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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情志学说是基于构成论的方法，更重视外

显行为活动及症状的表征，即所谓“有诸于内，必形于

外”，所以，将现代心理应激和行为学方法引入中医情

志理论的研究中，采用“气机失调证”动物模型，进行

行为学评定并观察中药的调节作用，以期为中医情志

病的证候学研究及临床辨证用药提供客观依据。

! 材料与方法

!"! 动物与分组

选用 >"1-#) 大鼠 ?@ 只，雄性，体质量 445A465 B，

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随机分为

C 组：正常对照组（以下简称正常组）75 只，旋转组

7D 只，限制组 74 只，拥挤组 74 只，旋 转 加 中 药 组

（以下简称旋药组）74 只，限制加中药组（以下简称

限 药 组 ）74 只 ，拥 挤 加 中 药 组（以 下 简 称 拥 药 组 ）

7D 只，用不锈钢标准笼饲养，自由摄食、饮水。除实

验应激外，无其他不良刺激。

!"# 药物制备及给药方法

中药心舒 7 号，由陈皮 @ B，旋复花 @ B，代赭石

@ B，制半夏 @ B，茯苓 76 B，乌药 @ B，竹茹 E B，丹参

76 B，赤芍 76 B，降香 @ B 组成（天津市中医研究所提

供）。常规水煎后，浓缩至含生药 4 B F GH 的浓度药

液置冰箱中备用。实验时各给药组大鼠，每只每次

灌胃给药 E GH，4 次 F ,，相当于成人用量的 E5 倍。

其余组大鼠均以同样的方法生理盐水灌胃。

!"$ 模型制作

参照 .#)-0) 氏 I7J提出的慢性多相性应激法经改

良建立“气机失调证”动物模型。采用旋转、限制、拥

挤的慢性心理应激方式，模拟情志不遂 E 周，引发

大鼠行为改变。

!"$"! 旋转

将老式电唱机改装成旋转器，转速 D6) FG"$。将大

鼠装入塑料筒内（以大鼠可以回转身为度）并置于旋

转平台上随机择时旋转刺激，第 7 周 7 次 F ,，第 4 周

4 次 F ,，第 E 周 E 次 F ,，每次持续 76G"$。

!"$"# 限制

将大鼠放入大小适度、空底的塑料筒内，使大

鼠不受挤压，但是运动受限（以大鼠不能回转身为

度），放在栅板上，光线晦暗，限制刺激每夜不定时

进行 7 次。第 7 周每次 @5 G"$，第 4 周每次 745 G"$，

第 E 周每次 7?5 G"$。

!"$"$ 拥挤

使用标准大鼠饲养笼，非应激组 6AC 只放在同一

饲养笼中；应激组 74A7D 只放在同一饲养笼里，贯穿于

实验全过程，以达相互拥挤应激刺激的目的。

!"% 观测内容及方法

!"%"! 一般状况

观 察 大 鼠 毛 发 、粪 便 、体 质 量 、对 刺 激 的 反 应

性、活动度等。

!"%"# 行为学观察

!"%"#"! 避暗反应I4J

利用大鼠的喜暗习性，来测定动物行为的异常

和情绪的改变。参考有关文献，自制避暗实验箱，实

慢性应激引发大鼠行为改变

及 复 方 中 药 的 调 节 作 用 K

李庆和 7，李慧吉 7，步怀恩 7，李 杰 4，武 成 E

（7: 天津中医学院，天津 E557LE；4: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755757；E: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天津 E555455）

K 基金项目：天津市卫生局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专项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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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价：李庆和（7L@7M），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医

病因病机教学与研究工作。

摘要：&目的’探讨中医情志致病的基本病机特点、证候形成的规律及复方中药的调节作用。&方法’应用慢性心理

的应激方法模拟情志不遂，在制做“气机失调证”大鼠模型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对模型动物进行行为学评定，并观察

复方中药心舒 7 号的调节作用。&结果’慢性心理应激对大鼠行为的改变产生明显的影响，而复方中药心舒 7 号可以改

善模型动物的行为异常。&结论’提示气机失调是中医情志致病的基本病机，模型动物的行为改变是其表征，中药心舒

7 号具有心身双调的作用，是治疗情志病的有效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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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箱分离为大小两间，小间为 !"=>? @"=>? A" =>，

