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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炎 在 臺 灣 是 ⼀ 種 相 當 普 遍 之 疾 病 ， 危 害 國 民 健 康 甚 鉅 。 中 醫 典 籍 記 載 治 療 肝 炎 之 ⽅ 劑
甚 多 ， 然 皆 缺 乏 有 效 之 評 估 ， 本 研 究 乃 探 討 漢 • 張 仲 景 傷 寒 論 所 載 梔 ⼦ 蘗 ⽪ 湯 進 ⾏ 對 於 實 驗
性 肝 炎 之 影 響 。
本 實 驗 是 以 S p r a g u e   D a w l e y 雄 性 ⼤ ⽩ 鼠 ⼜ 服 四 氯 化 碳 、 a - n a p h t h y   l i s o t h i o c y a n a t e

誘 發 急 性 肝 炎 、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後 ， 給 予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 結 果 顯 ⽰ 對 於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A l k a l i n e   p h o s p h a t a s e ） 、 總 膽 紅 素 （ T o t a l   b i f i r u b i n ） 、 直 接 膽 紅 素
（ D i r e c t   b i l i r u b i n ） 之 升 ⾼ 有 明 顯 降 低 作 ⽤ 。 且 由 病 理 切 ⽚ 觀 察 到 四 氯 化 碳 、 A N I T   引 起 ⼩
葉 中 ⼼ 區 壞 死 （ M i l d   c e n t r a l   n e c r o s i s ） 、 脂 肪 變 性 （ F a t t y   m e t a m o r p h o r s i s ）   或 膽 管 上 ⽪
細 胞 增 ⽣ 、 脫 落 、 局 部 性 壞 死 （ F o c a l   n e c r o s i s ） 等 現 象 均 有 抑 制 作 ⽤ 。 又 ⼤ ⽩ 鼠 注 射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誘 發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性 肝 炎 後 ， 給 予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 結 果 顯 ⽰ 對
於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之 升 ⾼ 無 降 低 作 ⽤ ， 反 ⽽ 引 起 G O T 、
G P T 相 關 性 之 升 ⾼ 。
由 寶 驗 結 果 顯 ⽰ 梔 ⼦ 蘗 ⽪ 湯 可 能 具 有 促 進 膽 汁 排 泄 及 防 ⽌ 肝 細 胞 之 破 壞 作 ⽤ ， 可 供 臨 床

上 使 ⽤ 於 濕 熱 黄 疸 型 之 肝 炎 病 患 。

前 ⾔
病 毒 性 肝 炎 主 要 分 為 A 型 、 B 型 、 非 A 非 B 型 及 D 型 肝 炎 （ 1 ） ， A 型 肝 炎 無 慢 性 肝 炎 或 帶

原 者 ， B 型 及 非 A 非 B 型 、 皆 有 慢 性 肝 炎 及 帶 原 者 ， B 型 肝 炎 與 肝 硬 化 、 肝 癌 有 密 切 之 關 係
。 全 世 界 ⼤ 約 有 ⼆ 億 ⼈ ⼜ 會 受 B 型 肝 炎 病 毒 感 染 （ 2 ） ， 其 中 7 5 %   分 布 在 亞 洲 和 ⼤ 洋 洲 地 區 （ 8 ） ，
⽽ 臺 灣 地 區 成 ⼈ ， ⼈ ⼜ 中 有 9 0 % 以 上 會 感 染 過 A 型 肝 炎 ， 9 1 . 3 % 會 感 染 過 B 型 肝 炎 ， 且 約 有 五
分 之 ⼀ 成 ⼈ ⼈ ⼜ 為 B 型 肝 炎 帶 原 者 ， 帶 原 率 爲 世 界 之 冠 （ 4 ） 。 B 型 肝 炎 病 毒 存 在 於 ⼈ 體 ⾎ 液 及
分 泌 液 中 ， 可 經 由 輸 ⾎ 感 染 、 母 兒 （ 垂 直 ） 感 染 及 ⽔ 平 感 染 ︔ 亦 可 經 由 共 同 使 ⽤ ⽽ 未 經 消 毒
之 修 ⾯ 、 紋 身 、 盥 洗 、 餐 飲 等 ⽤ 具 ⽽ 傳 染 （ 5 ） 。 可 ⾒ 其 傳 染 率 及 危 害 ⼈ 類 健 康 之 鉅 。 故 研 究 治
療 與 預 防 肝 炎 乃 是 當 前 醫 藥 最 重 要 之 課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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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醫 學 對 於 B 型 肝 炎 之 治 療 ， 除 休 息 與 飲 食 控 制 外 ， 尚 有 免 疫 學 療 法 ， ⽽ 免 疫 學 療 法
⼤ 都 使 ⽤ 類 固 醇 、 6 - M e r c a p t o p u r i n e 、 A z t h i o p r i n e   等 藥 品 或 使 ⽤ ⼲ 擾 素 誘 導 物 或 以 被 動
免 疫 使 ⽤ B 型 肝 炎 疫 苗 治 療 （ 6 ） 。 但 ⼤ 都 仍 在 試 驗 階 段 ， 尚 無 有 效 可 靠 療 法 。 因 此 ， 尋 找 有 效
治 療 肝 炎 藥 物 乃 是 今 ⽇ 刻 不 容 緩 之 事 。
中 國 醫 藥 是 我 國 五 千 年 來 維 護 中 華 民 族 ⽣ 命 健 康 之 醫 學 ， 在 中 醫 諸 典 籍 中 ， 對 於 治 療 肝

