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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郁'脾虚和肝郁脾虚证模型大鼠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轴变化及柴疏四君汤的干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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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肝郁"脾虚和肝郁脾虚
&

证模型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E/F1AE;.;:-G

$

F<A-

$

<A;H/

$

;IH7>;. ;=<G

!

JKLL

%的变化特点及柴疏四君汤对
&

证模型的干预效应& 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
%"

只
+<GA;H

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肝郁组"脾虚组"肝郁脾虚组"肝郁干预组"脾虚干预组及肝郁脾虚干

预组!每组
#"

只& 肝郁"脾虚"肝郁脾虚及其各干预组大鼠分别采用慢性束缚"过度疲劳加饮食失节"慢性束

缚加过度疲劳加饮食失节法造模!正常对照组不予处理& 于造模第
!

周末!

&

证干预各组大鼠均按

!

!

46 ?DM?

体重给予柴疏四君汤灌胃!连续
!

周'各证模型组及正常对照组给予等量蒸馏水灌胃& 于实验第

!5

天处死各组大鼠!测定肾上腺重量计算肾上腺指数'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浆及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释

放素$

'NJ

%"血浆和垂体促肾上腺皮质素$

L'*J

%及血浆皮质酮$

'CN*

%水平&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

较!

&

证模型组大鼠肾上腺指数均明显降低$

K O"

!

"$

%!其中肝郁组及肝郁脾虚组血浆及下丘脑
'NJ

"血浆

'CN*

均明显升高$

K O"

!

"$

%!且肝郁脾虚组伴有血浆及垂体
L'*J

升高$

K O"

!

"$

%'脾虚组血浆及垂体

L'*J

"血浆
'CN*

均明显降低$

K O"

!

"$

%& 与各相应模型组比较!

&

个干预组大鼠肾上腺指数均明显升高

$

K O"

!

"$

%'其中肝郁干预组血浆
'CN*

"下丘脑
'NJ

及垂体
L'*J

均明显降低$

K O"

!

"$

%'脾虚干预组

血浆
L'*J

及
'CN*

均明显升高$

K O"

!

"$

%'肝郁脾虚干预组血浆
'NJ

"

L'*J

"

'CN*

"下丘脑
'NJ

及垂

体
L'*J

均降低$

K O"

!

"$

%& 结论"肝郁"脾虚和肝郁脾虚
&

证大鼠均存在一定的
JKLL

的功能异常!其

中肝郁证和肝郁脾虚证
JKLL

呈功能亢进状态!肝郁脾虚证还伴有下丘脑及垂体反馈调节功能受损'脾虚

证
JKL

呈功能低下状态& 具有疏肝健脾功用的柴疏四君汤对此
&

证模型的
JKLL

失常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作用!但以对肝郁脾虚证的作用最优& 柴疏四君汤与肝郁脾虚证的关联程度较高&

关键词"方证相关'肝郁'脾虚'肝郁脾虚'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柴疏四君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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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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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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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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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P7H7>A H;A :1I7.G 1P Q;> GA;?>;A<1>

$

QR

%"

K< I7P<S<7>S/

$

KB

%"

Q;> GA;?>;A<1> K< I7P<S<7>S/

$

QRKB

%

G/>IH1:7G

"

;>I A1 1^G7HT7 <>A7HT7>A<1>;. 7PP7SA 1P 'E;<GE- R<U-> B7S1S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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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7 QR ?H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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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7 QRKB ?H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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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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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7 QR <>A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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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A<1> ?H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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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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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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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G <> ?H1-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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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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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P AE7:

"

F.;G:; ;>I E/F1AE;.;:-G 'N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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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 ?H1-F ! ;>I 8

$

K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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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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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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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7I `<AE ?H1-F !

