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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香附挥发油对慢性束缚应激小鼠焦虑行为的影响( 方法!-( 只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模型组) 氟
西汀组 "#( 3?&U?# 及香附挥发油高剂量组 "#(( 3?&U?#) 中剂量组 ""(( 3?&U?#) 低剂量组 "’( 3?&U?#’ 每组 "(
只’ 采用慢性束缚应激法建立小鼠焦虑模型( 通过强迫游泳实验) 悬尾实验) 旷场实验) 明暗箱实验) 高架十字迷宫
实验分析挥发油对小鼠焦虑行为的影响’ 并检测海马乙酰胆碱酯酶 "BO@2#) ’+羟色胺 "’+[/# 水平( 结果!与模型
组比较’ 香附挥发油组可减少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及悬尾不动时间’ 提高进入旷场中央区域次数) 中央区域时间及直立
次数’ 增加明箱停留时间) 明暗箱穿梭次数及进入开臂次数) 开臂停留时间’ 同时还能降低 BO@2水平’ 升高 ’+[/
水平’ 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V(D(’’ !V(D("#( 结论!香附挥发油能改善慢性束缚应激小鼠焦虑行为’ 其作
用机制可能与调节中枢胆碱能系统) 增加海马单胺类递质 ’+[/水平有关(
关键词! 香附$ 挥发油$ 慢性束缚应激$ 焦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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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是指机体面对环境中一些不确定) 潜在
的压力或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正常反应’ 包括行
为) 认知) 情绪的改变’ 以发作性惊恐或持续性恐
惧) 担心) 紧张为主要特征’ 并伴有运动不安) 植
物神经系统症状等%"& ( 随着当今生活压力增加)
生活节奏加快) 竞争日益加剧等因素’ 焦虑症患者
数量呈逐年升高趋势’ 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抗焦虑药
物主要包括氟西汀) 地西泮) 丁螺环酮等’ 但均存
在较多副作用’ 从而限制了其临床使用%#& (

香附又名香草头’ 始载于 *名医别录+’ 为
莎草科植物莎草 F2>1*%8*)5%,<%8E%的干燥根茎’
性平’ 味辛) 微甘) 苦’ 具有理气解郁之功效’
其正丁醇萃取部位和醇提物乙酸乙酯萃取部位对
.行为绝望/ 动物模型有较明显的改善作用%$& ’
与夏枯草配伍的水煎剂有改善小鼠焦虑行为作
用%)& ( 挥发油为香附主要活性成分’ 包括多种单
萜) 倍半萜及其氧化物’ 具有较好的镇痛效
果%’& ’ 但该成分是否具有抗焦虑作用尚不明确(
因此’ 本实验采用慢性束缚应激法建立小鼠焦虑
模型’ 并通过神经行为学实验分析香附挥发油对
其的影响(
MN材料
"D"!动物!昆明种小鼠’ 雄性’ 体质量 "#( j##
?’ 由吉林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许可证号
GOPT "吉# #(""+((()(
"D#!试药!香附购于当地药材市场’ 经专家鉴定
为莎草科植物莎草F2>1*%8*)5%,<%8E%的根茎’ 其
挥发油为本实验室根据文献 % - & 自制’ 收率
(D$’!’ 即 " ?挥发油相当于 #*’D," ?生药量’ 香
附烯) "+香附酮是其主要成分’ 两者总含有量
$#D’"!( 氟西汀购于澳大利亚艾华大药厂’ 批号
")""()$ BO@2测定试剂盒) ’+[/酶联免疫试剂盒购
于上海酶联生物技术公司’ 批号 #("-(’#$) #("-()##(
"D$!仪器!ZG+PC/型小鼠悬尾实验视频分析系
统’ 购于北京众实迪创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W+‘5M5:>型行为学实验系统’ 购于成都泰盟软件
有限公司$ E#G型分光光度计’ 购于上海精密仪器
仪表公司$ [QG+"(.-B型酶联免疫检测仪’ 购于
南京德铁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N方法
#D"!建模! 分组与给药!-( 只小鼠按体质量随机

