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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逍 遙 散 及 丹 梔 逍 遙 散 為 中 醫 臨 床 常 ⽤ 之 ⽅ 劑 ， 多 偏 向 於 腸 胃 功 能 、 肝 炎 及 婦 ⼈ ⽉ 經 不 調

等 。 然 對 於 原 出 典 宋 • 太 平 惠 民 和 劑 局 ⽅ 及 明 • 薛 ⼰ • 內 科 摘 要 所 載 之 解 熱 主 治 功 效 ， 則 未 ⾒
有 現 代 基 礎 研 究 報 告 ， 故 進 ⾏ 本 研 究 ， 以 提 供 臨 床 運 ⽤ 之 參 考 。
逍 遙 散 及 丹 梔 逍 遙 散 兩 ⽅ 劑 ， 對 於 正 常 體 溫 之 鼷 鼠 ， 均 不 影 響 其 基 礎 體 溫 ， 但 在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之 實 驗 中 ， 發 現 僅 丹 梔 逍 遙 散 具 降 溫 作 ⽤ 。
丹 梔 逍 遙 散 對 A P O 之 降 溫 作 ⽤ 具 加 強 之 效 果 ︔ 但   S U L   可 拮 抗 丹 梔 逍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之 現 象 。 ⽽ 5 - H T P   可 拮 抗 丹 梔 逍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之 現 象 ︔ 且 對 P C P A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作 ⽤ 具 加 強 之 效 果 。 另 對   m u s c i m o l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現 象 並 不 影 響 。
B i c u c u l l i n e   為   G A B A A   r e c e p t o r s   之 拮 抗 劑 ， 並 不 影 響 鼷 鼠 之 基 礎 體 溫 ， 亦 不 影 響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 顯 ⽰ 丹 梔 逍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 鼠 ⾼ 溫 之 作 ⽤ ， 其 作 ⽤ 機 轉 可 能 係 增 加 中 樞   d o p a m i n e r -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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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綜 合 實 驗 結 果 顯 ⽰ ， 丹 梔 逍 遙 散 具 解 熱 作 ⽤ ， 其 解 熱 之 作 ⽤ 機 轉 ， 與 增 加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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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造 遙 散 ， 解 熱

前 ⾔
在 中 醫 藥 之 ⽂ 獻 典 籍 中 ， 記 載 許 多 ⽅ 劑 運

⽤ 於 治 療 「 疲 倦 、 煩 熱 」 等 症 候 ， 其 中 宋 • 太
平 惠 民 和 劑 ⽅ 所 收 載 之 逍 遙 散 即 為 中 醫 之 常 ⽤
⽅ ， 主 治 ： 「 ⾎ 虛 勞 倦 、 五 ⼼ 煩 熱 、 肢 體 疼
痛 、 發 熱 盜 汗 … 」 " 等 症 ， 然 今 道 遙 散 在 臨 床
使 ⽤ 及 藥 理 研 究 上 ， ⼤ 多 偏 向 於 腸 胃 功 能 、 肝
炎 及 婦 ⼈ ⽉ 經 不 調 等 ， 如 ： B 型 肝 炎 之 治 療 ” ） 、
婦 科 腰 痛 （ ® 、 ⾼ 泌 乳 ⾎ 症 （ 、 腸 胃 道 蠕 動 功 能

（ 5 ） 、 及 實 驗 性 肝 炎 之 研 究 ® 等 ， 但 對 於 原 ⽅ 解
熱 作 ⽤ 之 主 治 ， 則 未 ⾒ 有 現 代 基 礎 研 究 報 告 。
因 此 ， 本 研 究 擬 以 現 代 藥 理 學 ⽅ 法 ， 探 討 道 遙
散 對 於 解 熱 之 影 響 。
此 外 ， 在 現 今 臨 床 上 亦 廣 泛 運 ⽤ 丹 梔 逍 遙

散 ⼀ 逍 遙 散 之 加 ⽅ ， 於 治 療 發 熱 、 肢 體 疼 痛 等
症 。 按 丹 梔 逍 遙 散 ⾸ 載 於 明 • 薛 ⼰ • 內 科 摘
要 ， 本 ⽅ 係 由 上 述 逍 遙 散 再 加 入 牡 丹 ⽪ 及 梔 ⼦
所 組 成 ， 主 治 ： 「 發 熱 、 潮 熱 、 ⾃ 汗 、 盜 汗 、
頭 痛 ⽬ 澀 、 怔 忡 不 寧 、 … 」 ” 等 症 ， 按 組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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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之 釋 義 ： 「 丹 ⽪ 能 瀉 ⾎ 中 伏 ⽕ ， 梔 ⼦ 能 泄 三
焦 鬱 ⽕ 」 （ ® ， 故 其 效 ⽤ 功 能 多 偏 向 於 氣 鬱 化 熱
（ 9 ） 。 因 此 本 研 究 之 另 ⼀ 探 討 ⽅ 向 ， 即 以 現 代 藥
理 學 ⽅ 法 ， 來 比 較 此 兩 ⽅ 劑 對 於 解 熱 作 ⽤ 之 差
異 性 ， 並 進 ⼀ 步 探 討 其 機 轉 ， 以 進 ⼀ 步 確 認 逍
遙 散 及 丹 梔 追 遙 散 兩 ⽅ 在 臨 床 使 ⽤ 之 適 應 症 及
其 差 異 性 ， 提 供 臨 床 運 ⽤ 之 參 考 。

