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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緒 ⾔
甲 狀 腺 （ T h y r o i d   G l a n d ） 係 體 內 維 持 平 衡 代 謝 之 主 要 內 分 泌 腺 體 ， 如 發 ⽣ 異 常 ， 其 分

泌 物 之 堆 減 ， 會 引 起 ⼀ 系 列 ⽣ 理 代 謝 素 亂 和 器 官 變 異 （ ） ， 近 年 來 由 於 社 會 經 濟 發 達 ， ⼈
們 ⽣ 活 步 調 緊 張 ， 飲 食 不 均 衡 環 境 之 汚 染 ， 濫 ⽤ 醫 藥 ， 以 及 感 染 性 疾 病 等 因 素 ， 都 是 造 成
甲 狀 腺 機 能 異 常 之 原 因 。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 乃 ⾎ 中 T & 、 T A 過 ⾼ ， 其 發 病 率 女 性 ⼤ 於 男 性 （ 3 ） 。 尤 在 懷 孕 期 間

甲 狀 腺 機 能 過 ⾼ 發 病 率 約 有 0 . 2 % （ 3 ） （ 4 ） （ 5 ）•   甲 狀 腺 激 素 中 毒 症 會 導 致 嬰 兒 體 重 下 降 及 增
加 新 ⽣ 兒 死 亡 率 （ 6 ） （ 7 ） 。 現 代 醫 學 對 甲 狀 腺 機 能 過 ⾼ 症 之 治 療 包 括 ： 使 ⽤ 甲 狀 腺 抑 制 劑 ，
開 ⼑ 及 放 射 線 同 位 素 照 射 等 ⽅ 法 。 但 以 使 ⽤ 抗 甲 狀 腺 藥 物 治 療 較 為 普 遍 。 常 ⽤ 的 抗 甲 狀 腺
藥 物 有 硫 胺 類   （ t h i o u r e a ） ： 如 丙 硫 氧 嘧 啶 （ p r o p y l t h i o u r a c i l ） ， 其 作 ⽤ 機 轉 係 抑 制 碘 化

1(8)物 之 過 氧 化 海 （ p e r o x i d a s e ） 的 作 ⽤ ︔ 另 ⼀ 類 藥 物 為 過 氣 酸 （ C 1 0 4 ） ， 碘 等 其 作 ⽤ 機 轉 係
⼲ 擾 碘 離 ⼦ 之 捕 捉 （ t r a p p i n g ） 或 抑 制 碘 離 ⼦ 與 甲 狀 腺 球 蛋 ⽩ 結 合 。 以 上 兩 ⼤ 類 藥 物 之 副
作 ⽤ 除 了 減 少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分 泌 ， 刺 激 促 甲 狀 腺 激 素 （ T S H ） 增 加 ， 造 成 甲 狀 腺 腫 ⼤ 外 ， 且
因 會 造 成 骨 髓 抑 制 ， ⽩ ⾎ 球 減 少 症 （ 9 ） （ 1 0 ）， 度 膚 病 變 （ 9 ） （ 1 1 ） ， 肝 臟 損 害 ， 腸 胃 反 應 ， 更
能 通 過 胎 盤 ， 對 於 母 體 懷 孕 期 之 胎 兒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加 以 抑 制 ， 影 響 其 腦 部 發 育 ⽽ 造 成 智 能
不 ⾜ ， 嚴 重 者 並 導 致 胎 兒 畸 型 等 不 良 副 作 ⽤ ， 因 此 甲 狀 腺 機 能 過 ⾼ 症 之 治 療 ， 爲 醫 學 上 應
加 以 重 視 研 究 問 題 之 ⼀ 。 本 研 究 主 要 ⽬ 的 在 於 尋 找 有 效 及 副 作 ⽤ 少 之 抗 甲 狀 腺 藥 物 ， 以 提
昇 中 醫 藥 之 發 展 及 新 藥 之 開 發 。

延 胡 索 始 著 錄 於 開 寶 本 草 ， 主 治 散 氣 ， ⽌ 痛 ， 為 我 國 中 醫 藥 臨 床 常 ⽤ 之 鎮 靜 、 ⽌ 痛 劑
(19) 。 根 據 本 所 林 俊 男 等 研 究 指 出 ， 延 胡 索 酒 精 抽 取 物 具 有 降 低 雌 性 ⼤ ⽩ 鼠 誘 發 甲 狀 腺 機
能 過 ⾼ 症 ⾎ 中 T & 、 T A 、 T S H 濃 度 （ 1 2 ） 。 本 研 究 先 將 延 胡 索 之 抽 取 物 運 ⽤ 分 配 分 雕 法 ， 得
到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正 ⼀ 丁 醇 層 、 ⽔ 層 、 氯 仿 層 等 四 層 以 各 層 對 甲 狀 腺 機 能 、 甲 狀 腺 重 量 及
作 ⽤ 機 轉 加 以 探 討 ， 以 ⾎ 清 中 T S H , T s , T 4 ， f r e e   T s , f r e e   T 4   為 作 ⽤ 之 指 標 ， 並 以
p r o p y l t h i o u r a c i l   （ P T U ） 作 為 正 對 照 （ p o s i t i v e   c o n t r o l ） ， 以 s a l i n e 為 負 對 照 （ n e g a t i v e

c o n t r o l ) o

⼀ 8 2 -



中 國 醫 藥 硏 究 叢 刊 第 ⼗ 三 期

⼆ 、 實 驗 材 料
（ ）   延 胡 索 之 藥 材 來 源

本 實 驗 所 使 ⽤ 之 藥 材 經 鑒 定 藥 材 來 源 （ o r i g i n ） ： 延 胡 索 ： C o r y d a l i s   y a n h u s u o   W .
T .   W a n g （ 罌 粟 科 P a p a v e r a c e a e ） 。

（ ）   藥 材 抽 取 分 離 物 之 製 備
本 實 驗 藥 材 之 抽 取 製 備 ， 係 由 靜 宜 女 ⼦ ⼤ 學 理 學 院 院 長 賴 貞 秀 博 ⼠ 及 應 ⽤ 化 學 研 究