"

F.;G:; 'CN*

"

E/F1AE;.;:-G 'NJ

"

;>I F<A-<A;H/ L'*J I7SH7;G7I G<?><P<S;>A./ <>

?H1-F $

$

K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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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F;H7I `<AE ?H1-F &

"

F.;G:; L'*J ;>I 'CN* <>SH7;G7I G<?><P<S;>A./ <> ?H1-F 6

$

K O"

&

"$

%

2 '1:F;H7I `<AE ?H1-F 8

"

F.;G:; 'NJ

"

L'*J

"

'CN*

"

E/F1AE;.;:-G 'NJ

"

;>I F<A-<A;H/ L'*J

I7SH7;G7I <> ?H1-F %

$

K O"

&

"$

%

2 '1>S.-G<1>G

$

*E7 P->SA<1> 1P JKL ;=<G `;G I;:;?7I A1 T;H/<>? I7

$

?H77G <> H;AG 1P AE7 AEH77 :1I7.G <> AE<G 7=F7H<:7>A2 J/F7H;SA<T<A/ 1P JKL ;=<G 7=<GA7I <> QR G/>IH1:7

;>I QRKB G/>IH1:72 ):F;<H:7>A 1P P77I^;SM H7?-.;A<1> <> E/F1AE;.;:-G ;>I F<A-<A;H/ `;G ;SS1:F;><7I

<> QRKB G/>IH1:72 J/F1P->SA<1> 1P JKL ;=<G 7=<GA7I <> KBR2 'RB

"

S;F;^.7 1P G11AE<>? Q;>

$

_< <>T<?1H;A

$

<>? K<

"

GE1`7I <:FH1T7:7>A 1> I<G;HH;>?7I JKLL

"

^-A `<AE 1FA<:;. 7PP7SA 1> QRKB G/>IH1:72 'RB E;I

E<?E7H S1HH7.;A<1> `<AE QRKB G/>IH1:72

a9[+CNBR

$

P1H:-.; H7.;A7I A1 G/>IH1:7

&

Q;> GA;?>;A<1>

&

K< I7P<S<7>S/

&

Q;> GA;?>;A<1> K< I7P<

$

S<7>S/

&

E/F1AE;.;:-G

$

F<A-<A;H/

$

;IH7>;. ;=<G

&

'E;<GE- R<U-> B7S1SA<1>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E/F1AE;.;:-G

$

F<A-<

$

A;H/

$

;IH7>;. ;=<G

"

JKLL

%作为机体对外界各种应

激反应的内分泌调节轴"其应激信号与中枢神经系统

密切相关)

#

*

"参与控制应激反应"调节包括消化'免疫

系统'情绪'性行为及能量贮存和消耗在内的多种生理

活动+ 肝郁'脾虚'肝郁脾虚是中医临床常见的具有一

定关联的
&

个证候"与临床多种疾病有关"涉及神经'

内分泌'免疫等多个系统功能的异常)

!

"

&

*

+ 本研究以

JKL

为切入点"在比较肝郁'脾虚和肝郁脾虚
&

证模

型大鼠
JKL

变化的基础上"从同方异证的角度"观察

疏肝健脾方(柴疏四君子汤对此
&

证模型大鼠

JKLL

的影响"从实验角度论证中医方与证的关

联性+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

只健康雄性
+<GA;H

大鼠"体重

$

!#"

%

#"

%

?

" 级别
RK]D 0L]

" 动物许可证号#

R'\a

$京%

!""5

#

"""#

"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 动物饲养于屏障
RK]

级实验室+

!

"药物'试剂及仪器"人参'白术'茯苓'柴胡'陈

皮'川芎'香附'枳壳'芍药'炙甘草由北京同仁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药材经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鉴定

教研室张媛教授鉴定均为正品+ 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

汤$以下简称,柴疏四君汤-%用量为#柴胡
8 ?

"陈皮

8 ?

"川芎
& ?

"香附
& ?

"枳壳
& ?

"芍药
& ?

"人参

8 ?

"白术
& ?

"茯苓
& ?

"炙甘草
! ?

+ 上方按水提

醇沉法制成颗粒"灌胃浓度配制为
#!

!

4%b

+ 促肾上

腺皮质释放素$

'NJ

"批号#

!"#!"$#$

%'促肾上腺皮

质素$

L'*J

"批号#

!"#!"$#$

%'皮质醇$

'CN*

"批

号#

!"#!"$#%

%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由北京华英生物技

术研究所提供+ 塑料钢化筒#执行标准#

cD+J'"!

#

!""!

+ 低温离心机$

BBW!$

型%购于上海安亭科学仪

器厂&

R3!65$Y

型智能放射免疫
!

