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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散及其加减方的抗抑郁作用比较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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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比较逍遥散及其加减方的抗抑郁作用，精简组方、明确药效，为抗抑郁新药的研发提供参考。方法  SD 大鼠

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氟西汀（0.01 g/kg）组，加味逍遥散（16.20 g/kg）组，逍遥散（10.13 g/kg）组，逍遥散去生姜、

薄荷（9.79 g/kg）组，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8.10 g/kg）组。采用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刺激（chronic unpredicted mild stress，

CUMS）结合孤养建立大鼠抑郁模型，同时对照组和模型组 ig 生理盐水，其余各组 ig 相应药物。观察给药后大鼠行为学指标

（体质量、糖水消耗率、敞箱实验运动得分）的变化；采用 ELISA 试剂盒检测大鼠血浆中皮质酮，皮质和海马中多巴胺、去

甲肾上腺素（norepinphrine，NE）、5-羟色胺、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水平。结果  模型组

大鼠行为学指标显著降低（P＜0.05），皮质和海马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显著降低（P＜0.05），血浆中皮质

酮水平显著升高（P＜0.05），表明 CUMS 结合孤养大鼠抑郁模型建立成功；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大鼠行为学指标显著升

高（P＜0.05），皮质和海马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血浆中皮质酮水平显著降低（P＜

0.05），其中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疗效最佳。结论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具有抗抑郁作用，其中逍遥散去生姜、茯苓、

薄荷组抗抑郁作用最强，表明柴胡、当归、白芍、白术、甘草是逍遥散发挥抗抑郁作用的主要配伍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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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n antidepressant effects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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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Xiaoyao Powder (逍遥散) and its added and reduced formula were compared to 

simplify composition and clarify efficacy, with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antidepressant 

drugs. Methods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fluoxetine (0.01 g/kg) group, Jiawei Xiaoyao 

Powder (16.20 g/kg) group, Xiaoyao Powder (10.13 g/kg) group, Xiaoyao Powder without ginger and mint (8.10 g/kg) group, 

Xiaoyao Powder without ginger, tuckahoe and mint (9.79 g/kg) group. Rats were given social isolation and 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 to establish depression model. Concurrently, rats in control group and model group were ig normal saline, rats in the other 

group were ig corresponding drugs. Body weights, sugar preference rate, and opening behavior were observed after administration. 

Levels of corticosterone in plasma, dopamine, norepinephrine (NE), 5-hydroxytryptamine,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in cortex and hippocampus were detected by ELISA. Results  Behavioral of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levels of 

dopamine, NE, 5-hydroxytryptamine and BDNF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level of corticosteron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odel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behavioral of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levels 

of dopamine, NE, 5-hydroxytryptamine and BDNF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level of corticosterone wa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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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groups (P < 0.05), Xiaoyao Powder without ginger, tuckahoe and mint group had the best effect. 

Conclusion  Xiaoyao Powder and its added and reduced formula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Xiaoyao Powder without 

ginger, tuckahoe and mint has the strongest antidepressant effect. Bupleuri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Paeoniae Radix Alb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and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are the main compatibility of Xiaoyao Powder 

determining the effect of antidepressant. 

Key words: Xiaoyao Powder; antidepression; chronic unpredicted mild stress; Bupleuri Radix;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Paeoniae 

Radix Alb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Rhizoma; Glycyrrhizae Radix et Rhizoma

抑郁症是以抑郁心境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障碍

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的特点，

临床表现为食欲减退、情绪低落、活动迟缓、无助

感、易怒等症状，且重度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倾向[1-2]。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抑郁症多为基于单胺假说