所 ⿈ 克 峯 所 長 負 責 抽 取 分 離 ， （ 抽 取 流 程 表 如 圖 1 ） ， 且 再 運 ⽤ 分 配 分 離 法 ， 分 別 得 到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正 丁 醇 層 、 ⽔ 層 及 氣 仿 層 ， 供 作 本 實 驗 材 料 。

三   ⽣ 化 測 定
甲 狀 腺 素 T 4   ， T 3 , T S H , f r e e   T s   （ F T s   ） ， f r e e   T 4   （ F T 4 ） 及 P r o g e s t e r o n e 等 ， 運

⽤ 放 射 免 疫 法 分 析 （ R a d i o i m m u n o a s s a y , R I A ） ， 每 個 檢 體 以 測 定 ⼆ 次 （ d u p l i c a t e s ） 爲 準 。

四   實 驗 動 物
（ 1 ） I C R   系 ⼩ 鼠 體 重 約 1 8 - 2 5 公 克 。
2 ）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 鼠 體 重 約 2 4 0 1 0 公 克 。

三 、 實 驗 ⽅ 法
（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本 實 驗 使 ⽤ 體 重 約 1 8 - 2 5 公 克 雄 性 I C R 系 ⼩ 鼠 ， 依 L i t c h f i e l d   a n d   W i l c o x o n ⽅ 法 ，
定 抽 取 物 經 ⼜ 服 或 腹 腔 注 射 後 7 2 ⼩ 時 內 可 使 實 驗 動 物 ⼀ 半 死 亡 之 劑 量 及 9 5 %   可 信 限 ， 以
作 爲 下 列 實 驗 ⽤ 藥 劑 量 之 指 標 ， 並 觀 察 其 中 毒 症 狀 。
（ ）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正 丁 醇 層 ， ⽔ 層 及 氯 仿 層 對 於 ⼤ 鼠 甲 狀 腺 、 腦 下
垂 體 及 腎 上 腺 重 量 之 影 響
雌 性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 鼠 給 予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5 0 m g / k g ， 正 丁 醇 層 5 0 m g / k g ， ⽔ 層 5 0

m g / k g 及 氯 仿 層 5 0 m g / k g 每 ⽇ ⼀ 次 ， 連 續 ⼜ 服 1 4 天 ， 於 第 1 5 天 以 p e n t o b a r b i t a l   5 0 m g / k g
腹 腔 注 射 （ S . C ） 麻 醉 ， 切 開 腹 腔 ， 取 下 腎 上 腺 ， 甲 狀 腺 及 斷 頭 取 下 腦 下 垂 體 ， 分 別 乘 其
重 量 。

正 對 照 組 則 投 於 P T U   5 m g / k g （ p . o ） ， 處 理 ⽅ 法 如 前 述 。

⽩   延 胡 索 甲 醇 抽 取 物 （ 甲 醇 層 ） ， 正 丁 醇 層 、 ⽔ 層 及 氯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及 以 L - T 4   誘 發 雌 性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之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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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正 常 組 ：
雌 性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 鼠 連 續 給 予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5 0 m g / k g 、 正 丁 醇 層 5 0 m g / k g ，

⽔ 層 5 0 m g / k g 及 氯 仿 層 5 0 m g / k g 以 ⼜ 服 給 藥 （ P . 0 ） 連 續 1 4 天 ， 每 天 給 藥 ⼀ 次 ， 於 第 1 5 天
以 p e n t o b a r b i t a l   5 0 m g / k g 腹 腔 注 射 （ I . P ） 麻 醉 ， 切 開 腹 腔 ， 抽 取 腹 腔 動 脈 ⾎ 液 ， ⾎ 液
抽 取 後 靜 置 於 室 溫 ⼆ ⼩ 時 ， 再 以 2 5 0 0 r p m 離 ⼼ 1 0 分 鐘 分 離 ⾎ 清 ， 以 放 射 免 疫 分 析 法 測

定 （ R I A   m e t h o d s ） ⾎ 清 中 T S H , T 3 , T 4   ， f r e e   T s , f r e e   T 4 ， 之 濃 度 。
2 . L - T 4   誘 發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組 （ 甲 亢 組 ） ：

雌 性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 鼠 體 重 約 2 5 0 ⼟ 1 0 公 克 ， 以 L - T 4   3 0 0 u g / k g   ⽪ 下 注 射 （
S . C ） 每 ⽇ ⼀ 次 ， 連 續 1 2 天 ， 以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再 以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5 0 m g /
k g ， 正 丁 醇 層 5 0 m g / k g ， ⽔ 層 5 0 m g / k g 及 氯 仿 層 5 0 m g / k g ， 連 續 給 予 ⼜ 服 1 4 天 ， 於 第 1 5
天 以 p e n t o b a r b i t a l   5 0 m g / k g 腹 腔 注 射 （ S . C ） 麻 醉 ， 切 開 腹 腔 ， 抽 取 腹 腔 動 脈 ⾎ 液 ， 抽
出 後 靜 置 於 室 溫 ⼆ ⼩ 時 ， 再 以 2 5 0 0 r p m 離 ⼼ 1 0 分 鐘 分 離 ⾎ 清 ， 以 放 射 免 疫 分 析 法 測 定 （

R I A   m e t h o d s ） ⾎ 清 中   T H S , T 3 , T 4 , f r e e   T s   及   f r e e   T 4   之 濃 度 。 正 對 照 組 則 投 於
P T U   5 m g / k g   （ p . o ） ， 處 理 ⽅ 法 如 前 述 。

（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妊 娠 及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妊 娠 期 間 甲 狀 腺 機 能 之 變 化

1 ． 正 常 妊 娠 組 ：

以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雌 性 ⼤ 鼠 ， 體 重 2 6 0 1 5 公 克 ， 給 予 交 配 後 ， 發 現 陰 道 填 塞
物 （ v a g i n a l   p l a g u e ） 為 懷 孕 第 0 天 ， 再 給 予 分 ⼆ 組 ， 每 組 6 隻 ， ⼀ 組 給 予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5 0 m g / k g 於 妊 娠 第 0 天 ， 4 天 ， 8 天 ， 1 6 天 及 2 0 天 分 別 以 p e n t o b a r b i t a l   5 0 m g / k g   I P
麻 醉 ， 抽 取 腹 腔 動 脈 ⾎ 液 測 定 ⾎ 清 中 T S H , T 3 , T 4   ， f r e e   T s   及 f r e e   T 4   之 濃 度 變 化
• 對 照 組 給 予 S a l i n e ， 處 理 ⽅ 法 如 前 述 。

