療 資 源 寶 庫 。 中 醫 對 於 ⽼ 年 痴 呆 症 之 臨 床 ⽤ 藥 上 多 以 補 氣 寧 神 為 主 ， 主
以 促 進 腦 部 ⾎ 液 流 通 ， 防 ⽌ 或 減 少 腦 動 脈 硬 化 及 腦 ⾎ 栓 形 成 ， 然 對 於 其
藥 理 機 轉 則 ⼤ 多 未 ⾒ 有 探 討 。 著 者 因 此 進 ⾏ 本 研 究 ， 擬 從 我 國 豐 富 的 ⽅
劑 寶 庫 中 找 出 具 有 促 進 學 習 記 憶 之 中 藥 ⽅ 劑 。
著 者 從 中 醫 補 養 ⽅ 劑 中 選 ⽤ 主 治 「 思 慮 過 度 ， ⼼ ⾎ 不 ⾜ ， 怔 仲 健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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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多 汗 ， ⼤ 便 或 秘 或 溏 ， ⼜ ⾆ ⽣ 瘡 等 證 」 之 天 王 補 ⼼ 丹 進 ⾏ 研 究 ，
⼼ （ 中 醫 所 ⾔ 之 ⼼ 即 現 今 所 說 之 腦 ） 也 者 ， 君 ⼦ 之 官 也 ， 神 明 出 焉 ， 思
慮 過 度 ， 耗 其 ⼼ ⾎ ， 則 神 明 傷 ⽽ 成 ⼼ 勞 ， 故 怔 忡 健 忘 也 。 本 ⽅ 因 終 南 宣
律 師 課 誦 勞 ⼼ ， 夢 天 王 授 以 此 ⽅ 故 名 ， 主 以 滋 ⼼ 陰 、 養 ⼼ ⾎ 、 補 ⼼ 氣 及
安 ⼼ 神 為 主 ， ⽅ 由 ⼈ 參 、 元 參 、 丹 參 、 茯 苓 、 酸 棗 仁 、 遠 志 、 柏 ⼦ 仁 、
天 ⾨ 冬 、 ⿆ ⾨ 冬 、 ⽣ 地 ⿈ 、 桔 梗 、 當 歸 及 五 味 ⼦ 等 ⼗ 三 味 藥 所 組 成 （ 2 ） ， 硃
砂 爲 衣 ︔ ⽅ 中 以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滋 陰 制 ⽕ 爲 君 ： ⼈ 參 及 當 歸 補
益 氣 ⾎ 為 臣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及 硃 砂 養 ⾎ 斂
⼼ 、 鎭 ⼼ 安 神 為 佐 ： 桔 梗 載 藥 入 ⼼ 為 使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天 王 補 ⼼ 湯 分 為
君 藥 （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 組 ： 臣 藥 （ ⼈ 參 及 當 歸 ） 組 ： 佐 藥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及 硃 砂 ） 組 ： 使 藥 （ 桔 梗 ）
組 及 全 ⽅ 組 等 五 組 ， 擬 以 ⾃ 發 運 動 量 及 單 嚐 試 被 動 迴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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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 討 天 王 補 ⼼ 丹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及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之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及 天 王 補 ⼼
丹 ⽅ 劑 組 成 與 主 治 間 之 關 連 性 。

材 料 與 ⽅ 法

⼀ 、 實 驗 藥 材 之 製 備
本 實 驗 所 ⽤ 之 天 王 補 ⼼ 湯 藥 材 ， 經 邱 年 永 技 術 員 鑑 定 ， 確 定 其 基 原

如 下 ：
1 . ⼈ 參 ： 五 加 科 植 物 ⼈ 參 P a n a x   g i n s e n g   C . A .   M E Y E R 的 乾 燥 根 。
2 . ⽣ ：地 ： 玄 參 科 植 物 地 ⿈ R e h m a n n i a   g l u t i n o s a   （ G A B R T N . ）   L I B O S C H . 的
乾 燥 塊 根 。

3 . 玄 參 ： 玄 參 科 植 物 玄 參 S c h r o p h u l a r i a   n i n g p o e n s i s   H E M S L . 的 乾
燥 根 。

4 .   ⿆ ⾨ 冬 ： 百 合 科 植 物 沿 階 草 O p h i o p o g o n   j a p o n i c u s （ T H U N B . ）   K e r -
G a w . 的 乾 燥 塊 根 。

5 . 天 ⾨ 冬 ： 百 合 科 植 物 天 ⾨ 冬 A s t r a g a l u s   c o c h i n c h i n e n s i s   （ L O U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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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R R . 的 乾 燥 塊 根 。
6 .   當 歸 ： 傘 形 科 植 物 當 歸 A n g e l i c a   s i n e n s i s   （ O L I V . ）   D I E L S . 的 乾
燥 塊 根 。