亮灯且箱底部无电；大间为 A" =>?@" => ? A" =>，箱

底部由直径 "(A =>，间隔 "(# => 的不锈钢棒构成，

黑暗且箱底通电。暗箱与明箱相连的壁中央有直径

为 B => 的拱形穿行洞口。实验时将大鼠背向洞放

入亮灯一侧，当大鼠进入暗室后，开 始 记 录 其 在 暗

室 中 的时 间 ，并 每 隔 $" ; 电 击 $ 次，每次电击时

间为 @ ;。当大鼠遭电击后再次逃出暗室时，记录其

在明室时间。如此观察 @ >/1 内大鼠的避暗反应情

况。包括避暗次数（进入暗室的次数）、潜伏时间（在

暗室停留时间的总和）、逃避时间（在明室停留时间

的总和）。

!"#"$"$ 旷场实验C@D

在动物应激期结束后采用旷场行为测试法，观

察大鼠的新异环境中的自发活动和探究行为的改

变。自制实验箱，大小为直径 #" =>，高 @# => 的圆筒

状箱，底板划分成 !# 方格，距地面高 $ > 处用一盏

E" F 白炽灯照明。实验时将动物放在正中央格中，

记录其 @ >/1 内的活动情况，包括由底面正中开始跑

动所穿行的格数、后肢直立及修饰次数。

!"% 数据统计方法

实验数据用均数G标准差（!"#）表示，采用完全

随机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处理。

$ 结果

$"! 一般状态变化

初期正常组大鼠一般状态良好，活动灵活，皮

毛洁白光泽，无明显异常。模型组大鼠则表现为强

烈的反抗、嘶叫，粪球明显增多，呼吸频率加快等紧

张状态。其中旋转组大鼠多表现为惊恐不安、双目

圆睁；限制组大鼠拼命撕咬限制器、挣扎欲脱；拥挤

组大鼠竖立对峙、窜叫不安。而中药组大鼠在给药

后的 $ 周内，与模型组相比大鼠的反抗程度、紧张

状态等逐步有所改善。

$ 周后正常组大鼠的一般状态与初期相同。模

型组大鼠的对峙现象、躁动不安、高度警惕、撕咬、

挣扎欲脱等表现逐渐减少。中药组大鼠的对峙现

象、追打、烦躁、易激怒情况明显减少。

! 周后正常组大鼠体质量有所增加，其他情况

与初期相同。而模型组大鼠的反抗力明显降低，嘶

叫和撕咬限制器声减弱，体质量有所减轻，毛发散

乱直立无光泽，甚至偶见块状脱毛，饮水、进食有所

减少，多数大鼠呈弓背或静卧少动。中药组与模型

组相比较活跃，反应尚灵活，一般状况较好。

$"$ 避暗实验

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避暗实验中，与正常组相

比，各模型组大鼠的避暗次数和潜伏时间显著减

少；限制组、拥挤组大鼠的逃避时间明显延长。另

外，与正常组相比，各中药组大鼠的避暗次数、潜伏

时间和逃避时间均无显著差异，说明中药心舒 $ 号

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而 @ 种模型组大鼠之间相比无

显著性差异。

与模型组相比，各中药组大鼠的避暗次数和潜

伏时间均有增加趋势。逃避时间上，与拥挤相比，拥

药组有明显降低的趋势。各中药组之间相比也无显

著性差异。

$"& 旷场实验

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旷场实验中，与正常组相

比，各模型组大鼠的直立次数显著减少；限制组、拥

挤组大鼠穿行格数显著减少；修饰数有所增加。表

明慢性心理应激使大鼠的自发活动和探究行为减

少，而拥挤组的行为改变最明显。另外，@ 种模型组

大鼠之间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与旋转组、限制组相比，对应的旋药组和限药

组在旷场实验中，大鼠的直立次数显著增加，而穿

表 ! 大鼠避暗实验行为测定结果（!"#）

组别

正常组

旋转组

限制组

拥挤组

旋药组

限药组

拥药组

动物数（只）

$"
$A
$!
$!
$!
$!
$A

避暗次数（次）

@(A"G$(@A
!("HG$("HII

$(B@G"(B@II

$(#"G"(EHII

!(@@G"(BJ
!(A!G$(!A
!("HG$(!H

潜伏时间（;）

A$("BG$E($A
!H(@EG J(@AI

!E(B@G$@(#"I

$J(!#G B(!#II

@#($HG!"(J$
!E(B#G J(#B
@"(H$G!@(HA

逃避时间（;）

$!J(B"G$!(EB
$A!(#"G$"(A#
$#!(!#G$E("EI

$AJ(B@G$$(BHI

$@$(#BG!@("H
$@B(""G!A($H
$!E(#HGA$("B!