2 .   L - T 4   誘 導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妊 娠 組
以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雌 性 ⼤ 鼠 體 重 2 8 0 ⼟ 1 5 公 克 ， 以 L - T 4   3 0 0 u g / k g ⽪ 下 注 射 ，

每 ⽇ ⼀ 次 連 續 誘 導 1 2 天 ， 再 給 予 交 配 ， 以 發 現 陰 道 填 塞 物 （ V a g i n a l   p l a g u e ） 爲 妊 娠 第
0 天 ， 再 給 予 分 為 ⼆ 組 ， ⼀ 組 給 予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5 0 m g / k g 每 ⽇ ⼀ 次 ， 連 續 ⼜ 服 至 妊
娠 期 第 2 0 天 ， 並 於 妊 娠 第 0 天 ， 4 天 ， 8 天 ， 1 2 天 ， 1 6 天 及 第 2 0 天 分 別 抽 取 腹 腔 動 脈 ⾎

液 ， 測 其 ⾎ 清 中 T S H , T s ， T 4 ， f r e e   T s   及 f r e e   T 4   之 濃 度 變 化 （ 以   R I A   m e t h o d
測 定 ） 。

對 照 組 給 予 s a l i n e ， 處 理 ⽅ 法 如 前 述 。

（ 五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及 以 L - T 4   誘 導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以
T R H   S t   i m u l a g i n g   t e s t 之 ⾎ 中 T S H 濃 度 變 化

1 .   正 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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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 性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 鼠 體 重 2 8 0 1 5 公 克 ， 分 ⼆ 組 ， 每 組 6 隻 ， ⼀ 組 給 予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5 0 m g / k g ， 每 ⽇ ⼜ 服 餵 食 ⼀ 次 ， 連 續 2 0 天 ， 於 第 2 1 天 以 T R H   3 0 0 u 9 / k g   I . P
注 射 ， 並 分 別 於 注 射 後 0 ’ ， 1 5 ' ， 3 0 ' ， 6 0 ' ， 9 0 ' ， 1 2 0 ' 抽 取 鼠 蹊 動 脈 ⾎ 液 測 定 ⾎ 中 T S H 濃 度
。 （ 以 R I A   m e t h o d s 測 定 ） 。
對 照 組 給 予 s a l i n e ， 處 理 ⽅ 法 如 前 述 。

2 . L - T 4   誘 導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組
雌 性 S p r a g u e - D a w l e y 系 ⼤ 鼠 體 重 2 8 0 ⼟ 1 5 公 克 ， 以 L - T 4   3 0 0 u g / k g ⽪ 下 注 射 ， 連

續 ⼗ ⼆ 天 誘 導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然 後 分 爲 ⼆ 組 ， 每 組 6 隻 ， ⼀ 組 給 予 延 胡 索 氣 仿 層
5 0 m g / k g ， 每 ⽇ ⼀ 次 連 續 ⼜ 服 2 0 天 ， 於 第 2 1 天 以 T R H   3 0 0 u 9 / k g   I . P 注 射 ， 並 於 注 射 後
0 ' ， 1 5 '， 3 0 ' ， 6 0 ' ， 9 0 ' ， 1 2 0 ' 分 別 抽 取 鼠 蹊 動 脈 ⾎ 液 測 其 ⾎ 中 T S H 之 濃 度 （ 以 R I A   m e t h o d
測 定 ） 。 對 照 組 給 予 S a l i n e ， 處 理 ⽅ 法 如 前 述 。

（ 本 實 驗 需 於 早 上 8 點 至 1 1 點 完 成 ） 。

延 胡 索 塊 莖

甲 醇 熱 浸 萃 取
減 壓 濃 縮

甲 醇 層

⽔ /   氯 仿   作 分 配

⽔ 層
加 氨 ⽔ 鹼 化
氯 仿 萃 取

⽔ 層 氯 仿 層

正 丁 醇 萃 取

⽔ 層 正 丁 醇 層

圖 1 延 胡 索 塊 莖 萃 取 之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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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 Route LD50 (g/kg) (95% confidance limits)
C.Y.
MeOH e x t . P.O. 5.145 (4.486-5.900g/kg)
Chloroform P. 0 . 1.42 (1.203-1.676g/kg)

BuOH ex t . P.O. 3.45 (2.331-5.106g/kg)
H20 ext. P.O. 7.70 (6.205-9.556g/kg)

四 、 實 驗 結 果
（ ）   急 性 中 毒 試 驗 及 中 毒 症 狀 之 觀 察

⼩ 鼠 經 ⼜ 服 （ P . 0 ） 給 予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正 丁 醇 層 、 ⽔ 層 及 氯 仿 層 ， 觀 察 7 2 ⼩ 時 內 ⼀
半 死 亡 劑 量 （ L D 5 0 ） 及 其 9 5 % 可 信 限 如 表   。
中 毒 症 狀 之 觀 察 ： 實 驗 觀 察 ⼜ 服 給 藥 之 ⼩ 鼠 活 動 性 明 顯 減 少 ， 亦 ⾒ 步 履 不 穩 ， 跳 躍

， 呼 吸 急 促 ， 掙 扎 ⽽ 死 亡 。

Table 1. LD50 and 95% confidence limits of C.Y. in mice

（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正 丁 醇 層 、 ⽔ 層 及 氣 仿 層 對 於 ⼤ 鼠 甲 狀 腺 、 腦 下 垂 體 腎 上 腺
重 量 之 影 響
如 表 2 所 ⽰ ，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5 0 m g / k g ） ， 正 丁 醇 層 （ 5 0 m g / k g ） 、 ⽔ 層 （ 5 0 m g / k g ） 及 氯 仿

