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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拟探讨柴越汤对慢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和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影响，进而探讨其可能的作用及其机

理。方法：采用孤养结合慢性轻度不可预见性应激复合造模法制备抑郁症模型，将 60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随机分成空白对照组、

抑郁模型组、西药对照组、柴越汤组、小柴胡汤组和越鞠丸组。通过体重变化、糖水消耗和敞箱实验进行行为学评价，酶联免疫

法测大鼠下丘脑神经递质 5-HT和 NE的变化，观察柴越汤对抑郁模型大鼠上述指标的影响。结果：21d造模和用药后发现模型组

体重增长缓慢，治疗组体重较模型组体重明显增加（P<0.001）；在敞箱实验中造模前各组大鼠行为学得分和糖水消耗百分比均无

明显差异，造模和用药后发现模型组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明显减少，治疗组能明显增加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得分和糖水消耗百分

比与模型组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酶联免疫法检测结果显示，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脑内 5-HT、NE 均明显下降有

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组大鼠 5-HT、NE均大于模型组，其中西药对照组、柴越汤组和越鞠丸组大鼠脑内 5-HT、NE含量

高于小柴胡汤组，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柴越汤、小柴胡汤与越鞠丸对抑郁症具有良好的疗效，拆方后，小柴胡汤组、

越鞠丸治疗抑郁症疗效较柴越汤略有下降。其作用机理可能与增加脑内 5-HT、NE的含量，协调多种神经递质的失衡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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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Chaiyue decoction against MDD model of rat behavior and brain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and provide the theory for clinical medication. Methods: All the groups except control group rats were induced and 

established the model of depression by isolated supporting and chronic unpredictable moderate intensity stimulation within the whole test. 

60 healthy male Wistar rat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animals, all of whi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including control group, 

disease model control group, western medicine control group, the Chaiyue decoction group, the Xiao Chaihu decoction group, and Yueju 

pill group. In the whole test, we weekly recorded body weight to calculate each group rat’s weight loss status, the number of horizontal, 

vertical movement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ucrose. Enzyme linked immunoassay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content of hypothalamus 5-HT, 

N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efore the drug treatment, except the control group, the other groups rats’ body weight grew very 

slowly, the behavior number score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ugar were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depression models were successfully copied, and the level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each group were similar so as to 

be used in subsequent experiments. After medicine treatment, the body weight, behavior number scores and the consumption of sugar of the 

fluoxetine group, the Chaiyue decoction group, the Xiao Chaihu decoction and Yueju pill group body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enzyme linked immunoassay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hypothalamus 5-HT, NE 

in the rats of depression model group was declin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after drug treatment, the content of 5-HT, 

NE in the rats of fluoxetine group, the Chaiyue decoction group, the Xiao Chaihu decoction group and Yueju pill group were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content in the rats of fluoxetine group, the Chaiyue decoction group, and Yueju pill 

group were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Xiao Chaihu decoction group, P<0.01).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haiyue 

decoction has evident antidepressant effect, while the effect of its separating prescription (the Xiao Chaihu decoction and Yueju pill) is 

decreased. Its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increase of 5-HT and NE in hippocampus, and coordination of neurotransmitter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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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属于心境障碍 或情感性障碍，是以情感低落或兴趣减退为主要临床特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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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及生物学等紊乱和具有躯体症状的一组临床综合

征。抑郁症具有高发病、高复发、高自杀率、高致残率和社会

负担沉重等特点。据WHO统计，全球目前约有 1.21亿抑郁症

患者，抑郁症年患病率达 6%～7%，每年约 850000 人的死亡

与抑郁相关。我国的抑郁症发病率为 3%～5%，患病人数超

2600万。据 2020年全球疾病负担估计，单项抑郁症发作的患

病率男性为 l.9%，女性为 3.2%，5.8%的男性和 9.5%的女性在

一年内会经历一次抑郁发作[1]。目前抑郁症已经成为除心血管

疾病、糖尿病、肿瘤之外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 2020 年将

成为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2]。刘渡舟教授以张仲景《伤

寒论》小柴胡汤原方和朱丹溪越鞠丸合用，形成了“古今接轨

方”柴越汤。导师张保伟主任医师师从刘老多年，在临床中应

用柴越汤加减，对各型抑郁症的治疗均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我

们希望通过本次研究观察柴越汤对抑郁模型大鼠的影响，来探

讨柴越汤是否具有明确的抗抑郁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以

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清洁级雄性 Wistar 大鼠 60 只，体质量（180±20）g，由

山东省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编号 SCXK（鲁）

2008-0002。 

1.2 实验药物及试剂 

柴越汤、小柴胡汤及越鞠丸方药均由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中药配方颗粒进行配制而成。批号分别为：柴胡