7 . 酸 棗 仁 ： 鼠 李 科 植 物 酸 棗 Z i z y p h u s   s p i n o s i s   H u 的 乾 燥 成 熟 種 ⼦ 。
8 . 柏 ⼦ 仁 ： 柏 科 植 物 側 柏 B i o t a   o r i e n t a l i s   E N D L . 的 乾 燥 成 熟 種 ⼦ 。
9 . 丹 參 ： 唇 形 科 植 物 丹 參 S a l v i a   m i o t i o r r h i z a   B g e . 的 乾 燥 塊 根 。
1 0 . 茯 苓 ： 多 孔 菌 科 植 物 茯 苓 菌 P o r i a   c o c o s （ S C H W . ） W O L F . 的 乾 燥 菌
核 。

1 1 . 遠 志 ： 遠 志 科 植 物 細 葉 遠 志 P o l y g a l a   t e n u i f o l i a   W I L L D . 的 乾 燥
根 。

1 2 . 五 味 ⼦ ： ⽊ 蘭 科 植 物 北 五 味 ⼦ S c h i z a n d r a   c h i n e n s i s   B A I L L . 的 乾 燥
成 熟 果 實 。

1 3 . 桔 梗 ： 桔 梗 科 植 物 桔 梗 P l a t y c o d o n   g r a n d i f l o r u m   （ J A C Q . ）   A .   D C . 的
乾 燥 根 。
本 研 究 依 中 醫 ⽅ 劑 組 成 原 理 將 上 述 藥 材 分 為 以 下 五 組 ：

1 . 君 藥 組 ：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 比 例 依 序 為 8 ： 1 ： 2 ： 2 °
2 .   臣 藥 組 ： ⼈ 參 及 當 歸 ， 比 例 依 序 為 1 ： 2 °
3 . 佐 藥 組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 比 例 依 序 為 2
： 2 ： 1 : 1 : 1 : 2 °

4 . 使 藥 組 ： 桔 梗 ， 比 例 為 1 。
5 .   全 ⽅ 組 ： ⽣ 地 、 玄 參 、 ⿆ 冬 、 天 冬 、 ⼈ 參 、 當 歸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及 桔 梗 ， 比 例 依 序 為 8 ： 1 ： 2 ： 2 : 1 ： 2
： 2 : 2 : 1 : 1 ： 1 ： 2 ： 1 。
將 上 述 各 組 實 驗 藥 材 以 ⽔ 或 9 5 % ⼄ 醇 浸 潤 之 ， 後 在 5 0 ° C 下 迴 流 抽 取

四 ～ 五 次 ， 每 次 約 四 ⼩ 時 ， 合 併 抽 取 液 ， 經 減 壓 濃 縮 乾 燥 後 ， 即 得 各 組
藥 材 粗 萃 取 物 。

⼆ 、 實 驗 動 物
本 研 究 所 使 ⽤ 之 動 物 為 ：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雄 性 ⼤ 鼠 ， 體 重 1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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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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實 驗 ⽅ 法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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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0 p t o - V a r i m e x - 3
A n i m a l   A c t i v i t y   M e t e r ,   U S A ） ， 記 錄 ⼤ 鼠 經 ⼜ 服 給 予 不 同 劑 量 之 天
王 補 ⼼ 湯 五 組 藥 才 粗 萃 取 物 後 之 各 種 活 動 ⾏ 爲 的 變 化 （ 包 括 垂 直 、
⽔ 平 ⾛ 動 ， 站 ⽴ ， 及 移 動 總 距 離 等 ） 。 使 ⽤ 雄 性 ⼤ 鼠 ， 每 組 6 隻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 次 給 藥 組 ， 於 ⼜ 服 給 藥 5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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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 連 續 給 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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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 對 照 組 均 給 予

v e h i c l e °

2 . 對 ⼤ 鼠 電 痛 閟 值 之 影 響 ：
將 ⼤ 鼠 置 於 「 條 件 反 應 測 定 裝 置 」 之 儀 器 中 ， 依 序 以 列 之 電 流 （ 0 . 6
、 0 . 7 、 0 . 8 、 0 . 9 、 1 . 0   m A ） 進 ⾏ 2 秒 鐘 電 刺 激 ， 並 以 1 5 秒 鐘 依 序 提
昇 電 流 強 度 （ 4 ）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經 ⼜ 服 給 予 雄
性 ⼩ 鼠 不 同 劑 量 之 各 組 抽 組 後 6 0 分 鐘 ， 將 ⼤ 鼠 置 於 儀 器 中 ， 記 錄 ⼤
鼠 跳 躍 或 叫 聲 時 之 電 流 強 度 。 每 組 8 隻 。 對 照 組 給 予 v e h i c l e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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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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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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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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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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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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分 鐘 （ 6 0 0 秒 ） 時 ， 則 稱 ⼤ 鼠 之 學 習 記 憶 能 ⼒ 正
常 （ 5 ） 。