炎 之 記 載 甚 詳 。 遠 ⾃ ⼆ 千 年 前 靈 樞 • 論 疾 診 尺 篇 ⼰ 載 「 身 痛 ⽽ ⾊ 微 ⿈ ， 齒 垢 ⿈ ， ⽖ 甲 上 ⿈ ，
⿈ 疸 也 。 」 （ 7 迨 致 漢 • 張 仲 景 • 優 寒 論 亦 有 記 載 茵 陳 蒿 湯 、 梔 ⼦ 蘗 湯 治 瘀 熱 在 裏 、 熱 重 於 濕
， 陽 ⿈ 之 證 （ ） 。 關 於 茵 陳 蒿 湯 治 療 急 性 肝 炎 之 藥 理 作 ⽤ 已 有 報 告 （ ⑨ ） ， ⽽ 梔 ⼦ 蘗 ⽪ 湯 對 於 急 性
肝 炎 治 療 之 藥 理 作 ⽤ ， 尚 未 ⾒ 報 告 。 故 本 研 究 乃 探 討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對 於 由 四
氯 化 碳 、 a   - n a p h t h y l i s o t h i o c y a n a t e   （ A N I T ） 或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等 所 誘 發 ⼤ ⽩ 鼠 急
性 肝 炎 、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或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性 肝 炎 等 ， 進 ⾏ 肝 功 能 ⽣ 化 檢 驗 及 肝 組 織 病 理 切 ⽚
觀 察 ， 以 探 討 其 效 果 ， 俾 供 臨 床 治 療 或 預 防 肝 病 之 參 考 。

實 驗 材 料
⼀ 、 梔 ⼦ 蘗 ⽪ 湯 之 藥 材 來 源
本 實 驗 所 使 ⽤ 之 藥 材 經 鑑 定 其 藥 材 來 源 （ o r i g i n ） 如 下 ：
梔 ⼦ ： G a r d e n i a   j a s m i n o i d e s   E r r s （ ' 茜 草 科 R u b i a c e a e ） 。
⿈ 蘗 ： P h e l l o d e n d r o n   w i l s o n i i   H a y a t a   e t   K   A N B E T R A （ 芸 ⾹ 科 R u t a c e a e ） 。
# * : 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er et Dc. ( E#Leguminosae) •

⼆ 、 梔 ⼦ 蘗 ⽪ 湯 抽 取 物 之 製 備
1 . 梔 ⼦ 蘗 ⽪ 湯 酒 精 抽 取 物 之 備
將 梔 ⼦ 、 ⿈ 蘗 、 ⽢ 草 等 乾 燥 藥 材 ， 分 別 以 磨 粉 機 研 成 粗 末 ， 依 3 ： 2 ： 1 之 比 例 ， 取 1 . 2
公 ⽄ 置 於 圓 底 燒 瓶 內 ， 加 入 9 5 % 酒 精 1 0 0 0 m l ， 在 ⽔ 浴 中 保 持 7 0 ° C ， 溫 浸 2 4 ⼩ 時 ， 連 續 抽
取 4 次 ， 收 集 全 部 抽 取 液 ， 過 濾 混 合 ， 於 5 0 ° C 下 減 壓 濃 縮 （ E Y E L A 、 r o t a r y   v a c u -
u m   e v a p o r a t o r ） 至 黏 稠 狀 。 放 入 烘 箱 中 於 5 0 ° C 下 進 ⾏ 乾 燥 。 抽 取 率 2 6 . 7 % （ 以 下
簡 稱 C . T . A t 。 ） 。

2 . 梔 ⼦ 蘗 ⽪ 湯 ⽔ 抽 取 物 之 製 備
本 製 備 法 同 上 ， 但 溶 劑 為 蒸 餾 ⽔ ， ⽔ 浴 加 溫 保 持 9 0 ° C 減 壓 濃 縮 ， 並 於 6 0 ° C   烘 箱 中 乾
燥 。 抽 取 率 爲 1 7 . 5 % （ 以 下 簡 稱 C . T . a 2 0 ）