的药物如吗氯贝胺、丙咪嗪、氟西汀等；基于谷氨

酸假说的药物如美金刚、拉莫三嗪、依利罗地等；

基于应激假说的药物如米非司酮、地昔帕明、阿米

替林等[3-4]。常用于治疗抑郁症的中药复方有逍遥

散、开心散、血府逐瘀汤等[5]。化学药物虽然在临

床上被广泛应用，但其安全性、耐受性一直饱受争

议[6-7]。中药复方因不良反应小、安全性高、具增效

减毒等优势，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8-11]。 

中医学认为抑郁症是一种情志疾病，属于

“郁证”“百合病”等范畴，病位涉及五脏，主要

为肝，并以情志所伤、气机郁滞、五脏气血失调

为病机[12-13]。肝主疏泄和藏血、运行气血、情志调

畅。逍遥散源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全方由柴

胡、当归、白芍、白术、茯苓、生姜、薄荷、甘草

8 味药组成，具有疏肝解郁、健脾养血之功效[14]。

方中柴胡为疏肝解郁之要药，白芍、当归为补血活

血之圣药，血和则肝和，血充则肝柔，三者均归于

肝经，抗抑郁作用较强；木郁不达而致脾虚不运，

脾为后天之本，营血生化之源在于脾，脾失健运则

反侮于肝，故佐以白术、甘草健脾益气，使营血生

化有源，实土以御木侮，以助柴胡疏肝解郁[15]。茯

苓利水渗湿，生姜温中止呕，薄荷疏散风热，三者

均归于肺经，疏肝解郁作用相对较弱[16-19]。本研究

从中医角度出发依据中药配伍和归经特点将逍遥

散加减方拆方为加味逍遥散组，逍遥散去生姜、薄

荷组和逍遥散去茯苓、生姜、薄荷组，比较逍遥散

及其加减方的抗抑郁作用，揭示逍遥散中发挥抗抑

郁的主要药味，使其组方精简、药效明确，为研发

疗效更佳的抗抑郁新药奠定基础。 

本研究采用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刺激（chronic 

unpredictable mild stress，CUMS）结合孤养建立大

鼠抑郁模型，考察大鼠行为学指标（体质量、糖水

消耗率、敞箱实验运动得分），血浆中皮质酮水平，

皮 质 和 海 马 中 多 巴 胺 、 去 甲 肾 上 腺 素

（norepinphrine，NE）、5-羟色胺、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水平的变化，

比较逍遥散及其加减方抗抑郁疗效差异，为抗抑郁

的新药研发提供依据。 

1  材料 

1.1  动物 

SPF 级雄性 SD 大鼠 100 只，7～8 周龄，体质

量 180～200 g，购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许

可证号 SCXK（京）2017-0005，饲养于天津中医药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温度（22±2）℃，湿度（50±

10）%，自然光照，大鼠自由摄食和饮水。动物实

验遵循天津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的规

定，均符合 3R 原则。 

1.2  药品与试剂 

逍遥散（由柴胡、当归、白芍、白术、茯苓、

生姜、薄荷、甘草组成，批号 20190307），加味逍遥

散（由逍遥散加牡丹皮、栀子组成，批号 20190306），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批号 20190310），逍遥散去生

姜、茯苓、薄荷（批号 20190308），以上浸膏均由天

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各组方主要药味

生药量相当，且主要化学成分柴胡皂苷 B2 质量分

数＞0.001 8%，芍药苷质量分数＞0.045%。盐酸氟

西汀胶囊（批号 8784A，规格 20 mg/粒）购于礼来

苏州制药有限公司；皮质酮、BDNF、5-羟色胺、多

巴胺、NE ELISA 试剂盒均购自美国 R&D Systems

公司；生理盐水购自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1.3  仪器 

LTD0114 子弹头警灯（浙江安华安全设备有限

公司）；G6805-1 治疗仪（青岛鑫升实业有限公司）；

TD21001 电子天平（天津市天马仪器厂）；IKAT18 型

超声组织破碎仪（宁波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K15 型冷冻高速离心机（美国 Sigma 公司）；Infinite 

M200 Pro 型多功能酶标仪（瑞士Tecan 公司）；−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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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冰箱（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大鼠