4 .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 次 給 藥 之 各 組 萃 取 物 ， 分
別 於 訓 練 前 6 0 分 鐘 以 不 同 劑 量 ⼜ 服 給 予 ， 再 與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S c o p o l a m i n e   H B r （ 1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9 0 分 鐘 給 藥 （ ® 併 ⽤ ， 依 前
法 ， 將 ⼤ 鼠 放 入 明 室 ， 於 進 ⾏ 訓 練 後 ， 歸 回 飼 養 籠 ︔ 待 2 4 ⼩ 時 後 ，
再 將 ⼤ 鼠 置 入 明 室 ， 進 ⾏ 測 定 ， 記 錄 ⼤ 鼠 於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閒 。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各 組 萃 取 物 ， 則 於 最 後 ⼀ 次 ⼜ 服 給 藥 6 0 分 鐘 進 ⾏ 訓 練 ，
且 與 下 述 之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併 ⽤ ， 依 前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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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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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
實 驗 分 ⼀ 次 給 藥 組 及 ⼀ 週 長 期 給 藥 組 。 ⼀ 次 給 藥 之 各 組 草 取 物 ， 分
別 於 訓 練 前 6 0 分 鐘 以 不 同 劑 量 ⼜ 服 給 予 ， 再 與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C y c l o h e x i n i d e   （ 1 . 5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D 併 ⽤ ， 依 前 法
， 將 ⼤ 鼠 放 入 明 室 ， 於 進 ⾏ 訓 練 後 ， 歸 回 飼 養 籠 ︔ 待 2 4 ⼩ 時 後 ， 再
將 ⼤ 鼠 置 入 明 室 ， 進 ⾏ 測 定 ， 記 錄 ⼤ 鼠 於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各 組 萃 取 物 ， 則 於 最 後 ⼀ 次 ⼜ 服 給 藥 6 0 分 鐘 進 ⾏ 訓 練 ， 且
與 下 述 之 誘 發 學 習 障 礙 物 質 併 ⽤ ， 依 前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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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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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實 驗 所 使 ⽤ 於 探 討 ⼤ 鼠 學 習 記 憶 物 質 之 劑 量 及 時 間 為 ：
s c o p o l a m i n e （ 0 . 3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1 8 ） ： 8 - 0 H - D P A T
（ 0 . 0 2 5   m g / k g ， S . C . ） 於 訓 線 後 ⽴ 刻 給 藥 （ 8 ）; ritanserin(0.25 mg/kg

’ i . P . ） 於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B ） 。
6 . 統 計 學 分 析 ：
本 實 驗 所 得 之 數 據 ， ⾃ 發 運 動 量 實 驗 ， 均 以 o n e - w a y   A N O V A 分 析 其 變
異 數 ， 再 以 D u n c a n ' n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檢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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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於
單 嚐 試 被 動 迴 避 反 應 實 驗 ， 則 以 n o n - p a r a m e t e r 統 計 ， 並 以 K r u s k a l -
W a l 1 i s 單 因 ⼦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其 間 差 異 之 顯 著 性 ， 凡 P 值 ⼩ 於 0 . 0 5
以 下 時 ， 則 認 爲 有 統 計 意 義 。

結 果

⼀ 、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如 圖 ⼀ 所 ⽰ ，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 次 給 藥 後 ， 僅 天

王 補 ⼼ 湯 全 ⽅ 之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 於 1 . 0   g / k g 之 劑 量 下 ， 可 降 低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 且 以 全 ⽅ ⽔ 抽 組 之 作 ⽤ 最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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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 次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 I ：
君 藥 組 、 I ： 臣 藥 組 、 ⽫ ： 佐 藥 組 、 I V ： 使 藥 組 、 V ： 全 ⽅ 組 . D a t a   a r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as mean #S.E.M of six rats.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 <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VE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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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圖 ⼆ 所 ⽰ ，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於
1 . 0 g / k g 之 劑 量 下 ， 均 可 增 加 ⼤ 鼠 之 ⾃ 發 運 動 量 ， 其 中 以 全 ⽅ ⽔ 抽 組 之 作 ⽤
最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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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影 響
I ： 君 藥 組 、 I ： 臣 藥 組 、 T I ： 佐 藥 組 、 I V ： 使 藥 組 、 V ： 全 ⽅ 組 . D a t a   a r e   r e p r e s e n t e d
as mean #S.E.M of six rats.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p<0.05, **p < 0.01, as compared with the VE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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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 ⼤ 鼠 電 痛 圖 值 之 影 響 ：
如 表 ⼀ 所 ⽰ ， 控 制 組 之 電 痛 ⽹ 值 為 0 . 8 8 ⼠ 0 . 0 1 ，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 次 給 藥 後 ， 並 不 影 響 之 電 痛 闞 值 。

表 ⼀ 、 ⼀ 次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電 痛 闕 值 之 影 響
組 別 ⼜ 服 劑 量 （ g / k g ） Jump / Vocalization Threshold (mA)

Control 0.88 $ 0.01
君 藥 ⽔ 抽 組 0.1 0.87 $ 0.01

1.0 0.89 $ 0.01
臣 藥 ⽔ 抽 組 0.1 0.88 $ 0.011 0 0 . 8 6   ⼟ 0 . 0 1
佐 藥 ⽔ 抽 組 0.1 0.86 $ 0.01