（11090019），黄芩（11080029），清半夏（11061119），党参

（11070919），炙甘草（11080019），大枣（11060719），生姜

（11060919），苍术（11063019），香附（10122319），川芎

（11090019），神曲（11070119），栀子（11050919），木香

（11061319）。所用的西药盐酸氟西汀片为常州四药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规格：10mg/粒，国药准字：H19980139，产品批号：

20100623NO.294，将其粉碎用水溶解为所需浓度。5-HT 酶免

试剂盒（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NE酶免试剂盒（碧云天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 主要实验仪器 

电子天平（中国上海第二天平仪器），恒温水浴（上海跃

进医疗器械厂），医用微波炉（中国 Galanz公司），－80℃低温

冰箱，制冰机（日本三洋电器有限公司），酶标仪（南昌普朗

医用设备有限公司），超速冷冻离心机（日本三洋电器有限公

司），水平震荡器，灌胃用注射器，量杯，温度计；冰水游泳

用水桶，敞箱和电击足底箱（自制）。 

1.4 实验方法 

1.4.1 实验分组 

清洁级雄性Wistar大鼠适应性喂养 1周。根据适应环境后

的大鼠通过敞箱实验和 l%糖水摄取量测试进行初步筛选，其

中敞箱实验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总得分低于 30 分或高于 120

分的动物予以剔除。根据敞箱实验结果，同时注意实验前各组

动物体质量、摄食量及糖水消耗量无显著性差异。将得分相近

大鼠 60 只，分为空白对照组、抑郁模型组、西药对照组、柴

越汤组、小柴胡汤组和越鞠丸组。空白对照组大鼠每笼 5只饲

养，其他各组孤养。 

1.4.2 造模方法 

抑郁症动物模型建立采用孤养结合慢性轻度不可预见性

应激复合造模法，根据文献方法稍加改进[3-4]。接受应激处理的

组别大鼠单独放在一间独立的房间，在 42d接受不同应激源的

刺激，应激源包括水平震荡、夹尾、电击足底、冰水（4℃，

5min）游泳、潮湿垫料、禁食、禁水、禁食禁水、合笼、通宵

照明、热应激、明暗循环、昼夜颠倒、制动等 14 种。每种刺

激最多不超过 3次，同种刺激不能连续出现，使动物不能预料

刺激的发生。空白对照组不予任何刺激。采用经典的敞箱实验

和糖水消耗实验作为测量大鼠行为学改变及快感缺失的客观

指标，评价其是否抑郁和造模是否成功。 

1.4.3 造模后给药 

造模开始第 22天以灌胃方式进行给药，1次/d，其中空白

对照组和模型组每天给予生理盐水 1ml/只，西药对照组每天给

予盐酸氟西汀 0.25g/100g 体重，柴越汤组每天给予柴越汤

0.33g/100g 体重，小柴胡汤组每天给予小柴胡汤 0.2g/100g 体

重，越鞠丸组给予越鞠丸 0.14g/100g体重，灌胃给药持续 21d。

给药期间，各造模组大鼠均继续给与刺激。 

1.4.4 行为学观察方法 

1.4.4.1 大鼠体重 

分别于应激第 0d、7d、14d、21d、28d、35d、42d，用电

子天平进行大鼠体重的称量，并记录。 

1.4.4.2 敞箱实验 

用自制的敞箱进行 Open-Field 评分测试应激第 0d、7d、

14d、21d、28d、35d、42d得分。本实验所用敞箱为高 40cm，

长、宽各 80cm，周壁、底面为黑色，底面由面积相等的边长

16cm白线划分的 25块正方形组成。以动物穿越方格数作为水

平活动得分（crossing），动物穿越 1格为 1分，如动物沿线行

走，每 10cm为 1分。以直立次数为垂直活动得分（rearing），

以两前肢离地为 1分。每只动物测定 3次，3min/次。保持环境

安静，每次测试前保持敞箱内干净。 

1.4.4.3 糖水消耗实验 

蔗糖水摄入量于应激第 0d、7d、14d、21d、28d、35d、42d

时进行测试。大鼠先禁食、禁水 20h，然后各组鼠笼同时放入

2个水瓶（其中 1瓶为纯水，另 1瓶为 1%糖水），测量 1h后各

只大鼠的饮用水量及蔗糖水消耗量，计算糖水消耗百分比即动

物对糖水的偏爱性：偏爱性（%）＝1%糖水摄取量/（饮用水

摄取量＋1%糖水摄取量）×100%。 

1.4.5 脑内神经递质检测 

大鼠用 10%水合氯醛（0.4ml/100g）行腹腔内注射麻醉后，

放于石蜡平台上，剥离全脑，在冰上迅速分离出下丘脑，称重

后液氮罐中保存。脑组织匀浆后 3000r/min，4℃离心 15min，

取上清液，用酶联免疫法检测下丘脑的 5-HT、NE的含量。 

1.4.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l7.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结果以（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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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若方差齐采用 ANOVA/ 