材 料 與 ⽅ 法
⼀ 、 實 驗 藥 材
本 實 驗 所 ⽤ 之 藥 材 經 ⽣ 藥 學 鑑 定 ， 其 基 原

爲 ：
*€# Bupleurum chinense DC. (Umbelliferae) •
Mili Angelia sinensis (Oliv.) DIELS. (Umbelliferae) •
4 % Paeonia lactiflora PALL. (Ranunalaceae) •
É/ i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 (Composi-

tae) •

¡ 4 Poria cocos ( Schw. ) WOLF (Polyproaceae) •
薄 荷 葉   M e n t h a   h a p l o c a l y x   B R I Q .   （ L e g u m i n o s a e ） 。

Glyrrhiza uralensis FISCHER. (Leguminosae) •
# # Zingiber officinale ROSE. (Zingiberaceae) •
t e I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Runaceae) •
牡 丹 ⽪   P a e o n i a   s u f f r u t i c o s a   A N D R . （ R a n u n a l a c e a e ） 。

⼆ 、 實 驗 藥 材 之 製 備
本 實 驗 所 ⽤ 之 藥 材 ， 各 組 之 組 成 ⽅ 味 及 劑

量 比 例 如 下 ：
1 .   逍 遙 散 （   S h i a u - Y a u - S a n ， 簡 稱   S Y S ） ，

按 宋   • 太 平 惠 民 和 劑 局 ⽅ （ 1 ） 所 載 ：
芍 藥 ： 當 歸 ： 茯 苓 ： ⽩ 朮 ： 柴 胡 ： 煨 ⽣

薑 ： 薄 荷 ： 炙 ⽢ 草 ， 依 2 ： 2 ： 2 : 2 : 2 ：
1 ： 1 ： 1 比 例 配 合 。

2 .   丹 梔 逍 遙 散 （ 簡 稱   D Z - S Y S ） ， 按 明 • 薛
⼰ • 內 科 摘 要 （ 7 所 載 ：
芍 藥 ： 當 歸 ： 茯 苓 ： ⽩ 朮 ： 柴 胡 ： 牡 丹

⽪ ： 山 梔 ： 煨 ⽣ 薑 ： 薄 荷 ： 炙 ⽢ 草 ， 依 2 ：
2 : 2 : 2 : 2 : 1 ： 1 ： 1 ： 1 ： 1 比 例 配
合 。

3 .   牡 丹 ⽪ 與 梔 ⼦ （ D Z ） ： 牡 丹 ⽪ 與 梔 ⼦ 之
比 例 ， 依 1 ： 1 配 合 。

將 各 組 之 組 成 藥 材 ， 按 上 述 之 組 成 比 例 稱
量 混 合 ， 先 以 5 0 % ⼄ 醇 浸 潤 2 4 ⼩ 時 後 ， 在 5 0
° C 下 迴 流 抽 取 四 ～ 五 次 ， 每 次 約 四 ⼩ 時 ， 合 併
抽 取 液 ， 於 5 0 ° C 下 進 ⾏ 減 壓 濃 縮 至 乾 ， 即 得 .
S Y S 、 D Z - S Y S   及 D Z 之 抽 取 物 。
三 、 實 驗 試 藥

Apomorphine ( APO) I% 0.01 % ascorbic
a c i d   溶 解 配 製 ， d l - p - c h l o r o p h e n y l a l a n i n e
( P C PA ) • 5-hydroxytryptophan ( 5-HTP)
以 0 . 3 %   C M C   溶 解 配 製 ， M u s c i m o l （ M U S ） ，
Brewer's yeast IX normal s a l i n e   溶 解 配 製 ，
S u l p i r i d e （ S U L   ） 以   0 . 1 %   l a c t i c   a c i d   溶 解
配 製 ， B i c u c u l l i n e （ B I C ） 以   0 . 1   %   t a r t r i c
a c i d   溶 解 配 製 ， 以 上 述 藥 物 皆 購 ⾃   S i g m a 公
司 。
四 、 實 驗 動 物
本 研 究 所 使 ⽤ 之 動 物 ：
1 . I C R   系 雄 性 鼷 鼠 ， 體 重 2 2 ~ 2 5 公 克 。