1.0 0 . 8 8 ⼠ 0 . 0 1
使 藥 ⽔ 抽 組 0.1 0.89 $ 0.02

1.0 0.88 $ 0.01
全 ⽅ ⽔ 抽 組 0.1 0.87 ÷ 0.01

1.0 0.88 $ 0.02

Control
君 藥 酒 精 抽 組

0.88 $ 0.01
0.1 0.88 $ 0.02

臣 藥 酒 精 抽 組
1.0 0.86 $ 0.02
0.1 0.87 $ 0.02

佐 藥 酒 精 抽 組
1.0 0.86 $ 0.01
0.1 0.89 $ 0.03

使 藥 酒 精 抽 組
1.0 0.86 $ 0.02
0.1 0.87 $ 0.02

全 ⽅ 酒 精 抽 組
1.0 0.88 ÷ 0.01
0.1 0.89 ÷ 0.04
1.0 0.86 $ 0.02

All data are described as mean ‡ S.E...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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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 所 ⽰ ， 控 制 組 之 電 痛 國 值 為 0 . 8 8 ⼠ 0 . 0 1 ，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並 不 影 響 之 電 痛 關 值 。

表 ⼆ 、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電 痛 閩 值 之 影 響
組 別 ⼜ 服 劑 量   （ g / k g ） Jump / Vocalization Threshold (mA)

Control 0.88 $ 0.01
君 藥 ⽔ 抽 組 0.1 0 . 8 7 ⼟ 0 . 0 1

1.0 0.89 $ 0.01
臣 藥 ⽔ 抽 組 0.1 0.88 $ 0.01

1.0 0.86 ≤ 0.01
佐 藥 ⽔ 抽 組 0.1 0.86 $ 0.01

1.0 0.88 $ 0.01
使 藥 ⽔ 抽 組 0.1 0.89 $ 0.02

1.0 0.88 $ 0.01
全 ⽅ ⽔ 抽 組 0.1 0.87 ÷ 0.01

1.0 0 . 8 8   ⼟ 0 . 0 2
Control 0.88 $ 0.01
君 藥 酒 精 抽 組 0.1 0.86 $ 0.02

1.0 0.88 $ 0.02
臣 藥 酒 精 抽 組 0.86 $ 0.01

佐 藥 酒 精 抽 組
0.86 $ 0.01

0 1 
1 0 

0 1 
1 0

0.86 $ 0.01

使 藥 酒 精 抽 組
0 . 8 8   ⼟ 0 . 0 1

0.1 0.89 $ 0.02

. 全 ⽅ 酒 精 抽 組
1.0 0.88 $ 0.01
0.1 0.87 ₫ 0.01
1.0 0.88 $ 0.02

All data are described as mean ‡ S.E. 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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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
如 表 三 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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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 縮 短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造 成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 當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 次 給 藥 後 ， 僅 天 王 補 ⼼ 湯 全 ⽅ 之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
可 延 長 s c o p o l a m i n e 所 誘 發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且 以 全 ⽅ ⽔ 抽 組 之 作 ⽤
最 佳 。

表 三 、 ⼀ 次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 鼠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之 影 響
組 別 ⼜ 服 劑 量 （ g / k g ）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 s e c ）

Control > 300
Scopolamine 10.8+2.5
君 藥 ⽔ 抽 組 0.1 12.4÷1.5

1.0 19.4+2.6
臣 藥 ⽔ 抽 組 0.1 16.3$2.0

1.0 21.5$1.8
佐 藥 ⽔ 抽 組 0.1 12.8+2.6

1.0 16.5+2.3
使 藥 ⽔ 抽 組 0.1 9.8+2.0

1.0 12.7+2.5
全 ⽅ ⽔ 抽 組 0.1 25.7+2.3

1.0 46.4+4.2**
Control > 300
Scopolamine
君 藥 酒 精 抽 組

10.8+2.5
0.1 11.8+2.3
1.0 16.7+3.5

臣 藥 酒 精 抽 組 0.1 14.672.7
1.0 18.8+2.1

佐 藥 酒 精 抽 組 0.1 10.9$3.1
1.0 15.4+2.8

使 藥 酒 精 抽 組 0.1 8.5+2.4
1.0 11.4$3.4

全 ⽅ 酒 精 抽 組 0.1 19.714.2
1.0 32.7+5.6*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for 12 rats.
*p < 0.05, compared with scopolamine group (Mann-Whitney U-test).