敞箱实验行为测试箱（自制，100 cm×100 cm×50 

cm，内部四壁及底面涂成黑色，底部用白线划出 100

个边长为 10 cm 的正方形小格）。 

2  方法 

2.1  动物分组及给药 

SD 大鼠适应性饲养 7 d 后，在安静环境下进行

敞箱实验，根据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得分相近的原

则剔除得分过高或过低的大鼠。根据体表面积折

算，大鼠给药剂量为人临床等效剂量的 15 倍。 

将筛选出大鼠随机分成对照组，模型组，氟西

汀（0.01 g/kg）组，加味逍遥散（16.20 g/kg）组，

逍遥散（10.13 g/kg）组，逍遥散去生姜、薄荷（9.79 

g/kg）组，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8.10 g/kg）

组，每组 12 只。对照组大鼠常规饲养，4 只/笼，

自由进食饮水，其余各组大鼠采用 CUMS 结合孤养

造模，持续 9 周。造模同时各给药组 ig 相应药物（10 

mL/kg），对照组和模型组 ig 等体积生理盐水。 

2.2  CUMS 结合孤养大鼠抑郁模型的建立 

参考文献方法[20]并结合课题组前期实验方法

造模，大鼠单笼饲养，每天随机接受以下 2 种不同

应激刺激且相同刺激不可连续出现，从而使大鼠不

能预料何种刺激，避免其产生适应性。CUMS 刺激

因子包括：束缚 2 h；冰水高台 2 h；噪音刺激（110 dB，

30 min）；足底电击（电流 4 mA，50 次，每次间隔

5 s）；光照刺激（100 000 lx，30 min）；昼夜颠倒

24 h；潮湿垫料 12 h；夹尾（距离大鼠尾尖 1 cm 左

右，2 min）。持续造模 9 周，每周测量各组大鼠体质

量、糖水消耗量、敞箱实验水平运动与垂直运动得分。 

2.3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行为学的影响 

2.3.1  体质量变化  实验第 0、7、14、21、28、35、

42、49、56、63 天分别测定大鼠体质量，计算各组

大鼠体质量增长量。 

体质量增长量＝(第 63 天体质量－第 0 天体质量)/第 0

天体质量 

2.3.2  糖水消耗实验  实验第 0、7、14、21、28、

35、42、49、56、63 天对大鼠进行糖水消耗实验。

实验前 3 d 进行糖水适应，在笼子上放置 2 瓶 1%蔗

糖溶液 24 h，然后放置 1%蔗糖溶液 1 瓶、纯水 1

瓶 24 h，上下午调换水瓶位置，第 3 天禁食禁水 24 h。

正式实验时，笼子上分别放置 1%蔗糖溶液 1 瓶、

纯水 1 瓶，上下午调换水瓶位置，记录 24 h 内糖水

消耗量和纯水消耗量，计算糖水消耗率。 

糖水消耗率＝糖水消耗量/(糖水消耗量＋纯水消耗量) 

2.3.3  敞箱实验  实验第 0、7、14、21、28、35、

42、49、56、63 天对大鼠进行敞箱实验。将大鼠放

在中心固定的方格内，排除人为干扰，记录大鼠 3 min

内活动路线。以大鼠穿越底面小方格的数量为水平

运动得分，大鼠每穿越 1 格（3 爪以上跨入）均计

为水平运动 1 分，若实验大鼠沿直线行走，则以每

10厘米计为 1分。以大鼠直立次数为垂直运动得分，

大鼠双前肢离开敞箱底面为标志，以大鼠放下双前

肢计为垂直运动 1 分。每只大鼠测试完毕后，清理

敞箱，进行下一只大鼠的测试。记录每只大鼠的水

平运动得分及垂直运动得分。 

2.4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血浆中皮质酮水平

的影响 

行为学实验后，大鼠眼眶取血 1.5 mL 于肝素浸

润的离心管中，4 ℃、8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

上清液，于−80 ℃低温冰箱保存备用，按 ELISA 试

剂盒说明书测定大鼠血浆中皮质酮水平。 

2.5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海马和皮质中

BDNF、5-羟色胺、多巴胺、NE 水平的影响 

大鼠眼眶取血后，脱颈椎处死，迅速剥离皮质

和海马组织，称定质量，于液氮迅速冷冻，然后转

至−80 ℃低温冰箱保存备用。分别取皮质、海马组织

适量，剪碎并称定质量，加入 10 倍量生理盐水，用

组织破碎仪低温匀浆，4 ℃、8000 r/min 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按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测定大鼠皮质和

海马组织中 BDNF、5-羟色胺、多巴胺、NE 水平。 

2.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

OriginLab 8.5 软件绘图，实验数据以 x s 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3  结果 

3.1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行为学的影响 

3.1.1  体质量变化  如表 1 所示，与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大鼠体质量增长量显著下降（P＜0.05），表明

CUMS 结合孤养造模影响大鼠食欲，导致大鼠体质

量增长缓慢，模拟了抑郁症患者食欲减退、体质量

减轻症状。与模型组相比，各给药组大鼠体质量增

长量显著升高（P＜0.05），表明各给药组均可改善抑

郁模型大鼠食欲减退、体质量减轻症状。 

各给药组大鼠体质量增长量大小顺序依次为氟

西汀组＞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逍遥散去生

姜、薄荷组＞逍遥散组＞加味逍遥散组，氟西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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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体质量增长量的影响 ( 10= n , sx ) 