分为 - 组’ 即 正 常 组) 模 型 组) 氟 西 汀 组
"#( 3?&U?#) 香附挥发油高剂量组 "#(( 3?&U?#)
香附挥发油中剂量组 ""(( 3?&U?#) 香附挥发油
低剂量组 "’( 3?&U?#’ 每组 "( 只( 模型组) 氟西
汀组) 香附挥发油组小鼠每日在束缚管中放置 " @’
除模型组外各组于 (D’ @ 后灌胃给予相应药物’ 连
续 $( a(
#D#!强迫游泳实验#,$!实验装置为一个直径为
") 93) 高度为 ## 93的透明玻璃容器’ 在水温
"#’ j(D’#e) 水深 "( 93条件下测试( 小鼠自由
游泳’ 当表现为头露出水面呈漂浮状态而不寻求逃
脱时’ 表明其处于无助和绝望状态’ 测试时间为
- 35>’ 记录后 ) 35>内小鼠累积不动时间(
#D$!悬尾实验#*$!实验装置由 - 个活动区域组成’
在距小鼠尾尖 # 93处用医用胶布将其黏附于固定
杆处’ 固定磁铁吸附于活动箱通道顶部’ 确保小鼠
可在头部距底面 ’ 93处倒置悬挂( 实验全过程由
摄像机记录’ 并依据悬尾实验视频分析系统测定悬
尾不动时间(
#D)!旷场实验!旷场实验箱 "$( 93i$( 93# 分
为周围) 中央 # 个区域’ 中央区域大小为 "’ 93i
"’ 93( 实验时’ 将小鼠置于中央区域’ 考察小鼠
探究行为’ 测试时间为 ’ 35>’ 记录小鼠进入中央
区域次数) 停留时间) 直立次数(
#D’!明暗箱实验!明暗箱由 " 个敞开的白色明箱
",( 93i#’ 93i$( 93#) " 个封闭的黑色暗箱
",( 93i#’ 93i$( 93#) 两箱之间可自由穿梭的
洞 "’ 93i’ 93# 三部分构成( 测试时’ 将小鼠
放入明箱中’ 记录其在明箱停留时间及明暗箱穿梭
次数’ 测试时间为 ’ 35>(
#D-!高架十字迷宫实验!高架十字迷宫由 # 个开
臂 "$( 93i’ 93#) # 个闭臂 "$( 93i’ 93# 垂
直交叉组成’ 中间为大小 ’ 93i’ 93的正方形区
域( 测试时’ 将小鼠放入中央的正方形区域内’ 头
部朝向开闭’ 记录其进入开臂次数 "J2#) 开臂停
留时间 "J/#’ 测试时间为 ’ 35>(
#D,!海马BO@2! ’+[/水平检测!小鼠摘眼球取
血后’ 颈椎脱臼法处死’ 取脑并分离海马组织( 海
马BO@2水平检测采用分光光度法’ ’+[/水平检
测采用酶联免疫法’ 分别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操作(

")"#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中 成 药
O@5>0M0/;4a565:>41K460>6W0a595>0

J96:N0;#("*
‘:1%)(!H:%"(



#D*!统计学分析!采用 GKGG "$D( 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 数据以 "Mj8# 表示’ 组间差异采用
J>0+b4=BHJ‘B分析结合EG]+5检验( !V(D(’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N结果
$D"!挥发油对不动时间的影响!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 悬尾不动时间均明
显增加 "!V(D("#$ 与模型组比较’ 香附挥发油
高) 中剂量组的强迫游泳不动时间’ 以及高) 中)
低剂量组的悬尾不动时间均显著减少 "!V(D(’’
!V(D("#( 见表 "(
$D#!挥发油对旷场实验指标的影响!与正常组比
较’ 模型组小鼠进入中央区域次数) 中央区域时
间) 直立次数均显著减少 "!V(D("#$ 与模型组
比较’ 香附挥发油组小鼠进入中央区域次数) 中央
!!!