-464 -



如 表 四 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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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 縮 短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造 成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 當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每 天 ⼀ 次 連 續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各 組 均 可 延 長
s c o p o l a m i n e 所 誘 發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且 以 天 王 補 ⼼ 湯 全 ⽅ 之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較 佳 ， 其 中 又 以 全 ⽅ ⽔ 抽 組 之 作 ⽤ 最 佳 。

表 四 、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 鼠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之 影 響
組 別 ⼜ 服 劑 量   （ g / k g ）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 s e c ）

Control > 300
Scopolamine 15.413.3
君 藥 ⽔ 抽 組 0.1 48.3‡5.4*

臣 藥 ⽔ 抽 組
1.0 67.679.1**
0.1 57.2+8.5**
1.0 87.4+12.7**

佐 藥 ⽔ 抽 組 0.1 43.7$7.8*
1.0 73.8+8.4**

使 藥 ⽔ 抽 組 0.1 19.8$4.3
1.0 27.3$6.4

全 ⽅ ⽔ 抽 組 0.1 78.6+5.1**
1.0 184.7÷17.8***

Control > 300
Scopolamine 15.4$3.3
君 藥 酒 精 抽 組 0.1 37.614.8*

1.0 50.7÷7.3**
臣 藥 酒 精 抽 組 0.1 46.279.2*

1.0 76.4+14.3**
佐 藥 酒 精 抽 組 0.1 32.716.5*

1.0 6 8 . 5 ⼠ 7 . 5 * *
使 藥 酒 精 抽 組 0.1 15.3+5.7

1.0 20.9$8.9
全 ⽅ 酒 精 抽 組 0.1 67.216.8**

1.0 147.615.4***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for 12 rats.
*p<0.05, **p <0.01, ***p<0.001, compared with scopolamine group (Mann-Whitney
U-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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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物 質 之 影 響 ：
如 表 五 所 ⽰ ， c y c l o h e x i n i d e   （ 1 . 5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可

縮 短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造 成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 當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 次 給 藥 後 ， 僅 天 王 補 ⼼ 湯 全 ⽅ 之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 可 延 長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且 以 全 ⽅ ⽔ 抽 組 之
作 ⽤ 最 佳 。

表 五 、 ⼀ 次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 鼠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之 影 響
組 別 ⼜ 服 劑 量   （ g / k g ）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 s e c ）

Control > 300
Cycloheximide 12.9+3.2
君 藥 ⽔ 抽 組 0.1 14.1$4.1

1.0 19.6$4.5
臣 藥 ⽔ 抽 組 0.1 18.4$3.8

1.0 23.4$5.2
佐 藥 ⽔ 抽 組 0.1 15.3$3.6

1.0 20.816.3
使 藥 ⽔ 抽 組 0.1 11.7+2.6

1.0 14.7$4.5
全 ⽅ ⽔ 抽 組 0.1 29.7$6.4

1.0 50.8+8.7**
Control > 300
Cycloheximide
君 藥 酒 精 抽 組

12.913.2
0.1 13.4$3.7
1.0 17.2+3.8

臣 藥 酒 精 抽 組 0.1 16.8$4.5
1.0 21.915.7

佐 藥 酒 精 抽 組 0.1 12.5+2.7
1.0 18.4$5.6

使 藥 酒 精 抽 組 0.1 11.3+3.4
1.0 15.6+4.1

全 ⽅ 酒 精 抽 組 0.1 25.7$5.8
1.0 42.9+7.4*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for 12 rats.
*p< 0.05, **p < 0.01, compared with cycloheximide group (Mann-Whitney U-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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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六 所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1 . 5   m g / k g ,   i . p . ） 於 訓 練 前 3 0 分 鐘 給 藥 ， 可
縮 短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造 成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 當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於 每 天 ⼀ 次 連 續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 各 組 均 可 延 長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且 以 天 王 補 ⼼ 湯 全 ⽅ 之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較 佳 ， 其 中 又 以 全 ⽅ ⽔ 抽 組 之 作 ⽤ 最 佳 。

表 六 、 ⼀ 週 長 期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湯 各 ⽔ 抽 組 及 酒 精 抽 組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 鼠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之 影 響
組 別 ⼜ 服 劑 量 （ g / k g ） 明 室 滯 留 時 間 （ s e c ）