三 、 實 驗 動 物
本 實 驗 所 使 ⽤ 之 動 物 爲 體 重 2 0 2 公 克 之 I C R 系 雄 性 ⼩ ⽩ 鼠 及 S p r a g u e   D a w l e y   系 體

重 2 0 0 ～ 2 5 0 公 克 之 雄 性 ⼤ ⽩ 鼠 。
四 、 實 驗 試 藥

Carbon tetrachloride (Kokusan) • D(+) -galactosamine HCl (Sigm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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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hthylisothiocyanate (Sigma) •

實 驗 ⽅ 法
⼀ 、 急 性 毒 性 試 驗

本 實 驗 依 據 L i t c h f i e l d   a n d   W i l c o x o n   所 述 之 ⽅ 法 ， 測 定 藥 物 經 由 ⼜ 服 （ P . O . ） 或 腹 腔
注 射 （ I . P . ） 後 ， 觀 察 其 7 2 ⼩ 時 內 使 ⼩ ⽩ 鼠 ⼀ 半 死 亡 之 劑 量 ， 及 其 9 5 %   可 信 度 ， 並 觀 察 其 中 毒
症 狀 。
⼆ 、 四 氯 化 碳 誘 發 急 性 肝 炎
將 四 氯 化 碳 溶 於 橄 欖 油 （ C C e 、 ： 橄 欖 油 = 1 ： 3 ） 中 製 成 2 5 % C C l . （ v / v ） 之 濃 度 ， ⼜ 服 4

me /kg °
1 . 對 照 組 （ C o n t r o l ） ⼜ 服 2 5 % C C e . 4 m l / k g 誘 發 急 性 肝 炎 。
2 .   正 常 組 （ N o r m a l ） 給 予 等 量 橄 欖 油 。
3 . 治 療 組 （ T r e a t m e n t ） ⼜ 服 2 5 % C C e 。 後 第 5 及 第 1 0 ⼩ 時 ， 分 別 ⼜ 服 C . T . E 2 0 （ 0 . 2 . 5 g

/kg • 0.5g/kg)EX C.T.1c (0.5g/kg • 1.0g/kg) •

(Р.О.)
CCe,

5hr
給 藥
(C.T.)

10hr
給 藥
(С.Т.)

12hr
禁 食

24hr.
採 ⾎

在 ⼜ 服 四 氯 化 碳 後 1 2 ⼩ 時 開 始 禁 食 ， 2 4 ⼩ 時 後 ， 以 P e n t o b a b i t a l   s o d i u m   4 0 m g / k g
麻 醉 ， 由 腹 腔 動 脈 抽 ⾎ ， 將 ⾎ 清 於 室 溫 中 靜 置 1 0 分 鐘 後 ， 放 入 離 ⼼ 機 內 （ K U B O T A   K A 1 0 0 0
， 3 0 0 0   r p m ） 離 ⼼ 1 0 分 鐘 ， 以 測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A l k a l i n e   p h o s p h a t a s e ） 、 總
膽 紅 素 （ T o t a l   b i l i r u b i n ） 、 直 接 膽 紅 素 （ D i r e c t   b i l i r u b i n ） 之 ⽣ 化 值 。 並 切 ⼀ ⼩ 塊 肝 組 織
做 病 理 切 ⽚ 。
三 、 a   - n a p h t h y l i s o t h i o c y a n a t e （ A N I T ） 誘 發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將 A N I T 溶 於 1 . 5 % C M C 中 製 成 懸 浮 液 。 ⼜ 服 1 0 0 m g / k g 。
1 . 對 照 組 ⼜ 服 A N I T   1 0 0 m g / k g ， 誘 發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
2 . 正 常 組 給 予 等 量 1 . 5 % C M C 溶 液 。
3 .   治 療 組 分 爲 ⼆ 組 ：
（ A ） ⼜ 服 A N I T   1 0 0 m g / g 後 6 、 1 2 、 1 8 ⼩ 時 ， 分 別 給 予 C . T . a 2 o   （ 0 . 2 5 g / k g 、 0 . 5 g /

kg)eC.T. a1 (0.5g/kg • 1.0g/kg) •

(Р.О.)
ANIT

6hr.
給 藥
(C.T.)

12hr.
給 藥
(C.T.)

18hr.
給 藥

(C.T.)

+

36hr
禁 食

48hr.
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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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r.
給 藥

12h r. 6hr. 6hr. 12hr. 18hr. 36hr. 48hr.
採 ⾎給 藥 給 藥 （ P . O . ）   給 藥 給 藥 給 藥 禁 食

(C.T.) (C.T.) (C.T.) ANIT (C.T.) (C.T.) (C.T.)