表 MN挥发油对不动时间的影响 $/P0% $QM_&
A70(MND33241+36+:71,:2+,:5+.,;;+0,:,1= 1,;2$ / P0%

$QM_&

组别
剂量&

"3?,U?h"#

强迫游泳不

动时间&M
悬尾不动

时间&M

正常组 - ’#D-. j"(D-# ’.D*, j""D)$

模型组 - *-D), j"’D",!! .,D’* j#(D-)!!

氟西汀组 #( ’-D-# j"$D"*ll -#D"# j"#D$,ll

香附挥发油高剂量组 #(( -$D.- j"#D’$ll ,"D’, j"$D"-ll

香附挥发油中剂量组 "(( ,$D)* j"’D-"l ,*D$$ j")D--ll

香附挥发油低剂量组 ’( ,.D## j"-D($ *’D") j"-D$#l

!!注! 与正常组比较’!!!V(D("$与模型组比较’l!V(D(’’
ll!V(D("

区域时间均显著增加 "!V(D(’’ !V(D("#’ 但只
有高剂量组小鼠直立次数显著增加 "!V(D(’#(
见表 #(

表 %N挥发油对旷场实验指标的影响 $/P0% $QM_&
A70(%ND332415+36+:71,:2+,:5+.+<2.!3,2:*1251,.*,425$/P0% $QM_&

组别 剂量&"3?,U?h"# 进入中央区域次数&次 中央区域时间&! 直立次数&次
正常组 - "’D,* j$D"( $-D’, j’D)$ ".D)* j$D’#
模型组 - -D’. j"D."!! #(D*" j)D*’!! "-D") j)D$#!!

氟西汀组 #( "#D-* j#D-#ll $)D’$ j’D,$ll "*D)( j$D*,l

香附挥发油高剂量组 #(( "(D() j#D$*ll $#D#, j’D()ll "*D#’ j)D"#l

香附挥发油中剂量组 "(( *D#. j"D-’ll #.D", j)D""ll ",D$. j$D-*
香附挥发油低剂量组 ’( *D"" j"D*"l #$D’" j)D,(l "-D,$ j$D#"

!!注! 与正常组比较’!!!V(D("$与模型组比较’l!V(D(’’ll!V(D("

$D$!挥发油对明暗箱实验! 高架十字迷宫实验指
标的影响!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明箱停留时
间) 明暗箱穿梭次数均显著降低 "!V(D("#$ 与
模型组比较’ 香附挥发油组小鼠明箱停留时间) 明
暗箱穿梭次数均显著增加 "!V(D(’’ !V(D("#(

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进入开臂次数) 开臂停
留时间显著减少’ 两者比例显著降低 "!V(D("#$
与模型组比较’ 香附挥发油高) 中剂量组小鼠进入
开臂次数) 开臂停留时间显著增加’ 两者比例显著
升高 "!V(D(’’ !V(D("#( 见表 $(

表 ON挥发油对明暗箱实验’ 高架十字迷宫实验指标的影响 $/P0% $QM_&
A70(OND332415+36+:71,:2+,:5+.:,W/1\*78[0+X 12517.*,.*,4253+82:26712*<:>5;7c2$/P0% $QM_&

组别 剂量&"3?,U?h"# 明箱停留时间&! 明暗箱穿梭次数&次 J2&! J/&!
正常组 - $)D-" j’D$, ",D-’ j$D") ),D-) j’D,( )*D,( j’D()
模型组 - ".D’# j$D-)!! .D). j#D)*!! #-D’’ j$D#$!! #,D"$ j$D$#!!