LSD方法，若方差不齐采用 Dunnett’sT3方法，以 P<0.05为

有统计学意义，P<0.01为显著性差异，P<0.001为极显著性

差异。 

2  实验结果 

2.1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体重的影响 

    见表 1。 

表 1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体重的影响（g， sx± ）

组别 n 

体重变化（g） 

0d 7d 14d 21d 28d 35d 42d

对照组 10 180.60±6.45 214.60±8.24 255.70±7.94 292.10±7.26 322.30±8.23 343.50±9.26 362.60±10.99 

模型组 10 183.60±5.52 204.60±7.92 222.5±5.91 239.1±7.87
★

 249.00±6.82 254.20±7.89 254.10±12.56
★

 

氟西汀组 10 180.80±4.44 200.50±5.28 222.60±4.55 240.80±5.94
★

268.60±9.49 292.30±12.22 322.50±12.07
★◆

 

柴越汤组 10 183.20±4.59 201.90±5.86 223.90±6.99 239.80±4.64
★

266.60±8.30 285.50±9.80 320.50±12.28
★◆

 

小柴胡汤组 10 182.60±5.66 204.80±5.14 227.9±5.32 242.20±4.29
★

267.30±6.20 283.30±8.54 310.00±11.72
★◆■▲

越鞠丸组 10 180.70±4.08 202.90±4.01 225.40±6.72 241.20±6.48
★

272.10±7.13 293.60±9.89 323.10±8.17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P<0.001；与模型组比较
◆

P<0.001；与氟西汀组比较
■

P<0.05；与柴越汤组比较
▲

P<0.05。

由表 1可知：造模前（0d）各组大鼠的体重之间比较无差

异（P>0.05）。造模后（21d），模型组大鼠与对照组大鼠的体

重相比有明显的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各模

型组大鼠的体重之间比较无差异（P>0.05）。给药后（42d）各

药物组均可减缓模型组大鼠体重下降程度，与模型组相比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01）；柴越汤组、越鞠丸组与氟西汀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小柴胡汤组与氟西汀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小柴胡汤组与柴越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01）。 

2.2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敞箱实验的影响 

见表 2、表 3。 

表 2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敞箱实验水平运动的影响（ sx± ） 

组别 n 

水平运动 

0d 7d 14d 21d 28d 35d 42d

对照组 10 64.20±3.88 63.60±4.27 68.40±3.98 64.10±3.73 62.00±5.12 62.70±5.25 61.60±3.75 

模型组 10 64.4±4.88 42.20±3.88 27.80±2.09 21.60±2.27
★

 19.70±2.26 19.10±2.28 19.30±2.11
★

 

氟西汀组 10 63.50±8.09 41.20±6.44 27.00±2.83 19.30±3.56
★

 32.20±4.44 43.20±5.02 54.10±3.51
★◆

柴越汤组 10 64.60±6.65 43.00±4.55 28.80±2.57 22.10±2.73
★

 30.60±1.78 35.90±2.81 43.40±3.02
★◆■

小柴胡汤组 10 66.10±6.38 41.10±4.65 29.40±2.67 21.10±3.11
★

 23.80±1.93 26.60±3.92 31.80±4.44
★◆■▲

越鞠丸组 10 67.40±7.71 40.60±3.24 28.00±3.50 20.00±3.56
★

 26.50±3.06 30.20±1.32 38.00±4.32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P<0.001；与模型组比较
◆

P<0.001，与氟西汀组比较
■

P<0.001，与柴越汤组比较
▲

P<0.01，
▲▲

P<0.001。

表 3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敞箱实验垂直运动的影响（ sx± ） 

组别 n 

垂直运动 

0d 7d 14d 21d 28d 35d 42d

对照组 10 14.40±2.17 13.90±1.19 14.50±1.43 15.90±2.84 14.90±1.19 15.70±1.89 18.50±1.84 