（ B ） ⼜ 服 A N I T 之 前 6 、 1 2 、 1 8 ⼩ 時 及 之 後 第 6 、 1 2 、 1 8 ⼩ 時 分 別 給 予 C . T . a 2 0   （ 0 . 2 5 g /
kg • 0.5g/kg)EC.T. 110(0.5g/kg • 1.0g/kg)•

以 上 均 在 ⼜ 服 A N I T 後 3 6 ⼩ 時 開 始 禁 食 ， 4 8 ⼩ 時 採 ⾎ ， 其 ⽅ 法 同 實 驗 ⼆ 。
四 、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誘 發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性 肝 炎 將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溶 於 ⽣ 理 食 鹽 ⽔ ， 由
腹 腔 注 射 4 0 0 m g / k g 。
1 . 對 照 組 注 射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 誘 發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性 肝 炎 。
2 .   正 常 組 給 予 等 量 ⽣ 理 食 鹽 ⽔ 。
3 . 治 療 組 注 射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後 第 5 ⼩ 時 及 第 1 0 ⼩ 時 分 別 給 予 C . T .   = 2 0   （ 0 . 2 5 g / k g

• 0.5g/kg)=C.T.10 (0.5g/kg • 1.0g/kg) •
+

5hr.
給 藥(I.P) (C.T.)

D-galactosa mine

10hr.
給 橤

(C.T.)
12hr.
禁 食

24hr.
採 ⾎

在 注 射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後 1 2 ⼩ 時 開 始 禁 食 ， 2 4 ⼩ 時 採 ⾎ ， 其 ⽅ 法 同 實 驗 ⼆ 。
五 、 病 理 組 織 標 本 之 製 備
將 ⼤ ⽩ 鼠 之 肝 臟 組 織 以 1 0 % 福 ⾺ 林 固 定 後 ， ⽤ 7 0 % 、 8 0 % 、 9 0 % 、 1 0 0 % 酒 精 脫 ⽔ 及 P a r a -

f f i n   包 埋 薄 切 ， 再 以 蘇 ⽊ 精 和 伊 紅 （ H e m a t o x y l i n - E o s i n   s t a i n ） 染 ⾊ 。

實 驗 結 果

⼀ 、 急 性 中 毒 試 驗 及 中 毒 症 狀 之 觀 察
依 據 L i t c h f i e l d   a n d   W i l c o x o n   之 ⽅ 法 ， ⼩ ⽩ 鼠 ⼜ 服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

C . T . a 2 0   或 C . T . A 1 。 ） ⼀ 次 劑 量 1 0 g / k g 後 7 2 ⼩ 時 仍 未 ⾒ 死 亡 ， 僅 活 動 ⼒ 降 低 。 經 由 腹 腔   注
射 ⼩ ⽩ 鼠 7 2 ⼩ 時 後 ⼀ 半 死 亡 之 劑 量 （ L D 。 。 ） 及 其 9 5 % 可 信 度 如 表 1 。
中 毒 症 狀 之 觀 察 ： ⼩ ⽩ 鼠 ⼜ 服 ⼀ 次 劑 量 1 0 g / k g   後 ， 僅 ⾒ 其 活 動 ⼒ 明 顯 降 低 ， 且 蹿 踞 於

⼀ 隅 。 腹 腔 注 射 之 ⼩ ⽩ 鼠 除 活 動 ⼒ 降 低 外 ， 且 有 不 安 、 呼 吸 困 難 及 亂 竄 ⽽ 死 亡 。
⼆ 、 對 四 氯 化 碳 誘 發 急 性 肝 炎 之 影 響
如 表 2 所 ⽰ ， ⼤ ⽩ 鼠 ⼜ 服 四 氯 化 碳 後 引 起 急 性 肝 炎 ， 其 ⾎ 清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A l k a l i n e   p h o s p h a t a s e ） 、 總 膽 紅 素 （ T o t a l   b i l i r u b i n ） 、 直 接 膽 紅 素 （ D i r e c t   b i l i r u b -
i n ） 等 急 速 之 升 ⾼ ， 治 療 組 ⼜ 服 梔 ⼦ 蘗 ⽪ 湯 之 ⽔ 抽 取 物 後 G O T 、 （ 0 . 2 5 g / k g   P < 0 . 0 1 • 0 . 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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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P <0.001) • GPT (0.25g/kg • 0.5g/kg P <0.001) • n t h F H (0.5g/kg P<0.01
） 、 總 膽 紅 素 （ 0 . 5 g / k g   P < 0 . 0 0 1 ） 、 直 接 膽 紅 素 （ 0 . 5 g / k g   P < 0 . 0 5 ） 等 均 有 顯 著 降 低 作 ⽤ 。