Table 1  Effect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on weight growth of rats ( 10= n , sx ) 

组别 剂量/(g·kg−1) 
体质量/g 

体质量增长量/% 
第 0 天 第 63 天 

对照 — 226.00±10.86 458.50±21.12 102.95±5.47 

模型 — 219.12±9.37 308.00±13.45▼ 40.56±1.69▼ 

加味逍遥散 16.20 219.62±7.55 334.00±18.01# 52.11±7.24# 

逍遥散 10.13 222.00±8.00 338.87±12.47#＊ 52.87±8.85#□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 9.79 222.63±10.98 381.25±13.19#▽ 71.65±10.95#▽ 

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8.10 223.00±4.31 423.37±20.43# 89.82±7.43# 

氟西汀 0.01 226.25±9.13 426.88±8.92# 89.02±10.31#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与逍遥散组比较：
■

P＜0.05；与逍遥散去生姜、薄荷组比较：
□

P＜0.05；与逍遥散去生

姜、茯苓、薄荷组比较：
▽

P＜0.05；与氟西汀组比较：
◆

P＜0.05，下表同 

▼P < 0.05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

P < 0.05 vs Xiaoyao Powder group; 
□

P < 0.05 vs Xiaoyao Powder group without ginger and mint 

group; 
▽

P < 0.05 vs Xiaoyao Powder group without ginger, tuckahoe and mint group; 
◆

P < 0.05 vs fluoxetine group, same as below tables 

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逍遥散组与加味逍

遥散组间无统计学差异，表明逍遥散去生姜、茯苓、

薄荷组疗效与氟西汀组相当，且加味逍遥散组效果

最弱。 

3.1.2  糖水消耗量变化  如表 2 所示，与对照组比

较，模型组大鼠糖水消耗率显著下降（P＜0.05），

表明 CUMS 结合孤养造模降低大鼠糖水消耗率，模

拟了抑郁症患者兴趣缺失症状。与模型组比较，各

给药组大鼠糖水消耗率显著升高（P＜0.05），表明

各给药组均可改善抑郁模型大鼠的兴趣缺失症状。

各给药组大鼠糖水消耗率大小顺序依次为氟西汀

组＞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逍遥散去生姜、

薄荷组＞逍遥散组＞加味逍遥散组，氟西汀与逍遥

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间无统计学差异，表明逍

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疗效与氟西汀组相当，

且加味逍遥散组效果最弱。 

表 2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糖水消耗率的影响 ( 10= n , sx ) 

Table 2  Effect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on sucrose preference of rats ( 10= n , sx ) 

组别 剂量/(g·kg−1) 
糖水消耗率/% 

第 0 天 第 63 天 

对照 — 89.41±3.47 93.17±3.80 

模型 — 90.11±2.63 61.75±3.63▼ 

加味逍遥散 16.20 89.53±4.21 67.92±3.60# 

逍遥散 10.13 89.72±5.77 68.63±4.38#□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 9.79 90.81±3.52 79.12±2.74#▽ 

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8.10 90.69±2.33 88.31±4.14# 

氟西汀 0.01 89.99±3.77 88.62±2.97# 
 

3.1.3  敞箱实验  如表 3 所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

组大鼠敞箱水平运动得分显著下降（P＜0.05），表明

CUMS结合孤养造模可显著降低大鼠的情绪和自主活

动能力，模拟了抑郁症患者的自主活动能力低下症状。

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大鼠敞箱水平运动得分显著

升高（P＜0.05），表明各给药组均可有效改善抑郁模

型大鼠的自主活动能力低下症状。各给药组大鼠水平

运动得分大小顺序依次为氟西汀组＞逍遥散去生姜、

茯苓、薄荷组＞逍遥散去生姜、薄荷组＞逍遥散组＞

加味逍遥散组，氟西汀与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表明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组疗效与氟西汀组相当，且加味逍遥散组疗效最弱。 