五 、 解 熱 試 驗 （ 1 0 ）
（ 1 ）   正 常 體 溫 組 ： 先 測 出 給 藥 前 之 鼷 鼠 肛 溫

後 ， 分 別 ⼜ 服 給 于 鼷 鼠 不 同 劑 量 （ 0 . 1   g / k g ，
1 . 0 g / k g   ） 的   S Y S 、 D Z - S Y S   及   D Z   之 抽 取
物 ， 於 給 藥 後 每 間 隔 1 ⼩ 時 ， 再 測 其 肛 溫 ， 共
測 2 ⼩ 時 。 對 照 組 給   v e h i c l e 。
（ 2 ） 誘 發 ⾼ 溫 組 ： 先 測 出 給 藥 前 之 鼷 鼠 肛 溫

後 ， 經 ⽪ 下 注 射 2 0 %   b r e w e r ' s   y e a s t （ 給 藥
量 0 . 1   m l / 1 0 g ） ， 於 2 4 ⼩ 時 後 ， 再 測 定 鼷 鼠 之
肛 溫 ， 約 可 提 昇 鼷 鼠 肛 溫 1 . 0 ° C 。 經 由 2 0 %
b r e w e r ' s   y e a s t   誘 發 ⾼ 溫 後 ， 分 別 ⼜ 服 給 于 鼷 鼠
不 同 劑 量 （ 0 . 1   g / k g ， 1 . 0   g / k g ） 的 S Y S 、
D Z - S Y S   及   D Z   之 抽 取 物 ， 於 給 藥 後 每 間 隔 1 ⼩
時 ， 再 測 其 肛 溫 ， 共 測 2 ⼩ 時 。 對 照 組 給   v e h i -
c l e
六 、 對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解 熱

之 影 響
以 2 0   %   b r e w e r ' s   y e a s t   誘 發 ⾼ 溫 ， 於 2 4

⼩ 時 後 ， 測 定 鼷 鼠 之 肛 溫 ， 可 提 昇 鼷 鼠 肛 溫 約
1 . 0 ° C 。 D Z - S Y S   之 抽 取 物 以 1 . 0 g / k g   ⼜ 服 給
于 I C R   雄 性 鼷 鼠 後 ， 並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於 給 藥 後 每 間 隔 1 ⼩ 時 ， 再 測 其 肛 溫 ， 共 測 2



⼩ 時 。 對 照 組 給   v e h i c l e 。
本 實 驗 所 併 ⽤ 改 變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物 質 的 時 間 及 劑 量 分 別 為 ： A p o m o r -
p h i n e （ 0 . 1 5   m g / k g ， s . c . ） 1 5   分 鐘 前 給 予 （ I ） ，
S u l p i r i d e （ 1 0   m g / k g ， i . p . ） 9 0 分 鐘 前 給 予 （ I ） 。
七 、 對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解 熱
之 影 響
以 2 0 %   b r e w e r ' s   y e a s t   誘 發 ⾼ 溫 ， 於 2 4

⼩ 時 後 ， 測 定 鼷 鼠 之 肛 溫 ， 可 提 昇 鼷 鼠 肛 溫 約
1 . 0 ° C 。 D Z - S Y S   之 抽 取 物 以 1 . 0 g / k g   ⼜ 服 給 于
I C R   雄 性 鼷 鼠 後 ， 並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於
給 藥 後 每 間 隔 1 ⼩ 時 ， 再 測 其 肛 溫 ， 共 測 2 ⼩
時 。 對 照 組 給   v e h i c l e 。
本 實 驗 所 併 ⽤ 改 變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物

質 的 時 間 及 劑 量 分 別 為 ： 5 - h y d r o x y t r y p t o p h a n
（ 5 0   m g / k g ， i . p . ） 3 0 分 鐘 前 給 予 （ 1 2 ） ， P -

chloro-phenylalanine ( 300 m g / k g , i.p. ) 3
天 前 給 予 （ 2 ） 。
八 、 對 G A B A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解 熱 之
影 響
以   2 0   %   b r e w e r ' s   y e a s t   誘 發 ⾼ 溫 ， 於 2 4

⼩ 時 後 ， 測 定 鼷 鼠 之 肛 溫 ， 可 提 昇 鼷 鼠 肛 溫 約
1 . 0 ° C 。 D Z - S Y S   之 抽 取 物 以 1 . 0   g / k g   ⼜ 服 給
于 I C R   雄 性 鼷 鼠 後 ， 並 與 下 述 物 質 分 別 併 ⽤ ，
於 給 藥 後 每 間 隔 1 ⼩ 時 ， 再 測 其 肛 溫 ， 共 測 2
⼩ 時 。 對 照 組 給   v e h i c l e 。
本 實 驗 所 併 ⽤ 改 變   G A B A e r g i c   s y s t e m   物