Y # A EX * * GOT (0.5g/kg P<0.01 • 1.0g/kg P <0.001) • GPT (0.5g/kg • 1.0g/kg F
< 0 . 0 0 1 ） 鹼 性 磷 酸 酶 （ 0 . 5 g / k g   P < 0 . 0 5 • 1 . 0 g / k g   P < 0 . 0 1 ） 、 總 膽 紅 素 （ 1 . 0 g / k g   P < 0 . 0 5
） 等 亦 均 有 顯 著 降 下 作 ⽤ 。
三 、 對   a   - n a p h t h y l i s o t h i o c y a n a t e （ A N I T ） 誘 發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之 影 醬 。
如 表 3 所 ⽰ ， ⼤ ⽩ 鼠 ⼜ 服 A N I T 後 引 起 ⾎ 清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等 急 速 升 ⾼ 。 治 療 組 （ A ） 本 ⽅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對 G O T 、 G P T （ P < 0 . 0 1 ~ 0 . 0 0 1
） 均 有 顯 著 降 低 作 ⽤ ， 對 鹼 性 磷 酸 酶 （ P < 0 . 0 5 ~ 0 . 0 0 1 ） 亦 有 顯 著 降 低 作 ⽤ 。 治 療 組 （ B ） 本 ⽅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對 G O T （ P < 0 . 0 1 ~ 0 . 0 0 1 ） 、 G P T （ P < 0 . 0 0 1 ） 、 鹼 性 磷 酸 酶 （ P < 0 . 0 0 1 ） 、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 P < 0 . 0 5 ~ 0 . 0 0 1 ） 等 均 有 顯 著 降 低 作 ⽤ 。
四 、 對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誘 發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肝 炎 之 影 響
如 表 4 所 ⽰ ， ⼤ ⽩ 鼠 注 射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後 引 起 ⾎ 清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等 急 速 升 ⾼ 。 治 療 組 ⼜ 服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後 更 使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等 呈 現 更 顯 著 升 ⾼ 。
五 、 病 理 切 ⽚ 觀 察

1 . 由 四 氯 化 碳 誘 發 急 性 肝 炎 之 病 理 切 ⽚ 觀 察
如 圖 ⼀ 所 ⽰ ， 四 氯 化 碳 所 誘 發 之 ⼤ ⽩ 鼠 肝 臟 組 織 病 變 ， 由 病 理 切 ⽚ 可 以 觀 察 到 ⼩ 葉 中

⼼ 區 壞 死 （ m i l d   c e n t r a l   n e c r o s i s ） 及 脂 肪 變 性   （ f a t t y   m e t a   m o r p h o r s i s ） 。 經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治 療 後 如 圖 ⼆ 所 ⽰ ， ⼩ 葉 中 ⼼ 區 壞 死 、 及 脂 肪 變 性 等 現 象 均 有 減 少 ， 但 亦
⾒ 肝 糖 變 性 （ g l y c o g e n   d e g e n e r a t i o n ） 。

2 . 由   - n a p h t h y l i s o t h i o c y a n a t e （ A N I T ） 誘 發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之 病 理 切 ⽚ 觀 察
如 圖 三 所 ⽰ ， a   - n a p h t h y l i s o t h i o c y a n a t e 所 誘 發 之 ⼤ ⽩ 鼠 肝 臟 組 織 病 變 ， 由 病 理 切

⽚ 可 以 觀 察 到 膽 管 上 ⽪ 細 胞 增 ⽣ 、 脫 落 、 局 部 性 壞 死 （ f o c a l   n e c r o s i s ） 。 經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治 療 後 如 圖 四 所 ⽰ ， 膽 管 上 ⽪ 細 胞 增 ⽣ 、 脫 落 、 局 部 性 壞 死 等 有 輕 微 減 少 現 象

Table 1. Acute toxicity of C.T. extracts in mice

Drug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LD s0
(g/kg)

95 % confidence limit
(g/kg )

С.Т. п30
I. P. 0.55 0.135 ~ 1.23
P.O. > 10

C.T. 11o I.P. 0.735 0.18 ~ 2.94
P.O.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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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 A ） 四 氯 化 碳 誘 發 引 起 肝 ⼩ 葉 中 ⼼ 區 壞 死 （ m i l d   c e n t r a l
n e c r o s i s ） 及 脂 肪 變 性 （ f a t t y   m e t a m o r p h o r s i s ） ，
H & E • X100

圖 ⼀ ： （ B ） 同 上 ， ×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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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 （ A ） ⼜ 服 C . T . 治 療 後 ， ⼩ 葉 中 ⼼ 區 壞 死 （ m i l d   c e n t r a l   n e c r o s i s ）
及 脂 肪 變 性 （ f a t t y   m e t a m o r p h o r s i s ） 等 現 象 減 少 。 H & E ，
×100