如表 4 所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敞箱

垂直运动得分显著下降（P＜0.05），表明 CUMS 结

合孤养造模可显著降低大鼠的空间探索能力，模拟

了抑郁症患者对新鲜环境好奇程度降低症状。与模

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大鼠敞箱垂直运动得分显著升

高（P＜0.05），表明各给药组均可改善抑郁模型大鼠

对新鲜环境好奇程度降低症状。各给药组大鼠垂直

运动得分大小顺序依次为氟西汀组＞逍遥散去生

姜、茯苓、薄荷组＞逍遥散去生姜、薄荷组＞逍遥

散组＞加味逍遥散组，且各组间大鼠垂直运动得分

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组疗效与氟西汀组相当，加味逍遥散组疗效最弱。 

3.2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血浆中皮质酮水平

的影响 

如表 5 所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浆

中皮质酮水平显著升高（P＜0.05），表明 CUMS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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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敞箱实验水平运动得分的影响 ( 10= n , sx ) 

Table 3  Effect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on crossing numbers of rats in open-field test ( 10= n , sx ) 

组别 剂量/(g·kg−1) 
水平运动得分 

第 0 天 第 63 天 

对照 — 243.25±38.10 178.63±19.27 

模型 — 226.62±25.72 71.37±12.11▼ 

加味逍遥散 16.20 245.75±51.12 88.13±12.28# 

逍遥散 10.13 211.25±46.64 89.50±15.27#□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 9.79 205.00±30.39 127.75±23.57#▽ 

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8.10 229.13±62.84 162.75±30.07# 

氟西汀 0.01 239.50±35.31 173.25±11.94# 

表 4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敞箱实验垂直运动得分的影响 ( 10= n , sx ) 

Table 4  Effect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on rearing numbers of rats in open-field test ( 10= n , sx ) 

组别 剂量/(g·kg−1) 
垂直运动得分 

第 0 天 第 63 天 

对照 — 11.50±2.07 9.38±1.92 

模型 — 12.75±2.12 2.38±1.41▼ 

加味逍遥散 16.20 13.00±3.21 4.00±0.76# 

逍遥散 10.13 11.25±2.82 4.25±1.39#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 9.79 10.57±4.28 6.13±2.10# 

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8.10 10.63±3.54 7.25±2.19# 

氟西汀 0.01 12.00±1.51 8.75±1.83# 
 

表 5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血浆中皮质酮水平的影响 

( 10= n , sx ) 

Table 5  Effect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on 

corticosterone level in plasma of rats ( 10= n , sx ) 

组别 剂量/(g·kg−1) 皮质酮/(ng·L−1) 

对照 — 307.762 2±8.473 2 

模型 — 431.276 7±8.000 6▼ 

加味逍遥散 16.20 405.587 0±1.339 1#■ 

逍遥散 10.13 390.310 6±3.207 3#□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 9.79 331.660 5±2.275 7#▽ 

逍遥散去生姜、茯

苓、薄荷 
8.10 327.142 8±2.196 8#◆ 

氟西汀 0.01 317.871 7±7.653 6# 
 

合孤养造模显著升高大鼠血浆中皮质酮水平，造成

下 丘脑 - 垂 体 - 肾上腺（ hypothalamic-pituitary- 

adrenal，HPA）轴功能亢进，从而造成大鼠抑郁。

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大鼠血浆中皮质酮水平显

著下降（P＜0.05），表明各给药组均可改善模型抑

郁大鼠 HPA 轴功能亢进，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各

给药组大鼠血浆中皮质酮水平高低顺序依次为氟西

汀组＞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逍遥散去生

姜、薄荷组＞逍遥散组＞加味逍遥散组，且各组间

血浆中皮质酮水平均有显著差异（P＜0.05），逍遥

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疗效与氟西汀组接近，加

味逍遥散组疗效最弱。 

3.3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皮质和海马中

BDNF、5-羟色胺、多巴胺、NE 水平的影响 

如表 6、7 所示，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皮质和海马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

显著降低（P＜0.05），表明 CUMS 结合孤养造模

显著降低大鼠皮质和海马中单胺类神经递质多巴

胺、NE、5-羟色胺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 

表 6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皮质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的影响 ( 10= n , sx ) 

Table 6  Effect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on levels of dopamine, NE, 5-hydroxytryptamine and BDNF in cortex of rats 

( 10= n , sx ) 

组别 剂量/(g·kg−1) 
质量分数/(ng·g−1) 