测量仪$上海核所

日环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自制大鼠束缚筒"为有机

玻璃制成的圆筒状结构"主筒长
!$ S:

"筒口外径

% S:

"内径
$ S:

&前端置有一直径小于主筒的'可前

后调节的带有透气孔'便于大鼠头伸进的有机玻璃前

罩"后端为可调的开关闸门+

&

"造模方法"实验前全部动物进行预游泳"剔除

游泳时间
O#" :<>

或
d!" :<>

的大鼠+ 肝郁证大鼠

模型采用慢性束缚法造模)

8

*

"即将大鼠置于特制的束

缚装置中"每日连续束缚
& E

$

4

&

"" e##

&

"" ;: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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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续造模
!4

天+ 脾虚证大鼠模型采用过度疲劳联合饮

食失节法造模)

$

*

"即将大鼠置于$

!!

%

#

%'水温中游

泳
#" :<>

$

!

&

"" F:

开始%"同时隔日喂食$隔日禁

食"隔日足量给食%"连续造模
!4

天+ 肝郁脾虚证大

鼠模型采用慢性束缚加过度疲劳加饮食失节法造

模)

6

*

"即将大鼠置于特制的束缚装置中"每日连续束缚

& E

$

4

&

"" e##

&

"" ;:

%"下午再将大鼠置于$

!!

%

#

%'

水温中游泳
#" :<>

$

!

&

"" F:

开始%"同时隔日喂食

$隔日禁食"隔日足量给食%"连续造模
!4

天+

&

证模

型采用动物外观行为$症%积分量表)

%

*的半定量形式

作为模型成功的标准"根据大鼠每周各行为指标项的

积分值变化判断
&

证模型的成模情况"其中肝郁证大

鼠造模
!

周后在活动状态'情绪睡眠两项指标积分上

明显增加"表现出从最初的情绪不稳定'烦躁转为表情

淡漠'少动等类似中医肝郁之象&脾虚证大鼠造模
!

周

后在活动状态'皮肤毛发'饮食大便
&

项指标积分上显

著增加"大鼠出现纳少便溏'肢体倦怠'神疲乏力'形体

消瘦等类似中医脾虚之象&肝郁脾虚证大鼠造模
!

周

后在活动状态'情绪睡眠'饮食大便'皮肤毛发的
8

项

指标积分均显著增加"大鼠既表现有情绪焦虑或精神

抑郁等肝郁之象"也表现出食少纳呆'大便溏薄'活动

滞迟等脾虚之象)

%

*

"提示造模成功+

8

"分组及给药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

只

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肝郁组'脾虚组'肝郁脾虚组'肝

郁干预组'脾虚干预组'肝郁脾虚干预组"每组
#"

只+

后
6

组大鼠分别按上法复制肝郁'脾虚'肝郁脾虚证模

型"正常对照组不予处理+ 各模型干预组给药剂量参照

.医学动物实验方法/中的人与动物用量换算方法"即按

体重换算如下#

%" M?

成人与
"

!

! M?

大鼠之间的每
M?

体重折算系数为
6

!

!$

"每只大鼠每千克体重日用生药

量$

?DM?

%

f!

!

46 ?DM?

+

&

个模型干预组大鼠分别于

造模第
!

周末$即造模第
#$

天起%" 按
!

!

46 ?

$生药

材量%

DM?

体重给予柴疏四君汤颗粒灌胃"连续
!

周&

&

个模型组及正常对照组给予等量蒸馏水灌胃+

$

"样本采集"实验第
!4

天
4

&

"" F:

开始"各组

大鼠禁食&翌日
4

&

"" ;:

断头取血
8 :W

"

! """ HD:<>

离心
#" :<>

"取血浆"于 #

!"

'保存"待测
L'*J

'

'CN*

'

'NJ

&迅速在冰盘上分离下丘脑和垂体"称重后

置于煮沸的生理盐水$

# :W

%中
& :<>

"再加
# :1.DW

的

冰醋酸
"

!

$ :W

于匀浆器中匀浆提取"再用
# :1.DW

3;CJ "

!

$ :W

中和"低温条件下"

& """ HD:<>

离心

&" :<>

"取上清液"于#

!"

'保存"待测下丘脑
'NJ

'

垂体
L'*J

&小心剥离肾上腺"称量肾上腺重量$

?

%+

6

"指标测定"肾上腺指数按照脏器指数
f

脏器

重量
D

大鼠体重$

?