圖 ⼆ ： （ B ） 同 上 ， ×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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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 （ A ） A N I T 誘 發 引 起 膽 管 上 ⽪ 細 胞 增 ⽣ 、 脫 落 、 肝 細 胞 局 部 性
13E (focal nec ros i s ) • H&E ' x100

圖 三 ： （ B ） 同 上 ， × 2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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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 （ A ） ⼜ 服 C . T . 治 療 後 膽 管 上 ⽪ 細 胞 增 ⽣ 、 脫 落 、 肝 細 胞 局 部 性
壞 死 （ f o c a l   n e c r o s i s ） 輕 微 減 少 現 象 ， H & E ， × 1 0 0

圖 四 ： （ B ） 同 上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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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 疸 係 急 性 肝 炎 表 證 之 ⼀ ， 我 國 傳 統 醫 學 所 指 濕 熱 之 臨 床 症 狀 為 煩 燥 、 失 眠 、 ⼜ 乾 、 ⼜
苦 、 ⼼ 悸 、 脈 數 、 身 熱 、 ⿈ 等 ， 此 與 現 代 醫 學 ⿈ 疸 型 肝 炎 患 者 之 發 熱 、 疲 倦 、 身 ⿈ 、 食 慾
不 振 、 右 季 肋 區 痛 、 嘔 ⼼ 、 嘔 肚 等 症 狀 相 雷 同 。 早 在 漢 、 張 仲 景 傷 寒 驗 載 有 梔 ⼦ 蘗 ⽪ 湯 可 ⽤
於 治 療 濕 熱 鬱 蒸 、 傷 寒 、 身 ⿈ 發 熱 之 ⿈ 疸 症 。 但 至 今 尚 未 ⾒ 正 式 研 究 報 告 ， 故 本 研 究 乃 運 ⽤
各 種 對 肝 臟 破 壞 機 理 不 同 之 化 學 藥 品 引 起 急 性 肝 炎 、 膽 汁 滯 留 性 或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性 肝 炎 進 ⾏
寶 驗 ， 以 探 討 梔 ⼦ 蘗 ⽪ 湯 對 於 寶 驗 性 肝 炎 ⼤ ⽩ 鼠 之 影 響 。
⾸ 先 探 討 梔 ⼦ 蘗 ⽪ 湯 對 於 四 氯 化 碳 誘 發 急 性 肝 炎 之 療 效 。 四 氯 化 碳 經 肝 微 粒 體 P - 4 5 0 之