多巴胺 NE 5-羟色胺 BDNF 

对照 — 0.327 8±0.005 6 0.656 9±0.012 4 1.335 8±0.005 7 2.650 0±0.011 9 

模型 — 0.315 7±0.001 4▼ 0.494 9±0.020 8▼ 1.088 1±0.001 2▼ 1.895 3±0.098 6▼ 

加味逍遥散 16.20 0.317 7±0.000 4# 0.531 1±0.027 7# 1.105 2±0.005 5# 2.069 5±0.022 3#■ 

逍遥散 10.13 0.317 7±0.001 5#□ 0.534 4±0.017 7#□ 1.133 0±0.003 3#□ 2.152 2±0.008 9#□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 9.79 0.322 7±0.001 8#▽ 0.597 7±0.016 9#▽ 1.189 3±0.006 8#▽ 2.466 4±0.005 4#▽ 

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8.10 0.327 6±0.004 9# 0.620 2±0.014 4# 1.196 9±0.003 8#◆ 2.539 0±0.020 7#◆ 

氟西汀 0.01 0.327 9±0.002 3# 0.634 3±0.021 8# 1.210 4±0.002 7# 2.571 9±0.0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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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对大鼠海马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的影响 ( 10= n , sx ) 

Table 7  Effect of modified Xiaoyao Powder on levels of dopamine, NE, 5-hydroxytryptamine and BDNF in hippocampus of 

rats ( 10= n , sx ) 

组别 剂量/(g·kg−1) 
质量分数/(ng·g−1) 

多巴胺 NE 5-羟色胺 BDNF 

对照 — 0.453 0±0.002 0 0.779 7±0.025 4 1.765 0±0.063 7 4.956 8±0.033 1 

模型 — 0.353 6±0.001 9▼ 0.585 1±0.026 7▼ 1.017 4±0.101 6▼ 2.080 0±0.015 1▼ 

加味逍遥散 16.20 0.378 9±0.002 0#■ 0.636 7±0.018 7# 1.182 3±0.025 4#■ 2.691 2±0.459 1# 

逍遥散 10.13 0.381 8±0.001 3#□ 0.642 7±0.030 8#□ 1.258 6±0.022 3#□ 2.764 8±0.024 5#□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 9.79 0.428 0±0.001 5#▽ 0.711 9±0.032 2#▽ 1.457 1±0.015 4#▽ 3.722 8±0.024 6#▽ 

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 8.10 0.437 4±0.004 0#◆ 0.743 2±0.022 2# 1.525 5±0.021 6#◆ 4.708 3±0.042 4# 

氟西汀 0.01 0.446 6±0.001 5# 0.756 9±0.037 6# 1.602 0±0.030 0# 4.779 2±0.026 3# 
 

水平，从而造成大鼠抑郁。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

大鼠皮质和海马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显著上升（P＜0.05），表明各给药组均可提高抑

郁模型大鼠皮质和海马中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且通

过上调皮质和海马中 BDNF 水平，促进神经元的修

复与再生，从而发挥抗抑郁作用。各给药组大鼠皮质

和海马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高低顺

序依次为氟西汀组＞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

逍遥散去生姜、薄荷组＞逍遥散组＞加味逍遥散组，

氟西汀组与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间无统计学

意义，表明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与氟西汀组

疗效相当，且加味逍遥散组疗效最弱。 

综上，逍遥散及其加减方抗抑郁作用为逍遥散

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逍遥散去生姜、薄荷组＞

逍遥散组＞加味逍遥散组，其中逍遥散去生姜、茯

苓、薄荷组抗抑郁作用最强，加味逍遥散组抗抑郁

作用最弱，表明逍遥散中柴胡、当归、白芍、白术、

甘草对抗抑郁作用影响较显著，其余药味对抗抑郁

作用影响较弱。 

4  讨论 

逍遥散具有疏肝解郁、养血健脾之功效，是主

治肝郁、血虚、脾弱等证的经典方剂，临床应用历

史悠久，方中君药柴胡疏肝解郁，使肝气调达；当

归养血和血，白芍养血敛阴、柔肝缓急，共为臣药。

白术、炙甘草益气健脾，缓肝之急，茯苓利水消肿，

为佐药；薄荷疏散风热，生姜温胃和中，为使药[21]。

本方配伍立法于“调和”之中，调和肝脾，以“肝”