%计算&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浆

'CN*

'

L'*J

'

'NJ

'下丘脑
'NJ

及垂体
L'*J

)

4

*

"

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

"统计学方法"采用
RKRR #%

!

"

统计软件包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

%

G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WRB

检

验+

K O"2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大鼠血浆
'NJ

'

L'*J

及
'CN*

水平比

较$表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肝郁组和肝郁脾虚组

大鼠血浆
'NJ

'

'CN*

均升高$

K O"

!

"$

%"脾虚组血

浆
L'*J

'

'CN*

降低$

K O "

!

"$

%"肝郁脾虚组血浆

L'*J

也明显升高$

K O"

!

"$

%"肝郁干预组血浆
'NJ

明显升高$

K O"

!

"$

%"余未见明显变化+ 与肝郁组比

较" 肝 郁 干 预 组 大 鼠 血 浆
'CN*

明 显 降 低

$

K O"

!

"$

%&与脾虚组比较"脾虚干预组血浆
L'*J

'

'CN*

明显升高$

K O"

!

"$

%&与肝郁脾虚组比较"肝郁

脾虚干预组血浆
'NJ

'

L'*J

及
'CN*

均明显降低

$

K O"

!

"$

%+

!

"各组大鼠下丘脑
'NJ

'垂体
L'*J

及肾上腺

指数比较$表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个模型组大

鼠肾上腺指数均明显降低$

K O"

!

"$

%"其中肝郁组及

肝郁脾虚组下丘脑
'NJ

升高"脾虚组垂体
L'*J

降

低"肝郁脾虚组垂体
L'*J

升高$均
K O"

!

"$

%"余未

见明显变化+ 与肝郁组比较"肝郁干预组大鼠下丘脑

表
#

$各组大鼠血浆
'NJ

'

L'*J

及
'CN*

水平比较"$

=

%

G

%

组别
> 'NJ

$

>?D:W

%

L'*J

$

F?D:W

%

'CN*

$

>?D:W

%

正常对照
#" 8

(

8#

%

"

(

&4 !#

(

%4

%

!

(

84 &##

(

#6

%

&#

(

"#

肝郁
#"

$

(

58

%

"

(

5$

!

!!

(

$!

%

!

(

!&

&$6

(

"#

%

&5

(

55

!

肝郁干预
#"

6

(

"6

%

"

(

8!

!

!#

(

&8

%

&

(

!5

&"&

(

!!

%

!%

(

5&

"

脾虚
#" 8

(

8%

%

"

(

&5

#$

(

65

%

!

(

"4

!

!$$

(

6%

%

#8

(

"6

!

脾虚干预
#" 8

(

84

%

"

(

&!

!$

(

#"

%

8

(

"#

#

!58

(

4#

%

#4

(

"6

#

肝郁脾虚
#"

6

(

58

%

"

(

!$

!

!4

(

&8

%

&

(

$6

!

&%#

(

6%

%

#%

(

8$

!

肝郁脾虚干预
#"

&

(

%%

%

"

(

86

$

!8

(

68

%

!

(

%"

$

&#8

(

65

%

##

(

!8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K O"

(

"$

&与肝郁组比较"

"

K O"

(

"$

&与脾虚组比较"

#

K O"

(

"$

&与肝郁脾虚组比较"

$

K O"

(

"$

&表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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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

$各组大鼠下丘脑
'NJ

'垂体
L'*J

及肾上腺指数比较"$

=

%

G

%

组别
> 'NJ

$

>?D:W

%

L'*J

$

F?D:W

% 肾上腺指数

正常对照
#" "

(

#6

%

"

(

"& !

(

#8

%

"

(

$& "

(

"""#46

%

"

(

"""""&

肝郁
#"

"

(

!4

%

"

(

"!

!

!

(

"8

%

"

(

$5

"

(

"""#$!

%

"

(

"""""5

!

肝郁干预
#"

"

(

#6

%

"

(

"!

"

#

(

68

%

"

(

&5

"

"

(

"""#48

%

"

(

"""""5

"

脾虚
#" "

(

#6

%

"

(

"#

#

(

&6

%

"

(

&4

!

"

(

"""#$!

%

"

(

"""""%

!

脾虚干预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肝郁脾虚
#"

"

(

!4

%

"

(

"&

!

!

(

6#

%

"

(

!&

!

"

(

"""#6!