氟西汀组 #( #.D’" j)D-.ll "$D-" j#D-#ll )’D#’ j’D"-ll $*D)’ j)D)(ll

香附挥发油高剂量组 #(( #,D)) j)D$(ll "$D## j$D)’ll )"D)* j)D#"ll $’D## j)D($ll

香附挥发油中剂量组 "(( #’D*" j$D""ll "#D$- j$D-,ll #.D"- j$D-.ll $"D’’ j)D*$l

香附挥发油低剂量组 ’( #)D)$ j)D$-ll ""D’$ j#D*)l #,D)$ j$D#" #.D.# j$D-’

!!注! 与正常组比较’!!!V(D("$与模型组比较’l!V(D(’’ll!V(D("

$D)!挥发油对 BO@2! ’+[/水平的影响!与正常
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 BO@2水平显著升高’ ’+[/
水平显著下降 "!V(D("#$ 与模型组比较’ 香附
挥发油组小鼠 BO@2水平均显著下降’ ’+[/水平
均显著升高 "!V(D(’’ !V(D("#( 见表 )(

’N讨论
强迫游泳实验) 悬尾实验是评价抗焦虑药物的

经典模型’ 当动物无法摆脱环境束缚而导致焦虑
时’ 给予抗焦虑药物后可使其不动时间减少%.& $
旷场实验通过检测进入旷场中央区域次数) 中央区
域时间) 直立次数等指标’ 评价动物对新环境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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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挥发油对#B/D’ ]!EA水平的影响 $/P0% $QM_&
A70(’ND332415+36+:71,:2+,:5+.#B/D7.*]!EA:262:5

$/P0% $QM_&

组别
剂量&

"3?,U?h"#
BO@2&

"Y,3?R;:6h"#
’+[/&

">?,3?R;:6h"#

正常组 - ".D"$ j#D,’ "D") j(D$’
模型组 - #*D*# j)D(.!! (D,- j(D#)!!

氟西汀组 #( #"D’( j#D*.ll "D(* j(D#*ll

香附挥发油高剂量组 #(( ##D"- j$D),ll "D(- j(D".ll

香附挥发油中剂量组 "(( #)D$" j$D$"ll (D." j(D")ll

香附挥发油低剂量组 ’( #)D*, j$D)-ll (D** j(D"$l

!!注! 与正常组比较’!!!V(D("$与模型组比较’l!V(D(’’
ll!V(D("

觉性’ 以及在新环境下的抑郁样) 探索性) 自发活
动行为’ 可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 明暗
箱实验是利用小鼠本身的趋暗习性及在焦虑情况下
倾向于在暗箱一侧活动的特点而建立’ 而高架十字
迷宫实验是通过小鼠在高悬空旷环境的恐惧特性及
探究特性之间形成的矛盾心理来模仿人类的焦虑状
态’ 两者均广泛用于抗焦虑抑郁药的效果评
价%""+"#& ( 本实验发现’ 与模型组比较’ 香附挥发
油组可显著减少小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 悬尾不
动时间’ 提高进入旷场中央区域次数) 中央区域
时间) 直立次数’ 增加明箱停留时间) 明暗箱穿
梭次数) 进入开臂次数) 开臂停留时间’ 表明香
附挥发油具有改善慢性束缚应激小鼠焦虑行为的
作用(

乙酰胆碱具有维持意识清醒) 促进学习记忆等
功能’ 而BO@2参与了其分解过程’ 故脑内该水平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 $ ’+[/为单
胺类神经递质’ 其脑内水平异常表达是焦虑症的主
要发病机制之一( 大量研究表明’ 当脑内 ’+[/水
平降低时’ 动物受到应激后焦虑症状更明显$ 给予
抗焦虑药物治疗后’ 随着该因子水平升高’ 焦虑症
状也得到明显改善%")& ( 本实验发现’ 与模型组比
较’ 香附挥发油组小鼠海马 BO@2水平显著下降’
’+[/水平显著升高’ 表明香附挥发油改善慢性束
缚应激小鼠焦虑行为可能与调节中枢胆碱能系统)
增加海马单胺类递质 ’+[/水平有关’ 其深入机制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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