为重。全方共奏疏肝调肝养肝、益气健脾之效[22]。

本研究结果显示，逍遥散及其加减方抗抑郁作用依

次为逍遥散去生姜、茯苓、薄荷组＞逍遥散去生姜、

薄荷组＞逍遥散组＞加味逍遥散组，其中逍遥散去

生姜、茯苓、薄荷组抗抑郁作用最强，表明逍遥丸

抗抑郁作用的主要药味为柴胡、白芍、当归、白术、

甘草。研究表明，逍遥散的抗抑郁成分柴胡皂苷 A、

柴胡皂苷 D、芍药苷、阿魏酸、甘草苷、甘草酸、

白术内酯主要来源于柴胡、白术、当归、白芍、甘

草 5 味药材[23-24]，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从中医配伍、

归经和活性成分角度阐明了柴胡、白术、当归、白

芍、甘草 5 味药材为主要抗抑郁药味。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是一种以持久性心境低

落、兴趣缺失、自主意志活动减退、无快感体验、

睡眠障碍为主的躯体症状综合征[25]。抑郁症形成原

因复杂，其中竞争压力、不合理的生活习惯、对社

会环境较弱的适应能力等原因尤为突出，其临床主

要表现为情绪低落、食欲不振、兴趣缺失、自主意

志活动减退等[26]。CUMS 结合孤养抑郁大鼠模型是

与临床抑郁症最接近的动物模型，在造模过程中将

大鼠暴露于持续温和不可预见的刺激条件之下，充

分模拟了抑郁症患者社会生活环境，诱导大鼠产生

与抑郁症患者类似的行为学异常症状，如大鼠体质

量降低模拟了抑郁症患者食欲不振、体质量减轻症

状，糖水消耗率降低模拟了抑郁症患者兴趣缺失症

状，敞箱运动得分减少模拟了抑郁症患者的自主活

动能力低下症状等[27-29]。本研究采用 CUMS 结合孤

养抑郁大鼠模型，通过行为学指标分析，探究逍遥

散及其加减方的抗抑郁作用。结果显示，模型组大

鼠行为学指标显著降低，表明抑郁模型大鼠造模成

功；逍遥散及其加减方组大鼠行为学指标显著升

高，表明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具有抗抑郁作用。 

抑郁症发病机制复杂，目前被广泛认可且研究

较深入的假说包括单胺类神经递质、HPA 轴功能亢

进、神经可塑性[30]。其中单胺类神经递质为抑郁症

最经典的一种假说，认为抑郁症的发生与大脑中枢

神经系统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如 5-羟色胺、多巴胺、

NE 等缺乏密切相关，是临床大部分抗抑郁药物的

作用靶点[31]；HPA 轴功能亢进假说认为 HPA 轴功



 中草药 2021 年 1 月 第 52 卷 第 1 期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2021 January Vol. 52 No. 1 ·143· 

   

能亢进可导致机体皮质酮水平异常升高，高浓度的

皮质酮与其受体结合后产生神经毒性，造成海马

区神经元损伤，从而引起抑郁[32]；神经可塑性假

说认为 BDNF 参与调控神经细胞的生存、生长、分

化和凋亡，可对抗应激状态下神经元的损伤，促进

神经元的修复与再生，提高神经元的可塑性，其水

平下降可导致抑郁症的发生[33-34]。基于中药复方多

途径、多靶点的作用特点[35]，本研究以 HPA 轴功

能亢进假说中血浆皮质酮，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中

多巴胺、NE、5-羟色胺和神经可塑性假说中 BDNF

水平为考察指标，探究逍遥散及其加减方抗抑郁的

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皮质和海马中多

巴胺、NE、5-羟色胺、BDNF 水平显著降低，血浆

中皮质酮水平显著升高；各给药组大鼠皮质和海马

中多巴胺、NE、5-羟色胺、BDNF 显著升高，血浆

中皮质酮水平显著降低，表明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可

能是通过抵抗 HPA 轴功能亢进、提高单胺类神经递

质含量、提高神经元可塑性协同发挥抗抑郁作用，

充分体现了中药复方多途径、多靶点、协同增效的

作用特点。 

综上所述，逍遥散及其加减方可能通过影响单

胺类神经递质、HPA 轴功能亢进、神经可塑性发挥

抗抑郁作用，柴胡、当归、白芍、白术、甘草是逍

遥散发挥抗抑郁作用的主要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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