質 的 時 間 及 劑 量 分 別 爲 ： B i c u c u l l i n e （ 0 . 5   m g
/ k g   ， i . p .   ） 3 0 分 鐘 前 給 予 （ 1 3 ） ， M u s c i m o l
（ 0 . 2   m g / k g ， i . p .   ） 3 0 分 鐘 前 給 予 （ 1 3 ） 。
九 、 統 計 學 分 析
本 實 驗 所 有 結 果 的 數 據 ， 均 以 o n e   w a y -

A N O V A   分 析 變 異 數 ， 再 以   D u n c a n ' s   m u l t i p l e
r a n g e   t e s t   檢 定 其 間 差 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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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 熱 作 ⽤
（ 1 ） 正 常 體 溫 組
如 表 1 所 ⽰ ， S Y S 、 D Z - S Y S   及   D Z 之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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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物 ， 對 於 正 常 體 溫 組 之 鼷 鼠 ， 均 不 具 降 低 體
溫 之 作 ⽤ 。
Table 1. Hypothermic effect of SYS • DZ-SYS & DZ
on the normal temperature in mice.

Drugs
Dose
(g/kg'
р.о.)

Rectal temperature
(°C)
before drug
treatmen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 Д Т ( С ) )

1-hr after drug
treatment

2-hr after
drug treat-
ment

Control 3 6 . 6 6 ⼟ 0 . 1 3 0 . 0 4   ⼟ 0 . 0 7 0.07 $ 0.04
SYS 0.1 3 6 . 5 7   ⼠ 0 . 1 4 0 . 0 3 ⼟ 0 . 0 2 0.08 $ 0.10

1.0 36.67 $ 0.10 0.02 $ 0.07 0 . 0 7 ⼟ 0 . 0 5
DZ-SYS 0.1 36.70 $ 0.22 0.06 $ 0.03 0.02 $ 0.09

1.0 3 6 . 8 9   ⼟ 0 . 1 2 - 0 . 0 2   ⼠ 0 . 0 5 -0.01 ‡ 0.09

DZ 0.1 36.49 $ 0.11 0 . 0 3 ⼠ 0 . 0 5 0 . 0 5 ⼠ 0 . 0 4
1.0 3 6 . 8 3   ⼠ 0 . 0 7 0.08 $ 0.06 - 0 . 0 1   ⼠ 0 . 0 6

AT= Temperature of Postadministration - Temperature of Pread-
ministration.

Mean ‡ S.E. (n=7 )

（ 2 ）   酵 母 菌 誘 發 ⾼ 溫 組
如 表 2 所 ⽰ ， S Y S 、 D Z - S Y S   及   D Z   之 抽

取 物 ， 對 於 因 酵 母 菌 誘 發 ⾼ 溫 之 鼷 鼠 ， 僅 S Y S
及   D Z - S Y S   具 降 低 體 溫 之 作 ⽤ ， 且 以   D Z - S Y S
的 降 溫 作 ⽤ 最 強 。
Table 2. Antipyretic effect of SYS • DZ-SYS & DZ on
the brewer's yeast-induced hyperthermia in mice.

Drugs

Dose

(g/kg (°C)

Rectal
temperature

' p.o.) before yeast
treatmen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ATI ('C)

treatmeng
Before drug drug after 2-ug after

ment

ДТ2 ('C)
after 2-hr after

ment
Control 36.66 $ 0.13 0.17 ÷ 0.02 0 . 0 2   ⼟ 0 . 0 3 0.09 $ 0.02
HPT 36.61 $ 0.17 1 . 2 0   ⼠ 0 . 1 0 " - 0 . 0 7 ⼠ 0 . 0 6 -0.04 $ 0.05
HPT
+SYS

0.1 3 6 . 5 7 ⼠ 0 . 1 4 1 . 1 5 ⼠ 0 . 0 z " - 0 . 1 7   ⼠ 0 . 0 4 -0.12 $ 0.10
1.0 36.67 $ 0.10 1 . 2 1   +   0 . 0 5 ° " - 0 . 2 8   ⼟   0 . 0 9 a - 0 . 4 6   ⼟   0 . 0 7 a

HPT 0.1 3 6 . 7 0 ⼟ 0 . 2 2 1 . 2 7 ⼠ 0 . 1 1 -0.38 $ 0.060 -0.41 $ 0.130
+DZ-

SYS
HPT

1.0 36.89 $ 0.12 1.07 ÷ 0.10"' - 1 . 0 4   ⼟ 0 . 0 9 a a -1.01 $ 0.08a

0.1 36.49 $ 0.11 1 . 1 3   ⼠ 0 . 0 8 “ -0.04 ‡ 0.09 0 . 0 7   ⼟ 0 . 1 3
+DZ 1.0 3 6 . 8 3 ⼠ 0 . 0 7 1.14 $ 0.10"' - 0 . 2 7   ⼠ 0 . 1 0 -0.27 ÷ 0.10

A T1 = Temperature of Yea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re-induced administration.