%

"

(

"""""$

!

肝郁脾虚干预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8

$

'NJ

及垂体
L'*J

明显降低"肾上腺指数升高$均

K O"

!

"$

%&与脾虚组比较"脾虚干预组肾上腺指数明

显升高$

K O"

!

"$

%&与肝郁脾虚组比较"肝郁脾虚干预

组下丘脑
'NJ

'垂体
L'*J

降低"肾上腺指数明显升

高$均
K O"

!

"$

%+

&

"各组大鼠
JKL

轴相关指标变化水平比较

$表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证模型组大鼠肾上腺

指数均明显降低$

K O"

!

"$

%"其中肝郁组和肝郁脾虚

组的血浆及下丘脑
'NJ

'血浆
'CN*

均明显升高

$

K O"

!

"$

%"且肝郁脾虚组伴有血浆及垂体
L'*J

升

高$

K O"

!

"$

%&脾虚组血浆与垂体
L'*J

'血浆
'CN*

均明显降低$

K O"

!

"$

%+ 各证干预组大鼠肾上腺指数

均明显升高$

K O"

!

"$

%&其中肝郁干预组及肝郁脾虚

干预组血浆
'CN*

'下丘脑
'NJ

及垂体
L'*J

均明

显降低 $

K O "

!

"$

%"肝郁脾虚干预组血浆
'NJ

及

L'*J

均明显降低 $

K O "

!

"$

%"脾虚干预组血浆

L'*J

及
'CN*

均明显升高$

K O"

!

"$

%+

表
&

$各组大鼠
JKL

轴相关指标变化水平比较

组别
>

JKL

轴

血浆

'NJ

血浆

L'*J

血浆

'CN*

下丘脑

'NJ

垂体

L'*J

肾上腺

指数

肝郁
#" %%

(

%% %%

(

&&

肝郁干预
#"

( (

&& && && %%

脾虚
#"

(

&& &&

(

&& &&

脾虚干预
#"

(

%% %%

(

% %%

肝郁脾虚
#" %% %% %% %% %% &&

肝郁脾虚干预
#" && && && && && %%

""注#与正常对照组或对应的模型组比较"

&&

或
%%

为降低或升高

$

K O"

!

"$

%&(为无明显变化

讨""论

JKLL

是机体最主要的应激反应轴"也是内分泌

系统最重要的调节通路+ 研究发现"

JKLL

的主要受

控部位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下丘脑室旁核$

F;H;T7>A

$

H<S-.;H >-S.7-G 1P E/F1AE;.;:-G

"

K03

%"当应激信

号经神经中枢到达
K03

后"可刺激下丘脑合成
'NJ

神经小细胞通过轴突将
'NJ

释放入正中隆起的垂体

门脉"后随血流到达垂体前叶促进
L'*J

的合成和释

放"增多的
L'*J

则刺激肾上腺皮质合成及分泌

'CN*

"进而促使机体发生一系列的调适反应"其中

'CN*

又可负反馈调节垂体
L'*J

和下丘脑
'NJ

的

合成释放"共同构成
JKLL

的自调节环路)

5

*

+ 通常而

言"应激信号可刺激下丘脑
'NJ

分泌增多而引发垂

体
L'*J

升高"最终导致
'CN*

升高"而异常过度升

高的
'CN*

也可使
JKLL

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受损而

出现
JKLL

持续亢进"从而引起机体神经'内分泌'免

疫等多系统的紊乱)

#"

*

+

本研究发现"由单纯束缚应激诱导的肝郁证大鼠

下丘脑
'NJ

'血浆
'NJ

和
'CN*

出现明显升高"与

之前采用孤养结合颈部戴枷法)

##

*或慢性不可预知刺

激法)

#!