代 謝 激 活 後 ⽣ 成 三 氯 甲 基 C C e . ） ⾃ 由 基 ， 該 ⾃ 由 基 非 常 迅 速 的 激 起 細 胞 膜 之 過 氧 化 從 ⽽ 破
壞 細 胞 膜 結 構 功 能 之 完 整 性 ， 導 致 細 胞 壞 死 “ 0 ， 細 胞 膜 脂 過 氧 化 會 使 細 胞 內 酶 及 電 解 質 釋 出
， 鈣 離 ⼦ 則 進 入 細 胞 內 堆 積 造 成 肝 損 傷 D ） 。 同 時 根 據 S m u c k l e r   氏 等 認 為 四 氯 化 碳 亦 會 引 起
蛋 ⽩ 質 之 合 成 降 低 ， 三 ⽢ 油 脂 不 易 排 出 ⽽ 積 聚 於 肝 臟 成 脂 肪 肝 （ f a t t y   l i v e r ） （ 1 2 。 因 此 ⼤ ⽩
鼠 ⼜ 服 四 氯 化 碳 後 即 引 起 ⼩ 葉 中 ⼼ 區 壞 死 、 （ m i l d   c e n t r a l   n e c r o s i s ） 、 脂 肪 變 性 （ f a t t y
m e t a   m o r p h o r s i s ） 。 由 於 肝 細 胞 ⼤ 量 壞 死 ， 造 成 細 胞 內 轉 胺 酶 ⼤ 量 流 入 ⾎ 液 中 ， 引 起 G O T
、 G P T 急 速 升 ⾼ 。 ⼜ 服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後 G O T 、 G P T 顯 著 下 降 ， 且 其 ⽔ 抽 取
物 比 酒 精 抽 取 物 顯 著 。 又 肝 細 胞 壞 死 、 脂 肪 變 性 均 有 被 抑 制 。 其 作 ⽤ 可 能 與 本 ⽅ 劑 中 含 有 梔
⼦ 與 ⽢ 草 之 所 含 主 成 分 有 某 種 相 關 性 存 在 ， 因 據 報 告 梔 ⼦ 之 成 分 g e n i p o s i d e   對 於 四 氯 化 碳
引 起 之 G O T 、 G P T   之 升 ⾼ ， 有 降 低 作 ⽤ 外 ， 亦 能 增 加 肝 微 粒 體 P - 4 5 0 之 活 性 ， 並 能 活 化 不
同 A &   - P a s e   ⽽ 改 善 肝 細 胞 內 之 環 境 ， 加 強 鈣 離 ⼦ 排 出 細 胞 外 ， ⽽ 減 少 化 學 藥 品 對 肝 之 毒 性
1 3   ， 又 ⽢ 草 之 主 成 分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和 g l y c y r r h e t i c   a c i d   對 於 四 氯 化 碳 所 引 起 G O T 、 G -
P T   升 ⾼ 亦 有 降 低 作 ⽤ ， 並 可 使 肝 內 三 ⽢ 油 脂 含 量 減 少 ， 肝 細 胞 脂 變 壞 死 明 顯 減 輕 及 促 進 肝
細 胞 內 糖 原 ， 核 糖 核 酸 之 恢 復 1 4 1 5 。 同 時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在 肝 臟 內 能 與 有 害 物 質 結 合 成 g l u -
c u r o n i d e   ⽽ 產 ⽣ 解 毒 作 ⽤ ， 並 對 於 四 氣 化 碳 ⽣ 成 脂 質 過 氧 化 物 反 應 ， 有 抗 氧 化 作 ⽤ 1 6 。 故 梔
⼦ 蘗 ⽪ 湯 對 於 四 氯 化 碳 誘 發 急 性 肝 炎 之 改 善 作 ⽤ ， 是 否 與 增 強 肝 微 粒 體 P - 4 5 0 之 活 性 或 減 少
肝 內 三 ⽢ 油 脂 含 量 有 關 ， 值 得 待 進 ⼀ 步 探 討 。
由 於 四 氯 化 碳 在 肝 中 代 謝 數 ⽇ 後 ， 其 肝 功 能 會 趨 近 於 正 常 值 範 圍 （ 7 ， 因 此 本 實 驗 以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誘 發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性 肝 炎 ， 因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在 代 謝 過 程 中 ⽣ 成 g a l a c t -
o s a   m i n e - 1 - P h o s p h a t e 造 成 U D P - g l u c o s e 和 U D P - g a l a c t o s e 减 少 及 U D P - h e x o s a   m i n e 增
加 ， ⽽ 導 致 細 胞 內 U T P 急 性 缺 乏 及 R N A   及 蛋 ⽩ 質 合 成 之 減 少 ， 造 成 肝 細 胞 壞 死 、 炎 症 性 細
胞 浸 潤 、 脂 肪 沈 積 等 現 象 1 8 0 9 。 ⽽ 引 起 ⾎ 清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急 速 升 ⾼ 。 本 實 驗 研 究 結 果 顯 ⽰ ，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對 於 D - g a l a c t o s a m i n e
誘 發 類 似 急 性 病 毒 性 肝 炎 無 效 。
⿈ 疸 （ J a u n d i c e ） 係 由 於 膽 紅 素 形 成 過 多 或 膽 紅 素 無 法 ⾏ 接 合 作 ⽤ 或 膽 汁 滯 留 ⽽ 造 成 使

膽 紅 素 堆 積 在 組 織 及 間 質 液 ⽽ 使 ⽪ 膚 及 鞏 膜 變 ⿈ 2 0 。 本 研 究 爲 探 討 梔 ⼦ 蘗 湯 對 於 ⿈ 疸 之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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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N T T 使 膽 管 上 ⽪ 細 胞 及 ⽑ 細 ⾎ 管 阻 塞 ， ⽽ 引 起 肝 內 膽 汁 滯 留 ⽽ 形 成 ⿈ 疸 （ 2 1 1 8 2 ） 。 導 致 ⾎
清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急 速 升 ⾼ 及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異 常 升 ⾼ 。 由 實 驗 結 果 顯 ⽰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對 於 A N I T 所 引 起 G O T 、 G P T 、 鹼 性 磷 酸 酶 有 明 顯 降 低 作 ⽤
。 同 時 對 於 總 膽 紅 素 、 直 接 膽 紅 素 之 升 ⾼ 亦 有 顯 著 降 低 作 ⽤ 。 且 由 病 理 切 ⽚ 觀 察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對 於 膽 管 上 ⽪ 細 胞 增 ⽣ 、 脫 落 、 肝 細 胞 局 部 性 壞 死 （ f o c a l   n e c r o s i s ） 均 有
輕 微 抑 制 作 ⽤ 。 其 作 ⽤ 可 能 與 本 ⽅ 劑 中 梔 ⼦ 之 g e n i p o s i d e 對 於 A N I T 引 起 G O T 、 G P T 、 膽
紅 素 之 升 ⾼ 現 象 ， 有 降 低 作 ⽤ 2 8 。 且 梔 ⼦ 之 c r o c i n 、 c r o c e t i n - N a 亦 能 增 加 膽 汁 分 泌 2 ， 同
時 ⿈ 蘗 之 b e r b e r i n e 亦 可 使 膽 汁 變 稀 ， 膽 汁 形 成 增 加 之 利 膽 作 ⽤ 。 又 ⽢ 草 之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
g l y c y r r h e t i c   a c i d 亦 有 抗 炎 作 ⽤ 2 。 由 此 顯 ⽰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對 於 A N I T 誘
發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有 改 善 作 ⽤ 。 可 能 與 梔 ⼦ 蘗 ⽪ 湯 之 ⽔ 或 酒 精 抽 取 物 具 有 促 進 膽 汁 排 泄 及 防
⽌ 肝 細 胞 之 破 壞 有 關 。
又 梔 ⼦ 蘗 ⽪ 湯 之 ⽔ 抽 取 物 對 於 急 性 肝 炎 或 膽 汁 滯 留 性 肝 炎 之 改 善 作 ⽤ 優 於 其 酒 精 抽 取 物