A T2 = Temperature of Post-drug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o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HPT : Hyperthermia. Value are mean ‡ S.E. (n=7). **p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p<0.05, aap<0.01,
compared with HPT group in the same time (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

⼆ 、 對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解 熱
之 影 響
如 表 3 所 ⽰ ， A p o m o r p h i n e （ 0 . 1 5   m g / k g ）

單 獨 給 藥 可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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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與   D Z - S Y S   萃 取 物 （ 1 . 0 g / k g ） 併 ⽤ 後 ， 對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更 顯 著 。

T e A P   0 ,   0 . 1 5   m g l k   o f   o t   t h e   b r e v e r   s   e s t   I n d u c e d
hyperthermia in mice.

Drugs
Rectaltemper-

ature ( C )

treatmen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before yeast Before drug 1-hr
treatment drug treatment drug treat-

Д Т2(°C)
after 2-hr after

ment
Control 36.66 $ 0.13 0 . 1 7   ⼠ 0 . 0 2 0.02 $ 0.03 0.09 $ 0.02

HPT 3 6 . 6 1   ⼠ 0 . 1 7 1 . 2 0   ⼠ 0 . 1 0 -0.07 $ 0.06 -0.04 ≤ 0.05
HPT+DZ

-SYS 36.89 ÷ 0.12 1 0 7   ⼟ 0 . 1 0 -1.04 $ 0.0900 - 1 . 0 1   ‡   0 . 0 8 c e
HPT +APO 36.72 $ 0.06 0.99 $ 0.02" -0.43 ‡ 0.0600 -0.41 # 0.06an
HPT +APO
+DZ-SYS 36.77 $ 0.07 1.01 ₫ 0.05* -1.17 $ 0.036 - 1 . 2 6 ⼠ 0 . 0 6 b

Д T1=Temperature of Yea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re-induced administration.

A T2-Temperature of Post-drug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o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HPT : Hyperthermia. Value are mean # S.E. (n=7). **P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a p<0.01, compared
with HPT group in the same time.b p<0.05, compared with.
HPT +DZ-SYS group in the same time. (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

如 表 4 所 ⽰ ， S u l p i r i d e （ 1 0   m g / k g ）   單 獨 給
藥 對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無 影 響 ， 當 與
D Z - S Y S   萃 取 物 （ 1 . 0 g / k g ）   併 ⽤ 後 ， 可 拮 抗 其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
Table 4. Antipyretic effect of DZ-SYS and sulpiride
( SUL, 10.0 mg/kg ) on the brewer's yeast-induced

hyperthermia in mice.

Drugs

Rectal
temperature

( C )
before yeast
treatmen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ATI(°C)

Before drug
treatment

1-hr after
drug
treatment

Д T2("C)
2-hr after
drug
treatment

Control 3 6 . 6 6   ⼟ 0 . 1 3 0.17 ÷ 0.02 0 . 0 2   ⼠ 0 . 0 3 0.09 $ 0.02
HPT 3 6 . 6 1 ⼟ 0 . 1 7 1 . 2 0   ⼠ 0 . 1 0 - 0 . 0 7   ⼠ 0 . 0 6 -0.04 $ 0.05
HPT+DZ
-SYS 36.89 ÷ 0.12 1 . 0 7 ⼠ 0 . 1 0 ∞ -1.04 $ 0.09aa -1.01 $ 0.08aa

HPT+SUL 36.46 $ 0.12 1.03 $ 0.03*- 0.14 $ 0.08 0 . 2 6   ⼠ 0 . 0 5
HPT + SUL
+DZ-SYS 3 6 . 5 0 ⼟ 0 . 0 8 0 . 9 6   ⼟ 0 . 0 3 * - 0 . 1 7   ⼟ 0 . 0 6 b b -0.01 # 0.02bb

Д T1=Temperature of Yea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re-induced administration.

Д T2=Temperature of Post-drug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o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HPT : Hyperthermia. Value are mean # S.E. (n=7). **p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a p<0.01, compared

HT PSY in the in time 1 , And horHPT+DZ-SYS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 e s t ) .