模型组 10 14.60±1.07 10.30±1.16 6.90±1.10 5.20±0.79
★★

5.00±0.67 4.70±1.49 5.20±1.93
★★

氟西汀组 10 14.80±1.14 10.30±1.25 7.30±1.05 5.40±1.43
★★

10.10±1.45 13.70±1.42 16.00±1.63
★◆

柴越汤组 10 14.40±1.07 9.90±0.99 7.40±1.17 5.90±1.91
★★

9.50±1.43 12.90±1.97 15.1±1.66
★★◆

小柴胡汤组 10 14.80±1.23 10.30±1.25 7.90±1.37 6.30±1.89
★★

9.00±0.67 10.90±1.19 12.40±1.17
★★◆■▲

越鞠丸组 10 13.80±1.13 9.90±0.99 7.70±1.64 6.00±2.05
★★

10.00±1.49 12.50±1.72 14.70±2.06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P<0.01，
★★

P<0.001；与模型组比较
◆

P<0.001，与氟西汀组比较
■

P<0.001，与柴越汤组比较
▲

P<<0.001。

由表 2、表 3可知：造模后，模型组大鼠与对照组大鼠的

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得分相比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给药后各药物组中，在水平运动中，氟西汀组、

柴越汤组、小柴胡汤组及越鞠丸组均与模型组、对照组相比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柴越汤组、小柴胡汤组及越

鞠丸组均与氟西汀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小柴

胡汤组、越鞠丸组与柴越汤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在垂直运动中，氟西汀组、柴越汤组、小柴胡汤组及

越鞠丸组均与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小柴胡汤组与氟西汀组及柴越汤组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柴越汤组、越鞠丸组与氟西汀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2.3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糖水消耗的影响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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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组造模前后及给药后大鼠糖水偏爱百分比比较（ sx± ） 

组别 n 

糖水偏爱百分比（%） 

0d 7d 14d 21d 28d 35d 42d 

对照组 10 85.48±1.90 85.52±5.16 86.18±3.45 85.23±2.70 85.98±1.94 84.75±2.71 86.02±4.12 

模型组 10 84.80±4.49 65.59±4.08 57.40±3.25 51.31±3.28
★

 52.07±3.50 51.11±3.21 50.53±3.13
★

 

氟西汀组 10 86.06±4.19 65.19±4.37 56.99±2.47 50.97±4.77
★

 57.06±2.05 63.84±4.30 74.30±1.97
★◆

 

柴越汤组 10 87.94±4.24 64.77±2.37 55.32±1.47 51.42±3.24
★

 58.04±5.81 63.84±4.20 73.61±2.22
★◆

 

小柴胡汤组 10 86.19±5.74 63.25±2.93 56.57±2.74 50.92±4.12
★

 59.03±2.24 62.36±2.00 66.39±2.85
★◆■▲

 

越鞠丸组 10 85.13±3.27 63.38±4.54 56.23±4.38 52.59±5.73
★

 57.97±2.82 63.96±2.86 70.94±2.60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P<0.001，与模型组比较
◆

P<0.001，与氟西汀组比较
■

P<0.001，与柴越汤组比较
▲

P<0.001。 
 

由表 4可知：造模前各组大鼠糖水消耗实验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造模后，各给药组大鼠及模型组大鼠与

对照组大鼠糖水消耗百分比相比明显降低（P<0.001），各给药

组大鼠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给药后，

各给药组大鼠、模型组大鼠与对照组大鼠糖水消耗百分比相比

明显降低（P<0.001），各给药组与模型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小柴胡汤组与氟西汀组及柴越汤组相比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1），柴越汤组、越鞠丸组与氟西汀组相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下丘脑 5-HT、NE含量的影响 

见表 5。 

表 5  柴越汤对抑郁大鼠模型下丘脑 5-HT、NE含量的影响 

组别 n 

下丘脑 

5-HT（µmol/L） NE（pg/ml） 

对照组 10 749.46±12.82 342.03±8.91 

模型组 10 511.10±19.17
★

 224.85±7.08
★

 

氟西汀组 10 700.26±31.14
★◆

 316.06±8.94
★◆

 

柴越汤组 10 609.43±24.21
★◆■

 282.94±9.74
★◆■

 

小柴胡汤组 10 551.40±13.12
★◆■▲▲

 254.30±8.75
★◆■▲▲

 

越鞠丸组 10 577.17±21.93
★◆■▲

 266.49±14.74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P<0.001，与模型组比较
◆

P<0.001，与氟西汀组比较
■

P<0.001，与柴越汤组比较
▲

P<0.01，
▲▲

P<0.001。 
 

由表 5可知：模型组大鼠下丘脑 5-HT、NE含量明显下降，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对 5-HT、NE的

影响，各给药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P<0.001）。

柴越汤组、小柴胡汤组及越鞠丸组与氟西汀组相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1）。小柴胡汤组、越鞠丸组与柴越汤组相