Control > 300
Cycloheximide 12.8+2.6
君 藥 ⽔ 抽 組 0.1 35.7$4.2*

1.0 52.4+5.2**
臣 藥 ⽔ 抽 組 0.1 48.916.8*

1.0 72.479.7**
佐 藥 ⽔ 抽 組 0.1 38.2+5.1*

1.0 66.6+8.1**
使 藥 ⽔ 抽 組 0.1 11.7+2.6

1.0 14.7$4.5
全 ⽅ ⽔ 抽 組 0.1 75.8+5.7**

1.0 162.7÷15.9***
Control > 300
Cycloheximide
君 藥 酒 精 抽 組

12.8+2.6
0.1 2 8 . 9 1 6 . 6
1.0 47.674.5*

臣 藥 酒 精 抽 組 0.1 36.7÷5.8*
1.0 60.8‡7.9**

佐 藥 酒 精 抽 組 0.1 27.4$6.3
1.0 54.9$7.2**

使 藥 酒 精 抽 組 0.1 14.6+3.8
1.0 19.8+5.7

全 ⽅ 酒 精 抽 組 0.1 57.416.7**
1.0 1 2 7 . 8 ⼟ 1 4 . 9 * * *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mean SEM for 12 rats.
*p < 0.05, **p < 0.01, ***p<0.001, compared with cycloheximide group (Mann-
Whitney U-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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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圖 三 所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1 . 5   m g / k g ,   s . c . ） 於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可 縮
短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造 成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 天 王 補 ⼼ 湯 全 ⽅
⽔ 抽 組 於 1 . 0 g / k g ， 可 延 長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此
作 ⽤ 可 被 s c o p o l a m i n e   （ 0 . 3   m g / k g , i . p . ） 及 8 - O H - D P A T   （ 0 . 0 2 5 m g / k g , i . p . ）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所 拮 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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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 S c o p o l a m i n e   （ S C O P ）   及   8 - O H - D P A T   P A T ）   對 ⼀ 週 長 期 給 藥 後 天 王 補 ⼼
湯 全 ⽅ ⽔ 抽 組 （ T W P ） 改 善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C X M ） 誘 發 ⼤ 鼠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作 ⽤ 之 影 響 . E a c h   c o l u m n   a n d   f i g u r e s   a r e   t h e   m e d i a n s   a n d   r a n g e   o f   1 2 -
18 rats. ***p<0.001 compared with cycloheximide group. aa p<0.01 compared with
CXM in combination with TWP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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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圖 四 所 ⽰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1 . 5   m g / k g ,   s . c . ） 於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 可 縮
短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造 成 ⼤ 鼠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 天 王 補 ⼼ 湯 全 ⽅
⽔ 抽 組 於 1 . 0 g / k g ， 可 延 長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所 誘 發 ⼤ 鼠 在 明 室 之 滯 留 時 間 ， 此
作 ⽤ 可 被 r i t a n s e r i n   （ 0 . 2 5 m g / k g ,   i . p . ） 訓 練 後 ⽴ 刻 給 藥 所 增 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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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 R i t a n s e r i n   R I N ）   對 ⼀ 週 長 期 给 藥 後 天 王 補 ⼼ 湯 全 ⽅ ⽔ 抽 組 （ T W P ） 改 善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 C X M I ）   誘 發 ⼤ 鼠 單 向 抑 制 性 被 動 避 暗 學 習 反 應 障 礙 作 ⽤ 之 影 響 .
Each column and figures are the medians and range of 12-18 rats. *** p<0.001
compared with cycloheximide group. aa p<0.01 compared with CXM in combination
with TWP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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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就 中 醫 所 ⾔ 『 ⼼ 』 也 者 ， 君 ⼦ 之 官 也 ， 神 明 出 焉 ， 思 慮 過 度 ， 耗 其
⼼ ⾎ ， 則 神 明 傷 ⽽ 成 ⼼ 勞 ， 故 怔 忡 健 忘 也 ︔ 相 較 於 現 今 ， 即 西 醫 所 說 之
腦 。 天 王 補 ⼼ 丹 屬 中 醫 之 補 養 ⽅ 劑 ， 本 ⽅ 因 終 南 宣 律 師 課 誦 勞 ⼼ ， 夢 天
王 授 以 此 ⽅ 故 名 ， 主 以 滋 ⼼ 陰 、 養 ⼼ ⾎ 、 補 ⼼ 氣 及 安 ⼼ 神 為 主 ， 主 治 「
思 慮 過 度 ， ⼼ ⾎ 不 ⾜ ， 怔 仲 健 忘 ， ⼼ ⼜ 多 汗 ， ⼤ 便 或 秘 或 溏 ， ⼜ ⾆ ⽣ 瘡
等 證 」 ， ⽅ 由 ⼈ 參 、 元 參 、 丹 參 、 茯 苓 、 酸 棗 仁 、 遠 志 、 柏 ⼦ 仁 、 天 ⾨
冬 、 ⿆ ⾨ 冬 、 ⽣ 地 ⿈ 、 桔 梗 、 當 歸 及 五 味 ⼦ 等 ⼗ 三 味 藥 所 組 成 （ 2 ） ︔ ⽅ 中 以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滋 陰 制 ⽕ 為 君 ， ⼈ 參 及 當 歸 補 益 氣 ⾎ 為 臣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及 硃 砂 養 ⾎ 斂 ⼼ 、 鎮 ⼼ 安 神 為
佐 ： 桔 梗 載 藥 入 ⼼ 為 使 。 因 此 ， 本 研 究 將 天 王 補 ⼼ 湯 分 為 君 藥 （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 組 ， 臣 藥 （ ⼈ 參 及 當 歸 ） 組 ， 佐 藥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及 硃 砂 ） 組 ， 使 藥 （ 桔 梗 ） 組 及 全 ⽅ 組 等 五 組 ， 來 探
討 天 王 補 ⼼ 丹 ⽅ 劑 組 成 與 主 治 間 之 關 連 性 。
學 習 記 憶 與 腦 內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之 關 係 ， 於 1 9 7 0 年 至 1 9 9 4 年 之 藥 理 、