三 、 對   S e r o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解 熱
之 影 響
如 表 5 所 ⽰ ， 5 - h y d r o x y t r y p t o p h a n （ 5 0

m g / k g ） 單 獨 給 藥 對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無 影 響 ， 當   D Z - S Y S   萃 取 物 （ 1 . 0 g / k g ） 併
⽤ 後 ， 可 拮 抗 其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
Table 5. Antipyretic effect of DZ-SYS and 5-hydroxytryp-
tophan ( 5-HTP, 50.0 mg/kg ) on the brewer's yeast-
induced hyperthermia in mice.

Drugs

Rectal
temperature

(°C)
before yeast
t r e a t m e n 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ДТІ('С)

Before
t r e a t m e n t

drug 1-hr after 2 - h r
drug treatment

Д Т2( "С)
after

drug treatment
Control 3 6 . 6 6 ⼟ 0 . 1 3 0.17 $ 0.02 0 . 0 2   ⼟ 0 . 0 3 0.09 ÷ 0.02

HPT 36.61 $ 0.17 1.20 $ 0.10*• -0.07 ÷ 0.06 -0.04 $ 0.05
HPT+
DZ-SYS 3 6 . 8 9 ⼟ 0 . 1 2 1.07 $ 0.10*• - 1 . 0 4   ⼠ 0 . 0 9 a a - 1 . 0 1   ⼠ 0 . 0 8 a a

HPT+5-
HTP 3 6 . 5 5   ⼟ 0 . 0 8 0.97 $ 0.03*• 0.11 # 0.06 0.10 $ 0.06

HPT+5-
HTP+

DZ-SYS
36.59 $ 0.07 0 . 9 2   ⼟ 0 . 0 4 * - 0 . 2 6   ⼠ 0 . 0 4 b b - 0 . 3 5   ⼟ 0 . 0 5 b b

A T1=Temperature of Yea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re-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2=Temperature of Post-drug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o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HPT : Hyperthermia. Value a r e mean ‡ S.E. (n=7). **p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a p<0.01, compared
with HPT group in the same time. bb p<0.01, compared with
HPT+DZ-SYS group in the same time. (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
如 表 6 所 ⽰ ， p a r a - c h l o r o p h e n y l a l a n i n e

（ 3 0 0   m g / k g   ） 單 獨 給 藥 可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 當 與   D Z - S Y S   萃 取 物 （ 1 . 0 g /
k g ） 併 ⽤ 後 ， 對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更 顯 著 。
Table 6. Antipyretic effect of DZ-SYS and para-chloro-
phenylalanine ( PCPA, 300 mg/kg ) on the brewer's
yeast-induced hyperthermia in mice.

Drugs
Rectal temper-
ature ( C)
before yeast
treatmen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ДТІ('C)

Before drug drugtreatment
1-hr

treat- drug
ment

Д Т2(°C)
after 2-hr after

treat-
ment

Control 3 6 . 6 6   ⼟ 0 . 1 3 0.17 $ 0.02 0 . 0 2   ⼠ 0 . 0 3 0.09 ÷ 0.02
HPT 36.61 $ 0.17 1 . 2 0 ⼟ 0 1 0 " - 0 . 0 7   ⼠ 0 . 0 6 -0.04 $ 0.05
HPT+DZ
-SYS 36.89 $ 0.12 1 . 0 7   ⼠ 0 . 1 0 ” -1.04 $ 0.09aa -1.01 $ 0.08aa
HPT+
PCPA 3 6 . 6 2   ⼠ 0 . 0 9 0.97 ÷ 0.06** - 0 . 5 7   ⼠ 0 . 0 3 a a -0.89 ‡ 0.04aa
HPT+
PCPA+DZ
-SYS

3 6 . 6 7 ⼠ 0 . 0 7 0 . 9 6   ⼟ 0 . 0 4 ' -0.99 $ 0.03bb -1.14 ‡ 0.06bb

A T1=Temperature of Yea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re-induced administration.



A T2=Temperature of Post-drug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o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HPT : Hyperthermia. Value are mean + S.E. (n=7). **p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a p<0.01, compared
with HPT group in the same time. bo p<0.01, compared with
HPT+PCPA group in the same time. (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

四 、 對   G A B A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物 質 所 引 起 解 熱 之
影 響
如 表 7 所 ⽰ ， B i c u c u l l i n e （ 0 . 5   m g / k g ）

單 獨 給 藥 對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無 影
響 ， 當 與   D Z - S Y S   萃 取 物 （ 1 . 0 g / k g ） 併 ⽤
後 ， 對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亦 無 影
響 。

Table 7. Antipyretic effect of DZ-SYS and bicuculline
( BIC, 0.5 mg/kg ) on the brewer's yeast-induced

hyperthermia in mice.