注：I 与正常组比较 $K"("#；II 与正常组比较 $K"("$；!与模型组

比较对应的给药组 $K"("#。

表 $ 大鼠旷场实验行为测定结果（!"#）

组别

正常组

旋转组

限制组

拥挤组

旋药组

限药组

拥药组

动物数（只）

$"
$A
$!
$!
$!
$!
$A

穿行格数（个）

AJ(""G$H(BH
@H(J@G$A(B$
!B(A!G$!(@HI

!!(EHG E(E#II

A!(H#G$#(""
@#($HG$E(JJ
AB(HJG@A($!!

直立次数（次）

$!(#"GE(!!
E(""G!(@#II

E($HG!(!HII

H(A!G@(A"II

$"(EHGA($A!!

$"(#"G$(BB!

J(#"GE("H

修饰次数（次）

!(E"G!(AE
A(A@G!(H$
#(""G!(#JI

#(#"G@("JII

A("BG!("!
A(!#G!(HH
A(EAG$(J#

注：I 与正常组比较 $K"("#，II 与正常组比较 $K"("$；!与模型组

比较对应的给药组 $K"("#；!!与模型组比较对应的给药组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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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格数变化不大。与拥挤组相比，拥药组大鼠的穿

行格数明显增多；直立次数变化不大。修饰次数中，

与各模型组相比，对应的中药组无明显变化。各中

药组之间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 分析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对情志

致 病 理 论 的 研 究 ，逐 步 从 系 统 、器 官 、组 织 推 向 细

胞、分子水平，为阐明情志致病机制提供了更科学

的依据。但是这些实验研究中，多注重情志致病或

心理应激的生物学基础研究 >?，6@，而对中医证候的形

成及宏观整体反应特点的研究较少。借鉴应激理论

与七情学说相互具有通约性的特点，本实验以旋转、

限制和拥挤 A 种慢性心理应激方式，模拟情志刺激

使造模动物不能自主，所愿不遂，从而产生紧张、挣

扎、急躁、恐惧、愤怒等心理及行为变化。显示了动

物对情志刺激的宏观反应状态。而中医学的“辨证”恰

是对这种宏观反应状态的动态分析归纳过程。

中医学强调情志过激导致气机失调，产生各种

病症。应激反应是通过神经B内分泌B免疫网络调节

功能实现的，因此国内学者认为应激诱发的气机失

调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功能紊乱密切相关 >C@。在

多年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从基本

的病因、病机角度提出了“心理情志因素”是情志病

的共同病因，气机失调是情志致病共有的基本病机，

且一般多是以气滞气逆为主的假说。以气机失调概

括情志病的基本病理变化既有综合性，也为情志病

的辨证论治提供了依据。

本实验通过观察大鼠一般状态的改变和评定

大鼠对新异环境的自发活动和探究行为的次数，以

及观察动物在避暗实验中的反应，发现模型组大鼠

在穿行格数、直立次数和避暗次数、潜伏时间等方

面均减少，表明了模型组大鼠存在不良的心理变

化，并通过其外在行为变化表现出来。从中医学分

析这些慢性心理应激及行为的改变，是应激诱发大

鼠产生了气机失调的病机变化，并以气滞、气逆为

主，反映了“气机失调证”的外在变化。同时以理气

降逆散结作用的中药心舒 7 号治疗取得的良好效

果，也反证此模型证候的成立。

复方中药心舒 7 号，是临床治疗情志病的有效

方药。主中以陈皮辛行温通，理气调中为主药；辅以

旋复花、代赭石降逆顺气；制半夏、茯苓化痰散结；

乌 药 温 通 以 行 气 ，竹 茹 化 痰 降 逆 以 除 烦 ；方 中 再

佐丹参、赤芍、降香以活血散瘀。诸药合参共奏理气

降逆、化痰散结、活血行瘀之功。实验证明，中药心

舒 7 号对慢性情志刺激导致的大鼠不良心理和行

为的改变，具有明显的改善和调节作用。提示本方

具有抗应激作用，能调节气机失调，从而进一步证

实了中医药对心身疾病辨证施治的有效性和心身

并治的优势。笔者认为中药心舒 7 号的作用可能是

通过神经B内分泌B免疫网络系统的某些环节实现

的，而关于其现代药效作用机制如何，还待今后深

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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