⽣ 理 、 ⽣ 化 等 之 研 究 ， 綜 合 其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記 憶 之 形 成 ， ⼤ 致 可 分 成 三
個 階 段 ， 即 學 習 獲 取 （ a c q u i s i t i o n ） 、 記 憶 鞏 固 （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 及 記 憶
再 現 （ r e t r i e v a 1 ） " 。 ⾃ 1 9 7 1 年   D e u t s h   J . A . 之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於 學 習 後
， c h o l i n e r g i c 突 觸 後 之 細 胞 膜 對 a c e t y l c h o l i n e 之 敏 感 性 增 加 ， 因 ⽽ 導
致 記 憶 形 成 ︔ 但 當 敏 感 性 降 低 或 受 阻 礙 時 ， 便 發 ⽣ 健 忘 之 現 象 （ D ︔ 由 此 確
⽴ 了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在 學 習 記 憶 形 成 過 程 中 ， 確 實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 。 於 近 幾 年 來 更 進 ⼀ 步 研 究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致 效 劑 及 抑 制 劑 對
學 習 記 憶 之 影 響 ， 發 現 其 致 效 劑 a r e c o l i n e 及 前 驅 物 c h o l i n e 、 l e c i t h i n

均 可 增 強 學 習 記 憶 ， ⽽ 其 抑 制 劑 s c o p o l a m i n e 則 有 阻 礙 學 習 記 憶 之 作 ⽤ （ ）
︔ 在 學 習 記 憶 形 成 階 段 及 記 憶 時 期 之 影 響 ， 於 近 幾 年 之 研 究 顯 ⽰ ， 其 影
響 主 要 在 學 習 獲 取 階 段 （ 5 、 1 6 ） 。 ⼀ 次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丹 各 組 ，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 僅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具 改 善 作 ⽤ ， 且 以 ⽔ 粗 抽 組 較 佳 ︔ ⼀ 週 連 續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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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各 組 在 ⼤ 劑 量 時 ， 對 s c o p o l a m i n e 誘 發 之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均 具 改 善 作 ⽤
， 其 中 以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較 為 明 顯 。
其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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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n i s o m y c i n 、
p u r o m y c i n 等 均 能 造 成 記 憶 鞏 固 損 害 現 象 ， 故 使 ⽤ 蛋 ⽩ 質 合 成 抑 制 劑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 " 。 ⼀ 次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丹 各 組 ，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 僅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具 改 善 作 ⽤ ， 且 以 ⽔ 粗 抽 組 較 佳 ︔ ⼀ 週 連 續 給 藥 之 天 王
補 ⼼ 丹 各 組 在 ⼤ 劑 量 時 ， 對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之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均 具 改 善
作 ⽤ ， 其 中 以 全 ⽅ 之 ⽔ 粗 抽 組 較 爲 明 顯 。 據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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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與 5
- H T 2   r e c e p t o r 之 聯 結 作 ⽤ （ 1 8 ） ︔ 另 5 - H T 1 A   r e c e p t o r 之 致 效 劑 8 - 0 H - D P A T 可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 因 此 繼 續 探 討 天 王 補 ⼼ 丹 全 ⽅ 之 ⽔ 粗 抽 組 改 善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之 作 ⽤ 機 轉 。 發 現 全 ⽅ 之 ⽔ 粗 抽 組 改 善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之 作 ⽤ ， 可 被   s c o p o l a m i n e 及 8 - 0 H D A 所
拮 抗 ， 為 r i t a n s e r i n 所 增 強 。 由 以 上 之 結 果 顯 ⽰ ， 其 作 ⽤ 機 轉 可 能 因 直
接 增 強 中 樞 c h o l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及 降 低 中 樞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活 性 。
最 後 ， 因 在 單 向 被 動 迴 避 學 習 反 應 中 ， ⼤ 鼠 之 ⾏ 為 如 運 動 量 、 痛 覺

等 均 會 影 響 ⼤ 鼠 之 操 作 及 實 驗 結 果 之 評 估 ， 故 繼 續 進 ⾏ ⼤ 鼠 ⾃ 發 運 動 量
及 電 痛 閱 值 之 實 驗 。 在 ⼤ 鼠 ⾃ 發 運 動 量 上 ， ⼀ 次 給 藥 後 天 王 補 ⼼ 丹 全 ⽅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具 降 低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作 ⽤ ， 顯 ⽰ 天 王
補 ⼼ 丹 全 ⽅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部
份 可 能 因 天 王 補 ⼼ 丹 全 ⽅ 之 鎭 靜 作 ⽤ 所 致 ︔ 至 於 ⼀ 週 連 續 給 藥 後 天 王 補
⼼ 丹 全 ⽅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具 增 加 ⼤ 鼠 ⾃ 發 運 動 量 之 作 ⽤ 。
至 於 在 電 痛 閾 值 實 驗 上 ， 天 王 補 ⼼ 丹 全 ⽅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 次 給 藥 或 ⼀ 週 連 續 給 藥 對 電 痛 閾 值 均 不 影 響 。
綜 合 研 究 結 果 ， 顯 ⽰ 天 王 補 ⼼ 丹 全 ⽅ 組 之 ⽔ 粗 抽 組 及 9 5 % 酒 精 粗 抽