層 5 0 m g / k g 給 予 正 常 ⼤ 鼠 連 續 ⼜ 服 1 4 天 後 ， 結 果 發 現 其 對 於 正 常 ⼤ 鼠 甲 狀 腺 ， 腦 下 垂 體 .
及 腎 上 腺 之 重 量 與 對 照 組 並 無 明 顯 統 計 學 上 意 義 ， ⽽ P T U 組 則 明 顯 增 加 甲 狀 腺 重 量 （ P <
0.001) 0

⽩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正 丁 醇 層 、 ⽔ 層 及 氣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及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之 甲 狀 腺 機 能 變 化
1 . 如 表 3 所 ⽰ ，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5 0 m g / k g ， 正 丁 醇 層 （ 5 0 m g / k g ） ， ⽔ 層 （ 5 0 m g / k g ） 及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分 別 給 予 ⼜ 服 餵 食 1 4 天 後 ， 結 果 發 現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對 於 正 常 ⼤ 鼠 ⾎ 清 中 F T 4
有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5 ） ︔ ⽔ 層 亦 能 降 低 正 常 ⼤ 鼠 ⾎ 中 F T 4   （ P ＜ 0 . 0 5 ） 濃 度 ︔ ⽽ 氯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 鼠 ⾎ 中 F T s   （ P < 0 . 0 5 ） ， F T 4 （ P < 0 . 0 5 ） 皆 有 顯 著 降 低 作 ⽤ ， ⽽ 正 丁 醇 層 則 無
影 響 o

2 . 如 表 4 所 ⽰ ， 延 胡 索 對 於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中 甲 狀 腺 功 能 之 影 響 如
下 ：
（ 1 ） 延 胡 索 甲 醇 層 （ 5 0 m g / k g ） 對 於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 中 T s （ P < 0 . 0 5 ） 、 T 4 （ P <

0 . 0 5 ） 、 F T s   （ P < 0 . 0 1 ） 、 F T 4   （ P < 0 . 0 1 ） 均 呈 顯 著 下 降 ， ⽽ 對 T S H 則 無 明 顯 影 響 。
2 延 胡 索 正 丁 醇 層 （ 5 0 m g / k g ） ， 對 於 甲 狀 腺 機 能 進 症 ⼤ 鼠 ⾎ 中 T （ P < 0 . 0 5 ） 、 T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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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醫 藥 研 究 叢 刊 第 ⼗ 三 期

P < 0 . 0 5 ） 、 F T s   （ P < 0 . 0 1 ） 、 F T 4   （ P < 0 . 0 5 ） 均 呈 顯 著 降 低 ， ⽽ 對 於 ⾎ 中 T S H 則 無 明
顯 影 響 。

3 ） 延 胡 索 ⽔ 層 （ 5 0 m g / k g ） ， 對 於 甲 狀 腺 機 能 元 進 症 ⼤ 鼠 ⾎ 中 T 3 （ P < 0 . 0 1 ） 、 T 4 （ P <
0 . 0 5 ） 、 F T 3 （ P < 0 . 0 1 ） 、 F T 4   （ P < 0 . 0 5 ） 均 呈 顯 著 降 低 ， ⽽ 對 T S H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
④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 對 於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 中 T （ P < 0 . 0 0 1 ） 、 T 4 （

P < 0 . 0 1 ） 、 F T a   （ P < 0 . 0 0 1 ） 、 F T 4   （ P < 0 . 0 1 ） 均 呈 顯 著 降 低 現 象 ， ⽽ T S H 則 無 統 計
學 上 差 異 。
以 上 四 者 當 中 以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降 低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 中 T 3 ， T 4   ， F T 3 ，

F T 4   最 為 顯 著 。
P T U   5 m g / k g 對 於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 中 T 8 （ P < 0 . 0 0 1 ） 、 T 4   （ P < 0 . 0 0 1 ） 、 F T s （
P < 0 . 0 0 1 ） 、 F T 4   （ P < 0 . 0 0 1 ） 均 呈 明 顯 下 降 ， ⽽ 對 於 T S H 則 呈 顯 著 上 昇 現 象 （ P < 0 . 0 1 ）
， P T U 之 作 ⽤ 機 轉 顯 然 與 延 胡 索 不 同 。

四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妊 娠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妊 娠 期 甲 狀
腺 機 能 之 變 化
1 . 如 圖 I - A 所 ⽰ ，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妊 娠 期 ⼤ 鼠 ⾎ 中 T S H 濃 度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結 果 並
無 明 顯 差 異 。

2 . 如 圖 I - B 所 ⽰ ，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對 於 以 L - T 4   3 0 0 w 9 / k g 誘 發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
中 T S H 亦 無 明 顯 差 異 。

3 . 如 圖   I - A 所 ⽰ ， 正 常 ⼤ 鼠 於 妊 娠 第 8 天 ⾎ 中 T 開 始 顯 著 下 降 ， 給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後 ， ⾎ 中 T 濃 度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結 果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4 . 如 圖 I - B 所 ⽰ ， 雌 性 ⼤ 鼠 以 L - T 4 （ 3 0 0 u   g / k g ）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給 予 交 配
後 ， 於 妊 娠 第 4 天 起 ⾎ 中 T 濃 度 開 始 上 昇 ， 於 妊 娠 第 8 天 ⾎ 中 T s 濃 度 達 最 ⾼ 峰 ， 經 給
予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之 後 ， 結 果 發 現 於 妊 娠 期 第 8 天 開 始 明 顯 下 降 （ P < 0 . 0 1 ） ，
於 第 1 2 天 （ P < 0 . 0 0 1 ） ， 第 1 6 天 （ P < 0 . 0 0 1 ） ， 第 2 0 天 （ P < 0 . 0 0 1 ） 逐 漸 明 顯 下 降 至 正 常 範
圍 之 下 。

5 . 如 圖 ⽫ - A 所 ⽰ ， 正 常 妊 娠 ⼤ 鼠 給 予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後 ， ⾎ 中 T 4   濃 度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無 明 顯 統 計 學 上 差 異 。