Drugs

Rectal
temperature
( C )
before yeast
treatmen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A T1(°C)

Before drug
t r e a t m e n t

1-hr after
drug
t r e a t m e n t

2-hr after
drug
t r e a t m e n t

Control 3 6 . 6 6   ⼠ 0 . 1 3 0 . 1 7   ⼠ 0 . 0 2 0 . 0 2   ⼠ 0 . 0 3 0 . 0 9 ⼟ 0 . 0 2

HPT 36.61 $ 0.17 1 . 2 0   ⼠ 0 . 1 0 ” -0.07 ÷ 0.06 - 0 . 0 4   ⼟ 0 . 0 5
H P T + DZ
-SYS

36.89 ÷ 0.12 1 . 0 7   ⼠ 0 . 1 0 * -1.04 ‡ 0.09aa - 1 . 0 1   ⼠ 0 . 0 8 a a

H P T + BIC 3 6 . 5 0   ⼠ 0 . 0 8 1 . 0 7 ⼟ 0 . 0 2 ” - 0 . 1 2 ⼟ 0 . 0 3 - 0 . 0 8   ⼠ 0 . 0 5

HPT + BIC
+DZ-SYS 36.52 $ 0.08 1 . 0 2   ⼟ 0 . 0 3 * -0.86 ÷ 0.08 - 0 . 8 8   ⼟ 0 . 0 5

• T1=Temperature of Yea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re-induced administration.

A T2= Temperature of Post-drug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o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HPT : Hyperthermia. Value a r e mean ‡ S.E. (n=7). **P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a p<0.01, compared
with HPT group in the same time. (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

如 表 8 所 ⽰ ， M u s c i m o l （ 0 . 2 m g / k g   ） 單
獨 給 藥 可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 當
與   D Z - S Y S   萃 取 物 （ 1 . 0 g / k g   ） 併 ⽤ 後 ， 對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之 鼷 鼠 ⾼ 熱 現 象 並 無 影 響 。

逍 遙 散 解 熱 作 ⽤ ： / 4 1

T a   M U S .   0 . 2   m g / k g   o n   t h e   b r e v e r   '   y e   I n d u r e d
hyperthermia in mice.

Drugs

Rectal
temperature
( C)

treatment

Change of rectal temperature

before yeast Before drug drugtreatment

1-hr after

treatment

2-hr after
drug
treatment

Control 3 6 . 6 6   ⼟ 0 . 1 3 0.17 $ 0.02 0.02 $ 0.03 0.09 $ 0.02
HPT 36.61 $ 0.17 1.20 $ 0.10** - 0 . 0 7   ⼠ 0 . 0 6 -0.04 $ 0.05
HPT+DZ

-SYS 36.89 $ 0.12 1.07 $ 0.10** -1.04 $ 0.09aa -1.01 $ 0.08aa
HPT+MUS 3 6 . 5 0   ⼟ 0 . 0 8 1.09 $ 0.06*- - 0 . 5 5   ⼟ 0 . 0 9 -0.50 $ 0.05
HPT+MUS
+DZ-SYS 3 6 . 5 2   ⼟ 0 . 0 8 1.11 $ 0.03*• - 0 . 6 5   ⼟ 0 . 0 5 -0.52 $ 0.06

Д T1=Temperature of Yea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re-induced administration.

A T2=Temperature of Post-drug administration - Tempera-
ture of Post-induced administration.

HPT : Hyperthermia. mean ‡ S.E. (n=7). **p
‹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a p<0.01, compared
with HPT group in the same time. (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s followed by Duncan's multiple range test ) .

討 論
逍 遙 散 ⾸ 載 於 宋 • 太 平 惠 民 和 劑 局 ⽅ ， 主

治 ： 「 ⾎ 虛 勞 倦 、 五 ⼼ 煩 熱 、 肢 體 疼 痛 、 發 熱
盜 汗 … 」 “ 等 症 ， 於 明 ． 薛 ⼰ • 內 科 摘 要 ， 加
入 牡 丹 ⽪ 及 梔 ⼦ ， 是 爲 丹 梔 逍 遙 散 ， 主 治 ：
「 發 熱 、 潮 熱 、 ⾃ 汗 、 盜 汗 、 頭 痛 ⽬ 澀 、 怔 忡
不 寧 ， … 」 ” 等 症 ， 按 組 成 ⽅ 義 之 釋 義 ： 「 丹
⽪ 能 漓 ⾎ 中 伏 ⽕ ， 梔 ⼦ 能 泄 三 焦 鬱 ⽕ 」 （ ® ） ， 故
其 效 ⽤ 功 能 多 偏 向 於 氣 鬱 化 熱 （ ® 。 然 今 道 遙 散
或 丹 梔 追 遙 散 在 臨 床 使 ⽤ 及 藥 理 研 究 上 ， ⼤ 多
偏 向 於 腸 胃 功 能 、 肝 炎 及 婦 ⼈ ⽉ 經 不 調 等 ，
如 ： B 型 肝 炎 之 治 療 “ 、 婦 科 腰 痛 （ ③ ） 、 ⾼ 泌 乳
⾎ 症 ® 、 腸 胃 道 蠕 動 功 能 （ ® 及 實 驗 性 肝 炎 之 研
究 ® 等 ， 但 對 於 原 ⽅ 解 熱 作 ⽤ 之 主 治 ， 則 未 ⾒
有 現 代 基 礎 研 究 報 告 ， 故 進 ⾏ 本 研 究 ， 擬 提 供
臨 床 運 ⽤ 之 參 考 。
本 研 究 發 現 ， 兩 ⽅ 劑 對 於 正 常 體 溫 之 鼷