組 ， 在 ⼀ 次 給 藥 後 ， 具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作 ⽤ ， 且 以 ⽔ 粗 抽 者 較 佳 ， ⽽ 其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部 份 因 鎭 靜 之 作 ⽤ 所 致 ︔ ⼀ 週 連 續 給 藥 後 ， 各 組 在 ⼤ 劑 量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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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學 習 獲 得 及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均 有 明 顯 之 改 善 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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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活 性 及 p r o t e i n
s y n t h e s i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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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 次 ， 在 衛 ⽣ 署 經
費 補 助 下 ， 從 事 ⼀ 系 列 ⽅ 劑 對 於 學 習 記 憶 之 影 響 ： 歸 脾 湯 針 對 記 憶 鞏 固
之 作 ⽤ 較 佳 ， 適 ⽤ 於 各 種 原 因 之 癡 呆 症 ， 特 別 是 ⾎ 循 環 不 良 ⽽ 致 之 記 憶
鞏 固 不 佳 者 （ 8 ） 。 ⽽ 補 中 益 氣 湯 針 對 學 習 獲 得 之 作 ⽤ 較 佳 ， 適 ⽤ 於 阿 ⽿ 滋 海
默 氏 症 ， 特 別 是 胃 腸 吸 收 不 良 ⽽ 致 之 虛 弱 、 注 憶 ⼒ 差 、 學 習 能 ⼒ 不 佳 者 （ 2 0 ）
。 天 王 補 ⼼ 丹 則 對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及 記 憶 鞏 固 均 佳 。 ⽽ 上 述 之 結 果 仍 有 待
將 來 臨 床 評 估 ， 以 便 印 證 與 運 ⽤ 。

結 論 與 建 議

⼀ 、 天 王 補 ⼼ 丹 以 ⽣ 地 、 玄 參 、 ⿆ 冬 及 天 冬 為 君 ， ⼈ 參 及 當 歸 為 臣 ， 棗
仁 、 柏 ⼦ 仁 、 丹 參 、 茯 苓 、 遠 志 、 五 味 ⼦ 爲 佐 ： 桔 梗 爲 使 。 本 研 究
發 現 在 改 善 s c o p o l a m i n e 及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上 ， 均 以 全 ⽅ 組 之 效 果 較 佳 ， 顯 ⽰ 天 王 補 ⼼ 丹 確 有 其 組 ⽅ 之 意 義 存
在 。

⼆ 、 天 王 補 ⼼ 丹 全 ⽅ 改 善 s c o p o l a m i n e 及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均 以 ⽔ 抽 取 之 效 果 較 佳 。

三 、 天 王 補 ⼼ 丹 改 善 s c o p o l a m i n e 及   c y c l o h e x i m i d e 誘 發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之
作 ⽤ ， ⼀ 週 連 續 給 藥 之 效 果 較 ⼀ 次 給 藥 為 佳 。

四 、 天 王 補 ⼼ 丹 全 ⽅ ， 在 ⼀ 次 給 藥 ， 具 改 善 學 習 記 憶 作 ⽤ ， ⽽ 此 部 份 與
鎭 靜 作 ⽤ 有 關 。

五 、 天 王 補 ⼼ 丹 全 ⽅ ， ⼀ 週 連 續 給 藥 ， 明 顯 改 善 學 習 獲 得 及 記 憶 鞏 固 障
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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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活 性 及   p r o t e i n   s y n t h e s i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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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 天 王 補 ⼼ 丹 組 ⽅ 確 有 其 實 質 之 意 義 存 在 ， 全 ⽅ 以 ⽔ 抽 取 效 果 較 佳 ︔
⼜ 服 後 ， ⼀ 次 給 藥 具 鎭 靜 作 ⽤ ︔ ⼀ 週 連 續 給 藥 明 顯 改 善 學 習 獲 得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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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憶 鞏 固 障 礙 ， 顯 ⽰ 可 ⽤ 於 失 眠 及 防 治 學 習 記 憶 障 礙 、 ⽼ 年 癡 呆 症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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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活 性 及 p r o t e i n
s y n t h e s i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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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 、 在 衛 ⽣ 署 經 費 補 助 下 ， 從 事 ⼀ 系 列 ⽅ 劑 對 於 學 習 記 憶 之 影 響 歸 脾 湯
針 對 記 憶 鞏 固 之 作 ⽤ 較 佳 ， 適 ⽤ 於 各 種 原 因 之 癡 呆 症 ， 特 別 是 ⾎ 循
環 不 良 ⽽ 致 之 記 憶 鞏 固 不 佳 者 。 ⽽ 補 中 益 氣 湯 針 對 學 習 獲 得 之 作 ⽤
較 佳 ， 適 ⽤ 於 阿 ⽿ 滋 海 默 氏 症 ， 特 別 是 胃 腸 吸 收 不 良 ⽽ 致 之 虛 弱 、
注 憶 ⼒ 差 、 學 習 能 ⼒ 不 佳 者 。 天 王 補 ⼼ 丹 則 對 學 習 獲 得 障 礙 及 記 憶
鞏 固 均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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