6 . 如 圖 I - B 所 ⽰ ， 以 L - T 4   誘 發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於 妊 娠 期 間 ， 給 予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後 ， 結 果 發 現 於 第 8 天 ⾎ 中 T 4 （ P < 0 . 0 5 ） 開 始 明 顯 降 低 ， 於 第 1 2 天 T 4 （ P <
0 . 0 1 ） ， 第 1 6 天 T 4   （ P < 0 . 0 0 1 ） ， 第 2 0 天 T 4 （ P < 0 . 0 0 1 ） 均 呈 明 顯 下 降 現 象 。

7 . 如 圖 I V - A 所 ⽰ ， 正 常 ⼤ 鼠 於 妊 娠 第 8 天 ⾎ 中 F T 達 最 ⾼ 濃 度 ， ⽽ 於 第 1 2 天 開 始 下 降 ，
於 第 2 0 天 下 降 至 約 為 妊 娠 前 之 ⼀ 半 濃 度 ， 於 妊 娠 期 間 給 予 延 胡 索 氣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後
， 結 果 發 現 ⼤ 鼠 ⾎ 中 F T s 濃 度 與 對 照 組 無 明 顯 統 計 學 上 差 異 。

8 . 如 圖 I V - B 所 ⽰ ，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妊 娠 期 ⾎ 中   F T 3 濃 度 於 妊 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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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 達 最 ⾼ 達 ︔ 於 妊 娠 期 間 給 予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後
， 結 果 發 現 ， ⾎ 中 F T s 濃 度 於 妊 娠 第 8 天 明 顯 下 降 （ P < 0 . 0 5 ） ， 於 第 1 2 天 F T 3 （ P < 0 . 0 1
） ， 第 1 6 天 F T 3 （ P < 0 . 0 0 1 ） ， 第 2 0 天 F T 3   （ P < 0 . 0 0 1 ） 均 呈 顯 著 地 降 低 現 象 。

9 . 如 圖 V - A 所 ⽰ ， 正 常 妊 娠 ⼤ 鼠 ⾎ 中 F T 4   於 妊 娠 第 8 天 達 最 ⾼ 峰 ， 於 妊 娠 第 1 0 天 以 後 逐
漸 下 降 ， 與 某 些 學 者 觀 察 結 果 ⼀ 致 ， 於 正 常 妊 娠 期 間 給 予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後 ， 結 果 發 現 ⾎ 中 F T 4 濃 度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結 果 並 無 明 顯 統 計 學 上 差 異 。

1 0 . 如 圖 V - B 所 ⽰ ，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妊 娠 期 ⾎ 中   F T 4   濃 度 於 妊 娠 第 8
天 達 最 ⾼ 峰 ︔ 與 某 些 學 者 觀 察 結 果 相 當 ⼀ 致 ，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鼠 妊 娠 期 間 給 予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5 0 m g / k g ） 後 ， 結 果 發 現 ⾎ 中 F T 4   濃 度 於 妊 娠 第 8 天 開 始 呈 顯 著 降 低 （ P
< 0 . 0 1 ） ， 於 第 1 2 天 F T 4 （ P < 0 . 0 1 ） ， 第 1 6 天 F T 4 （ P < 0 . 0 0 1 ） 及 第 2 0 天 F T 4   （ P < 0 . 0 0 1 ）
濃 度 均 呈 相 當 顯 著 降 低 。

（ 五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對 於 正 常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以 T R H   s t i m u l -
a t i n g   t e s t 之 ⾎ 中 T S H 濃 度 變 化
1 . 如 圖 V I - A 所 ⽰ ， 正 常 ⼤ 鼠 給 予 I . P 注 射 T R H   3 0 0 u 9 / k g 後 ， 結 果 發 現 於 注 射 後 1 5 分 至 3 0
分 ⾎ 中 T S H 濃 度 達 最 ⾼ 峰 ， 然 後 逐 漸 下 降 ， 以 T R H   3 0 0 u   9 / k g   I . P 注 射 後 ， 發 現 ⾎ 中
T S H 濃 度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結 果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2 . 如 圖 V I - B 所 ⽰ ， ⼤ 鼠 以 L - T 4   3 0 0 u 9 / k g 誘 發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後 ， 再 給 予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連 續 2 0 天 ， 給 予 T R H   3 0 0 u   9 / k g   I . P 注 射 後 ， 結 果 發 現 ⾎ 中 T S H 濃 度 於 1 5 分 至
6 0 分 後 與 對 照 組 相 比 較 呈 明 顯 下 降 現 象 （ P < 0 . 0 5 ） 。

Tab. 2 EFFECT OF YAN HUSUO METHANOL CRUDE EXTRACT, N-BUTANOL LAYET, H20
LAYER AND CHLOROFORM LAYER ON THE THYROID GLAND, PITUITARY AND
CORTEX WEIGHT IN RATS

Treatment B.W(g) Thyroid gland
(mg/100g B.w.)

Pituitary
(mg/ 100g B.W.)

Cortex
(mg/ 100g B.w.)

Control 2 4 6 ⼟ 1 4 8 . 9 ⼠ 1 . 0 18.9÷3.0 2 4 . 2 ⼠ 4 . 4甲 醇 層
50mg/kg

2 7 2 ⼟ 9 8.4÷1.5 1 6 . 8 ⼟ 1 . 0 27.9$2.7
正 ⼀ 丁 醇 層
50mg/kg

261$ 15 8.4$1.0 17.4$2.8 2 6 . 2 ⼟ 4 . 9
⽔ 層
50mg/kg

2 5 7 ⼟ 1 5 7 . 6 ⼟ 0 . 4 17.9$2.7 2 4 . 1 ⼠ 3 . 6
氯 仿 層
50mg/kg

2 6 4 ⼟ 6 8 . 4 ⼟ 1 . 3 1 7 . 5 ± 2 . 8 2 6 . 7 ⼟ 4 . 8
PTU 5mg/kg 2 6 1 ⼟ 1 0 2 6 . 8 ⼠ 2 . 5 * * * 2 0 . 8 ⼠ 2 . 5 2 7 . 1 ⼠ 3 . 8

Means + SE (n=6)
PU: Prody metouracil
S i g n i fi c a n t l y d i f f e r e n t from c o n t r o l ( * * * : P < 0 .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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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3 EFFECTS OF YANHUSUO METHANOL CRUDE EXTRACT, N-BUTANOL LAYER, H20
LAYER AND CHLOROFORM LAYER ON THYROID FUNCTION IN RATS