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讨  论 

由于抑郁症是以情感低落或兴趣减退为主要特征，伴认

知、行为及生物学等紊乱和具有躯体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综合

征，其发病机制涉及生物、心理、社会等因素，且和遗传因素

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在进行抑郁症实验研究时，对抑郁症的动

物模型选择争议非常大。迄今为止，制备抑郁症动物模型的方

法归纳起来可分为环境应激模型、社会应激模型、神经生化模

型、转基因动物模型及其他动物模型等五大类 20 余种具体的

造模方法，分别从社会心理学、生物学、遗传学等各角度来模

拟抑郁症的表现，探讨其可能的发病机制及抗抑郁剂作用机

理。一种好的抑郁症动物模型应当具有行为表现的相似性（即

模型动物与人类靶疾病在阳性症状表现上具有较多共同性），

并且对于人类靶疾病有效的措施可逆转其表现并能用该措施

的基本机制给予解释，且模型建立在人类靶疾病理论认识基础

上或至少应在某些基本方面符合人们对于该疾病的理解[5]。 

孤养抑郁模型出现类似与临床悲伤者的表现，慢性轻度不

可预见性的应激抑郁模型所采取的温和性刺激与人类抑郁症

中促进和加速疾病发展的慢性、低水平的应激更接近，除了能

够模拟人类抑郁的核心症状快感缺乏外，也模拟了诸如运动、

社会交往、探索行为、性行为能力的下降等其他重型抑郁障碍

的症状表现，多种抗抑郁药物对该模型产生的行为学变化有

效，基本符合抑郁模型的要求。目前孤养抑郁模型与慢性不可

预知的轻度应激抑郁症动物模型相结合制造动物的抑郁状态

的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和抗抑郁药物的

药理学研究中。 

本实验中我们采用的造模方法为孤养结合慢性轻度不可

预见性应激复合造模法。进行敞箱实验 Open-Field评分测试的

水平运动（动物穿越方格数）得分的减少提示大鼠活动能力的

降低，垂直运动（两前肢离地次数）的减少提示大鼠对新环境

的好奇程度（探究能力）降低；糖水消耗实验中糖水偏爱百分

比的下降，提示该组大鼠行为退缩、本能需求减低及对奖赏的

反应性下降[11]。本实验造模后，可见抑郁模型大鼠体重下降，

敞箱实验中水平活动与垂直活动得分、糖水偏爱百分比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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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相比均有明显减少或下降，说明抑郁模型大鼠活动能力

降低、对新鲜环境的好奇程度（探究能力）降低、对奖赏的反

应性下降，此表现与抑郁症患者的快感缺失、兴趣丧失、情绪

消沉和食欲改变等症状十分相似。实验结果表明，本实验抑郁

大鼠模型基本模拟了抑郁症的临床表现，模型制作是成功的。 

柴越汤用药组及其拆方小柴胡汤组和越鞠丸组均可以减

缓抑郁模型大鼠的体重下降，增加模型大鼠在敞箱实验中水平

活动与垂直活动次数和提高动物对糖水的偏爱性，与模型组相

比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柴越汤及其拆方小柴胡汤

和越鞠丸与氟西汀一样均能够改善抑郁模型大鼠的行为，可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柴越汤具有抗抑郁作用。但小柴胡汤改善抑郁

模型大鼠的行为的程度不及柴越汤和越鞠丸，也一定程度上说

明小柴胡汤抗抑郁作用在短期内效果不及柴越汤和越鞠丸。 

本实验结果显示，抑郁模型组大鼠下丘脑的 5-HT、NE含

量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均明显降低（P<0.001），说明抑郁模型组

大鼠出现了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紊乱。对 5-HT、NE的影响，各

给药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P<0.001），说明氟西

汀、柴越汤及其拆方小柴胡汤、越鞠丸均可提高抑郁模型大鼠

下丘脑 5-HT、NE的含量。柴越汤组、越鞠丸组和氟西汀组相

比，作用相近（P>0.05），但与小柴胡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说明小柴胡汤短期内提高下丘脑 5-HT、NE

含量不及柴越汤、越鞠丸、氟西汀明显。结果提示，柴越汤及

其拆方均能与氟西汀一样提高抑郁模型大鼠下丘脑的 5-HT、

NE 含量，从而改变抑郁模型大鼠的行为。提示单胺类神经递

质 5-HT、NE的变化与抑郁症的发病相关，进一步印证了多种

胺代谢障碍假说。柴越汤及其拆方均可以升高下丘脑单胺类神

经递质 5-HT、NE的含量，改善大鼠的抑郁状态，但以柴越汤

改善的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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