鼠 ， 均 不 影 響 其 基 礎 體 溫 ︔ 但 在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之 實 驗 中 ， 發 現 兩 ⽅ 劑 均 具 降 溫 作 ⽤ ， 且
以 丹 梔 逍 遙 散 之 作 ⽤ 較 佳 ， 因 此 繼 續 探 討 丹 梔
逍 遙 散 之 作 ⽤ 機 轉 。
⾸ 先 ， 在 丹 梔 逍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 溫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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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機 轉 上 ， 由 於 動 物 之 體 溫 調 節 與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 如   d o p a m i n e 、 s e r o t o n i n 、 G A B A
等 均 有 密 切 關 係 " ” 。 因 此 本 實 驗 併 ⽤ ⼀ 些 能
改 變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 引 起 體 溫 改 變 之 物
質 ， 進 ⼀ 步 瞭 解 丹 梔 追 遙 散 解 熱 作 ⽤ 與 中 樞 神
經 傳 遞 物 質 之 關 聯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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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低 鼷 鼠 之 基 礎 體 溫 ， 並 可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 " ︔ ⽽ 丹 梔 道 遙 散 對   a p o m o r -
p h i n e   之 降 溫 作 ⽤ 具 加 強 之 效 果 。 S u l p i r i d e   爲
d o p a m i n e   接 受 器 之 拮 抗 劑 ， 降 低   d o p a m i n e r -
g i c   s y s t e m   活 性 ， 並 不 影 響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現 象 “ " ︔ 但 可 拮 抗 丹 梔 道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之 現 象 。 由 此 可 知 丹 梔 逍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 溫 之 作 ⽤ 可 能 係 增 強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

5 - h y d r o x y t r y p t o p h a n   爲   s e r o t o n i n   之 前 驅
物 質 ， 能 增 加 中 樞   s e r o t o n i n   之 量 ， 並 不 影 響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現 象 “ 2 ） ， 但 可 拮 抗 丹 梔 道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之 現 象 。 p a r a -
c h l o r o p h e y l a l a n i n e   乃 是   t r y p t o p h a n   h y d r o x y -
l a s e   抑 制 劑 ， 可 使 腦 內   s e r o t o n i n   濃 度 降 低 ， 可
降 低 鼷 鼠 之 基 礎 體 溫 ， 並 可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 2 ）︔ ⽽ 丹 梔 進 遙 散 對   p a r a - c h l o r o p h e n y -
l a l a n i n e   之 降 溫 作 ⽤ 具 加 強 之 效 果 。 顯 ⽰ 丹 梔 逍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 溫 之 作 ⽤ 可 能 係 降 低   s e r o -
t o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

M u s c i m o l   為   G A B A A   r e c e p t o r s   之 致 效
劑 ， 可 降 低 鼷 鼠 之 基 礎 體 溫 （ 3 ） ， 並 可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 丹 梔 進 遙 散 對   m u s c i m o l   降 低
酵 母 所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現 象 並 不 影 響 。 B i c u -
c u l l i n e   為   G A B A A   r e c e p t o r s   之 拮 抗 劑 ， 不 影
響 鼷 鼠 之 基 礎 體 溫 （ 3 ） ， 亦 不 影 響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現 象 ︔ 對 丹 梔 追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之 ⾼ 溫 現 象 亦 不 影 響 。 顯 ⽰ 丹 梔 逍 遙 散 降 低 酵
母 誘 發 鼷 鼠 ⾼ 溫 之 作 ⽤ 與   G A B A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無 關 。
綜 合 上 述 實 驗 結 果 顯 ⽰ ， 丹 梔 逍 遙 散 具 解

熱 作 ⽤ ， 且 其 解 熱 之 作 ⽤ 機 轉 ， 與 增 加

d o p a m i n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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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 與   G A B A e r g i c
s y s t e m   之 活 性 無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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