Treatment TSH ( a u/ml) T 3
(ng/d1) (ug/d1)

FT3
(ng/d1)

FTA
(ug/d1)

Normal 2.63 39.77 2.21 1.15 1.94
$ 0.38 $6.01 ⼠ 0 . 2 1 ⼠ 0 . 0 9 $0.29

甲 醇 層 2.60 38.2 1.88 0.85 1.36*
50mg/kg $0.46 $3.16 ⼠ 0 . 3 7 $0.25 #0.21
正 ⼀ 丁 醇 層 2.63 43.35 2.34 0.98 1.72
50mg/kg ⼠ 0 . 3 4 ⼠ 3 . 7 6 ⼟ 0 . 4 ⼠ 0 . 3 3 ⼟ 0 . 2 7
⽔ 層 2.81 43.27 2.1 1.02 1.34*
50mg/kg +0.41 ⼟ 8 . 2 5 #0.24 #0.24 $0.32
氯 仿 層 2.19 38.18 0.80* 1.29*
50mg/kg $0.34 ⼟ 4 . 6 3 +0.28 ⼟ 0 . 1 7 + 0 . 2 9

Means S E (n=6)
F T : Free T 3 , FT4 : Free T4
S ign ifican t ly different from Normal (*:P <0.05)

Tab. 4 EFFECTS OF YANHUSUO METHANOL CRUDE EXTRACTS, N-BUTANOL LAYER,
H20 LAYER AND CHLOROFORM LAYER ON HYPERTHYROIDISM IN RATS

Treatment TSH ( u u/ml) T3
(ng/d1) (ug/d1)

FT3
(ng/d1)

FTA
(eg/d1)

Hyperghyroidism 1.01 63.94 4.68 4.15 6.42

H P + 甲 醇 層
⼠ 0 . 1 0

1.03
#14.28

39.92*
⼟ 0 . 7 8

2.85*
$0.10

2.48**
⼠ 1 . 4 2

2.88**
50mg/kg ⼟ 0 . 0 7 #4.74 ⼠ 0 . 3 5 ⼟ 0 . 3 8 $0.48
H P + 正 丁 醇 層 1.12 34.02* 2.87* 2.47** 3.68*
50mg/kg ⼟ 0 . 1 0 $9.64 ⼟ 0 . 6 8 ⼟ 0 . 2 6 ⼠ 0 . 9 0
H P + ⽔ 層 1.2 28.78** 2.97* 2.44** 3.87*
50mg/kg ⼟ 0 . 1 9 ⼠ 4 . 9 6 ⼠ 0 . 7 8 $0.36 ⼠ 0 . 8 9
H P + 氯 仿 層 1.08 26.91*** 2.57** 1 . 8 0 * * * 2.58**
50mg/kg ⼠ 0 . 2 8 ⼠ 1 . 4 3 ⼟ 0 . 4 9 $0.37 ‡ 0 . 4 6
HP + PTU 3.98** 17.92*** 1.11*** 0.44*** 0.47***
50mg/kg ⼟ 0 . 4 0 ⼟ 1 . 4 3 ⼟ 0 . 0 2 ⼠ 0 . 0 2 $0.04

Means S E (n=6)
1. Hyperthyroidism (H.P.): induced by L-T 300 mg/kg S.C. for 12 day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yperthyroidism.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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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I The time course of the effect of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on
the serum TSH concentration in pregnant rats

(A) Means ‡SE(n=6)
As Normal pregnant rats
• a Normal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P.O.

(B) Means +SE(n=6)
to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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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I The time course of effect of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on the
serum Ta concentration in pregnant rats

(A) Means ‡SE(n=6)
Do Normal pregnant rats
• = Normal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kg P.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normal pregnant rats.

(B) Means +SE(n=6)
As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induced by T, 300ug / kg S.C for 12 days.
*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P.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 * * ： P < 0 . 0 1 ，   * * * ： P < 0 .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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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me course of effect of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on the
serum T, concentration in pregnant rats

(A) Means ‡SE(n=6)
Normal pregnant rats

• • Normal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P.O.

(B) Means #SE(n=6)
AA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induced by L - T , 300gg / kg S.C for 12 days.
A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P.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 : P<0.05, **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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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ans #SE(n=6)
0-o Normal pregnant rats
• * Normal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P.O.

(B) Means ISE(n=6)
AA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induced by L-T, 300ug / kg S.C. for 12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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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V The time course of effect of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on the
serum FT, concentration in pregnant rats

(A) Means ‡SE (n =6)
DO Normal pregnant rats
• = Normal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P.O.

(B) Means ‡SE(n=6)
a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induced by L-T, 300kg / kg S.C for 12 days.
* A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 yanhusuo chloroform layer 50mg / kg P.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yperthyroidism pregnant rats**: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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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討 論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在 中 醫 學 上 屬 「 中 消 」 、 「 癭 病 」 之 範 圍 。 其 病 因 爲 欲 食 五 味 偏 嗜

、 胃 內 鬱 熱 、 痰 ⽕ 積 聚 、 或 精 神 刺 激 、 情 緒 鬱 結 、 肝 脾 之 氣 失 於 條 暢 ， 鬱 ⽽ 化 ⽕ 、 ⼼ 陰 耗
損 、 痰 瘀 內 結 及 凝 滯 於 頸 部 經 絡 ⽽ 發 ⽣ 此 病 ， 中 醫 在 治 療 上 以 活 ⾎ 利 氣 藥 治 之 （ 1 3 ） ︔ 根 據
本 草 綱 ⽬ 記 載 ： 延 胡 索 具 有 ⾏ ⾎ 中 氣 滯 、 氣 中 ⾎ 滯 ， 對 於 氣 ⾎ 不 和 ， 凝 滯 不 以 時 至 、 產 後
⾎ 運 、 暴 ⾎ 上 衝 等 症 候 ， 均 能 治 之 ， 為 活 ⾎ 利 氣 第 ⼀ 要 藥 。 ⽽ 據 周 ⾦ ⿈ 教 授 指 出 ， 延 胡 索
有 抑 制 甲 狀 腺 功 能 之 作 ⽤ （ 1 4 ） 至 於 何 種 影 響 倚 未 ⾒ 報 告 。
在 西 醫 學 觀 點 上 ， 甲 狀 腺 疾 患 與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分 泌 調 節 是 否 平 衡 有 關 。 此 乃 繫 乎 於 ⾃