， 可 能 係 ⽅ 劑 中 藥 材 所 含 有 效 成 分 g l y c y r r h i z i n 及 g e n i p o s i d e 均 屬 於 極 性 較 ⾼ 之 配 糖 體 ，
它 對 於 ⽔ 之 溶 解 度 ⼤ 於 酒 精 之 因 素 有 關 。
中 醫 臨 床 將 肝 炎 分 爲 濕 、 熱 、 虛 、 瘀 等 症 。 尤 其 對 於 濕 熱 ⿈ 疸 型 （ 陽 ⿈ ） 之 治 療 均 使 ⽤

清 熱 利 濕 劑 ， ⼀ 般 皆 知 ⽤ 茵 陳 蒿 湯 在 動 物 寶 驗 對 於 四 氯 化 碳 引 起 之 肝 炎 無 改 善 作 ⽤ （ 9 ） ， ⽽ 本
⽅ 劑 有 顯 著 之 改 善 作 ⽤ 。 此 因 本 ⽅ 劑 中 之 梔 ⼦ 有 清 熱 、 利 膽 、 涼 ⾎ ︔ ⿈ 蘗 有 消 炎 、 瀉 ⽕ 、 利
膽 ︔ ⽢ 草 有 清 熱 解 毒 等 功 效 ︔ 故 本 ⽅ 劑 可 供 臨 床 上 治 療 濕 熱 ⿈ 疸 型 之 肝 炎 病 患 ， 此 臨 床 評 估
有 待 於 ⽇ 後 進 ⼀ 步 之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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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CHIH-TZU-PO-PI-TANG ON THE
EXPERIMENTAL HEPATITIS IN RATS

Ming-Tsuen Hsieh* Hsien-Chung Tang Jiann-Jong Ma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Institut

China Medical College
*Institute of Chinese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Hepatitis is a kind of popular disease in Taiwan, and it endangers greatly to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Chih-tzu-po-pi-tang (C.T.#87-5/5) is said to be helpful for patients
with cholestatis hepatitis in the clinical course of Chinese Medicine. However, there has
been no scientific studies of this remedy up to now. The present study wa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hih-tzu-po-pi-tang on drug-induced hepatitis in rats.

We studied the effects of the water extracted Chin-tzu-po-pi-tang and alcohol ex-
tracted Chin-tzu-po-pi-tang on carbon tetrachloride-induced acute hepatitis, and a-naph-
thylisothiocyanate-induced cholestatis hepatitis in rats. It was found that Chin-tzu-po-pi-
tang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serum GOT, GPT, alkaline phosphatase, total bilirubin
and direct bilirubin. According to pathohistological study Chin-tzu-po-pi-tang will be
inhibited the mild central necrosis fatty metamorphorsis or proliferation of bile duct

epithelium focal necrosis caused by carbon tetrachloride, or ANIT, but Chin-tzu-po-pi*
tang had no apparent effects on D-galactosamine induced acute hepatitis rats.

From the above experiment, among the effect of water extracted Chin-tzu-po-pi tang
and alcohol extracted Chin-tzu-po-pi-tang on the above drug-induced hepatitis rats, the
water extracted Chin-tzu-po-pi-tang had better effect than alcohol extracted Chin-tzu-po-
pi-tang, also we found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remedy of Chin-tzu-po-pi-tang may be
has the effect to accelerate the bile excretion and to prevent liver cells being damaged.
Therefore, it can be applied in the clinic to the hepatitis patient of heat and dampness
in jaund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