*建立的肝郁模型所观察到的结果基本一致"推

测中医肝郁证确实存在
JKLL

功能偏亢进状态+ 通

常血浆中
'CN*

升高可反馈引起下丘脑
'NJ

和垂体

L'*J

的分泌减少"但本证大鼠的下丘脑
'NJ

不仅

未见减低却反见升高"提示肝郁证大鼠
JKL

中可能

存在上位下丘脑反馈性调节机制的受损+

本实验中的脾虚证大鼠垂体
L'*J

'血浆
L'*J

'

'CN*

的变化与既往采用该法复制脾虚证模型所观察

到大鼠垂体
L'*J

'血浆
L'*J

和
'CN*

降低的结果

一致)

#&

*

+ 再次证明该脾虚证大鼠存在
JKLL

功能的

低下+ 本实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在血浆中
'CN*

降

低'垂体和血浆
L'*J

降低的同时"其垂体和血浆

'NJ

并未见明显变化"推测该脾虚模型大鼠肾上腺皮

质功能的降低与
JKLL

中的垂体
L'*J

的分泌减弱

有关+

实验结果表明"肝郁脾虚证大鼠的下丘脑和血浆

'NJ

'垂体和血浆
L'*J

及血中
'CN*

均出现显著

升高"与既往研究观察到的肝郁脾虚大鼠模型
JLK

的变化基本一致)

#8

*

"表明肝郁脾虚证模型不仅存在肾

上腺皮质功能亢进"并可能与下丘脑持续的
'NJ

分

泌增多有关+ 根据
JKL

反馈调节机制"本模型血中

'CN*

的增高不仅未引起垂体
L'*J

和下丘脑
'NJ

的降低"反而出现升高"提示存在下丘脑和垂体的反应

性降低"这可能与阎癑等)

#$

*观察到的该模型大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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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受体'糖皮质激素受体

和垂体下丘脑促皮质素释放激素受体'糖皮质激素受

体
:N3L

表达下调有关+

肾上腺包括肾上腺皮质和髓质两部分结构"其中

皮质部分泌醛固酮'皮质醇及性激素"髓质部分泌肾上

腺和去甲肾上腺素+ 本研究显示肝郁'脾虚'肝郁脾虚

&

证模型大鼠均出现肾上腺指数的降低"提示不同应

激条件作用下大鼠均存在肾上腺组织的损伤"有待进

一步研究+

&

证模型大鼠给予柴疏四君汤
!

周后"其异常的

JKLL

均出现不同程度改善"其中肝郁证大鼠升高的

血浆
'CN*

及下丘脑
'NJ

下降"同时原无明显变化

的垂体
L'*J

也出现下降"提示该方对肝郁证
JKL

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抑制上位下丘脑
'NJ

分泌"从而

引起垂体
L'*J

的下降以恢复
JKL

的功能&脾虚证

大鼠降低的血浆
L'*J

和
'CN*

均见升高"下降的垂

体
L'*J

也呈升高趋势"其下丘脑
'NJ

无明显变化"

提示该方对脾虚证
JKLL

的作用可能主要是促进垂

体
L'*J

分泌"促进下位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恢复&肝

郁脾虚证大鼠升高的血浆
L'*J

和
'CN*

'下丘脑

'NJ

及垂体
L'*J

均见降低"表明该方对该证的

JKLL

有全面的调节作用+

中医学认为肝郁与脾虚在病机上$如土壅木郁或

土虚木乘%存在一定的联系"而肝郁脾虚证是肝郁和

脾虚的复合证"即此
&

证之间在病理上存在一定的关

联+ 本研究发现"肝郁'脾虚和肝郁脾虚
&

证大鼠均存

在
JKLL

功能异常"其中肝郁证和肝郁脾虚证
JKLL

均呈功能亢进状态"脾虚证
JKLL

则呈功能低下状

态&肝郁证和脾虚证
JKLL

异常的主要调点分别涉及

下丘脑和垂体"而肝郁脾虚证则同时伴有下丘脑及垂

体反馈调节功能受损+

柴疏四君子汤为柴胡疏肝散和四君子汤之合方"

其中柴胡疏肝散出自.医学统旨/"四君子汤则源于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柴疏四君汤由具有疏肝功用

的四逆散$主治肝郁证%和具有健脾功用的四君子汤

$主治脾虚证%二方合并而成"该方具有疏肝健脾功

用"主治肝郁脾虚证+ 根据,方证相关-理论)

#6

*

"该方

疏肝健脾的功用与肝郁'脾虚'肝郁脾虚证均有一定的

关联"但关联程度应有不同+ 本研究表明"柴疏四君汤

对此
&

证
JKLL

的失常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但

以对肝郁脾虚证的调节作用较为全面"可能与肝郁脾

虚证
JKLL

功能损伤较重有关"提示该方效用与其所

作用的病证状态有关+ 该结果为中医方证相关的经验

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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