身 內 分 泌 迴 饋 系 統 之 控 制 ， 如 甲 狀 腺 激 素 分 泌 超 過 正 常 量 時 ， 迴 饋 之 機 轉 可 抑 制 腦 下 垂 體
前 葉 （ a n t e r i a   p i t u i t a r y ） 分 泌 T S H （ t h y r o i d   s t i m u l a t i n g   h o r m o n e ） ︔ 反 之 ， 若 甲 狀 腺 素
分 泌 低 於 正 常 量 ， 則 可 刺 激 T S H 之 分 泌 ， 如 此 甲 狀 腺 機 能 遂 能 保 持 恆 定 。 ⽽ T S H 較 低 值 之 情
形 ， 常 發 ⽣ 於 腦 下 垂 體 機 能 低 下 症 或 腦 下 垂 體 前 葉 親 甲 狀 腺 細 胞 （ t h y r o t r o p h e   c e l l ） 受 抑
制 。 因 此 須 鑑 別 診 斷 其 是 否 為 甲 狀 腺 低 能 症 ， 以 作 為 臨 床 治 療 之 依 據 。 原 發 性 甲 狀 腺 低 能
症 （ p r i m a r y   h y p o t h y r o i d i s m ） ， 起 因 於 甲 狀 腺 細 胞 本 身 之 功 能 衰 竭 ， 無 法 正 常 地 分 泌 甲 狀
腺 素 ， 此 時 ⾎ 中 T 3 、 T 4   下 降 ， 引 起 迴 饋 作 ⽤ 使 腦 下 垂 體 前 葉 親 甲 狀 腺 細 胞 （ t h y r o t r o p h e
c e l l ） 分 泌 T S H 上 昇 。
本 研 究 ⾸ 先 探 討 延 胡 索 抽 取 物 甲 醇 層 、 正 ⼀ 丁 醇 層 、 ⽔ 層 及 氯 仿 層 等 對 於 ⼤ 鼠 甲 狀 腺

， 腦 下 垂 體 及 腎 上 腺 重 量 之 影 響 ， 由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延 胡 索 各 層 抽 取 物 對 於 ⼤ 鼠 甲 狀 腺 、 腦
下 垂 體 及 腎 上 腺 之 重 量 並 無 影 響 ， 給 予 P T U 則 發 現 會 造 成 ⼤ 鼠 甲 狀 腺 重 量 明 顯 增 加 ， 顯 ⽰
延 胡 索 抽 取 物 不 影 響 甲 狀 腺 濾 泡 增 ⽣ ， ⽽ P T U 會 使 甲 狀 腺 濾 泡 增 ⽣ 破 壞 ， 膠 體 流 失 （ L 2 ） 。
本 實 驗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 使 ⾎ 中 T 3 ， T 4 ， F r e e   T s ， F r e e   T 4   濃 度
上 昇 ， ⽽ 產 ⽣ 迴 饋 性 抑 制 腦 下 垂 體 T S H 之 分 泌 ， ⽽ 造 成 ⾎ 中 T S H 濃 度 下 降 ， 本 實 驗 所 使 ⽤ 對
照 品 抗 甲 狀 腺 劑   P T U ， N a g a s a k a （ 3 5 ）, T a y r i g '（ 1 0 ） （ 1 7 ）   等 學 者 研 究 ， 認 為 其 作 ⽤ 機 轉 在 於
抑 制 甲 狀 腺 細 胞 中 過 氧 化 海 （ p e r o x i d a s e ） ， 抑 制 碘 離 ⼦ 之 碘 化 作 ⽤ （ i o d i n a t i o n ） ， 且 在 週
邊 系 統 尚 可 抑 制 T 4 轉 化 成 T s （ 尤 其 在 肝 、 腎 含 較 多 去 碘 酶 d e i o d i n a s e ） ， ⽽ 由 於 過 氧 化 酶
具 有 氧 化 碘 離 ⼦ 之 能 ⼒ ， ⼀ 但 此 酶 含 量 不 ⾜ ， 則 碘 離 ⼦ 氧 化 爲 碘 原 ⼦ 減 少 ， 相 對 的 與 酪 氨
酸 （ t y r o s i n e ） 結 合 也 降 低 ， 導 致 甲 狀 腺 荷 爾 蒙 合 成 的 速 率 顯 著 減 慢 。 實 驗 中 以 L - T 4   連 續
⽪ 下 注 射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過 ⾼ 症 ， 給 予 延 胡 索 各 層 抽 取 物 、 P T U 各 連 續 1 4 天 ， 由 結 果
發 現 ， 延 胡 索 各 層 抽 取 物 均 能 降 低 ⾎ 中 T 、 T 4 、 F T s 、 F T 4   濃 度 ， 且 以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作
⽤ 較 强 ， ⽽ 給 予 P T U 後 ， 除 了 降 低 ⾎ 中 T 3 、 T 4 、 F T s 、 F T a 外 ， 台 能 使 ⾎ 中 T S H 濃 度 因 迴
饋 作 ⽤ ⽽ 代 償 性 升 ⾼ 。 根 據 臨 床 報 告 指 出 ， T S H 下 降 情 形 均 ⾒ 於 垂 體 性 與 下 視 丘 低 能 者 ，
⽽ 導 致 T S H 之 分 泌 不 ⾜ ， 所 以 延 胡 索 各 層 對 於 甲 狀 腺 作 ⽤ 機 轉 顯 然 與 P T U 使 T 、 T 4   下 降 ，
T S H 迴 饋 上 昇 之 原 發 性 甲 狀 腺 低 能 不 同 ， 爲 了 更 進 ⼀ 步 探 討 延 胡 索 之 作 ⽤ 機 轉 ， 本 實 驗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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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較 强 之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 給 予 正 常 及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亢 進 症 連 續 ⼜ 服 2 0 天 ， 再
以   T R H   3 0 0 u g / k g   （ I . P ） 刺 激 試 驗 後 ， 測 其 ⾎ 中 T S H 含 量 ， 結 果 發 現 正 常 ⼤ 鼠 於 T S H 注 射 後
1 5 分 ～ 3 0 分 ⾎ 中 T S H 含 量 達 最 ⾼ 濃 度 ， 於 6 0 分 以 後 逐 漸 恢 復 達 正 常 範 圍 ， 本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T S H 濃 度 經 T R H 試 驗 後 曲 線 與 其 他 學 者 ⼀ 致 ， 經 給 予 延 胡 索 氣 仿 層 連 續 2 0 天 後 ， 結 果 發 現 其
對 於 正 常 ⼤ 鼠 ⾎ 中 T S H 含 量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無 明 顯 差 異 ︔ 同 時 也 探 討 以 L - T 4   誘 發 ⼤ 鼠 甲 狀
腺 機 能 亢 進 症 對 於 T R H 刺 激 後 ， 發 現 ⾎ 中 T S H 濃 度 曲 線 呈 現 平 坦 現 象 ， 可 能 因 腦 下 垂 體 長 期
受 到 甲 狀 腺 素 壓 抑 的 結 果 ， ⽽ 無 法 於 短 時 間 內 恢 復 ， 給 予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連 續 2 0 天 ， 結
果 發 現 經 T R H 刺 激 後 ， ⾎ 中 T S H 濃 度 與 對 照 組 比 較 ， 在 1 5 分 至 6 0 分 後 ⾎ 中 T S H 濃 度 有 明 顯 差
異 （ P < 0 . 0 5 ） ， ⽽ 於 9 0 分 以 後 則 無 統 計 學 上 差 異 ， 由 結 果 顯 ⽰ ， 延 胡 索 氯 仿 屬 對 於 抗 甲 狀
腺 作 ⽤ 機 轉 可 能 與 其 能 抑 制 腦 下 垂 體 分 泌 T S H 有 關 。
據 臨 床 醫 學 報 告 指 出 （ 6 ） ， 妊 娠 期 間 甲 狀 腺 機 能 之 變 化 ， 主 要 係 因 動 情 素 （ E s t r o g e n ）

增 加 所 致 ， 動 情 素 之 作 ⽤ ， 使 甲 狀 腺 素 結 合 球 蛋 ⽩ 的 合 成 明 顯 增 加 ， 其 結 合 容 量 也 隨 之 上
昇 ， 因 此 T & 、 T a   等 也 上 升 。 根 據 H i t o s h i （ 1 8 ）   等 ⼈ 之 研 究 發 現 ， ⼤ 鼠 於 妊 娠 第 1 0 天 後 ⾎
中 T 3 、 T 4   濃 度 有 逐 漸 下 降 現 象 ， 其 下 降 之 主 要 原 因 乃 因 妊 娠 期 ⾎ 漿 中 蛋 ⽩ 質 結 合 能 ⼒ 降
低 有 關 。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鼠 於 妊 娠 第 8 天 ⾎ 中 T 3 、 T 4 達 ⾼ 峰 ， 第 1 0 天 以 後 逐 漸 下 降 ，
結 果 與 前 者 觀 察 ⼀ 致 ， 本 實 驗 結 果 發 現 ， 正 常 ⼤ 鼠 於 妊 娠 期 間 給 予 ⼜ 服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連 續
到 妊 娠 第 2 0 天 ， ⾎ 中   T S H , T s , T 4 , F T s , F T 4   與 胡 延 索 氯 仿 層 後 ， ⾎ 中   T   （ P < 0 . 0 1 ） ，
T 4   （ P < 0 . 0 5 ） 及 F T 3   （ P < 0 . 0 5 ） ， F T 4   （ P < 0 . 0 1 ） 於 妊 娠 第 八 天 則 明 顯 降 低 ︔ ⽽ 對 於 T S H 濃
度 則 無 明 顯 影 響 ， 但 甲 狀 腺 機 能 進 症 ⼤ 鼠 ⾎ 中 T S H 濃 度 於 妊 娠 第 1 6 天 後 有 逐 漸 上 昇 現 象
， 可 能 與 ⾎ 中 T 3 ， T 4 ， F T 3   及 F T 4   降 低 有 關 係 ， 是 否 延 胡 索 氯 仿 層 給 藥 後 有 促 使 甲 狀 腺 賀
爾 蒙 排 泄 增 加 仍 有 待 繼 續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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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f e c t of Corydal i s Yanhusuo on Thyroid

F u n c t i o n i n R a t s

Hsieh Ming-Tsuen, Wu Long-Yean

Ins t i t u t 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China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C o r y d a l i s Yanhuso (C.Y.) i s a commonly used analgesic in Chinese medicine.

In th i s study, we used methanol total ex t rac t of the tuber of C.Y. and the

n-butanol, water, and chloroform fractions obtained a f t e r solvent pa r t i t ion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 i r e f f e c t s on normal and L - T induced thyroid function in

rats. A n t i t h y r o i d p r o p y l t h i o u r a c i l (PTU) was used a s a p o s i t i v e control. The

r e s u l t s of pharmacologic exper iments r e v e a l e d a s fo l lows:

Total methanol extract, n-butanol, water and chloroform fractions of C.Y.
had no effec ts on the weights of thyroid, p i tu i tary and adrenal glands of r a t s ;

but PU greatly increased the weight of thyroid gland.
Among the various f ract ions , chloroform fract ion showed the s t ronges t e f f e c t

on the normal t hy ro id of the r a t . I t a l s o showed s i g n i fi c a n t d e c r e a s i n g e f f e c t

on the T3, Ta, FTs, and FTa levels in L-Ta induced hyperthyroid rats. None of
the four fractions showed any effect on TSH. Adiministration of PTU decreased
T3, T4, FT and FTa levels in hyperthyroid rats. TSH was increased through
feedback mechanism. The mechanism of C.Y. on hyper thyro id i sm may be due to the

inhibition of TSH secretion from p i tu i ta ry gland, while PTU has been known to

inhibit the synthesis of thyroid hor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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