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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5天时分别测定每只大鼠 1%蔗糖水消耗量（每

笼同时放置 2个水瓶，1个瓶内给予 1%蔗糖水，1个
瓶内给予大鼠日常饮用水，让大鼠自由选择饮用，持

续 1 h后将水瓶取走称质量，计算平均每只大鼠的蔗

糖水消耗量），以观察各组大鼠糖水偏爱程度。 
2.4.3  行为学测试  在实验第 36 天对全部大鼠采

用开场实验进行行为活动测试[12]：将各组大鼠分别

置于敞口箱（内壁为黑色，底部用白线平均分成 25
格）中央，使用动物行为视频分析系统记录 5 min
内大鼠的自主活动行为，分析后 4 min内大鼠穿越

横格（3 爪以上跨入即可）及直立（两前肢离地面

1 cm即可）次数。 
2.4.4  脑组织内单胺类神经递质测定  在第 36 天

将大鼠处死，冰上取出大鼠脑组织并迅速分离出海

马、下丘脑和皮质组织，根据各组织质量加入一定

体积预冷的 0.1 mol/L 高氯酸，用电子超声匀浆器

匀浆，在 4 ℃，14 000 r/min离心 20 min，取上清

液，同等条件下再次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用于神

经递质的测定。设定测定条件[13]：色谱柱为Waters 
Symmetry C18 column（150 mm×3.9 mm，5 μm），
流动相为乙腈-甲醇-水相（3∶19∶78），其中水相

组成为 0.1 mol/L KH2PO4、0.01 mol/L OSA和 0.1 
mmol/L EDTA·Na2，并用磷酸调 pH值至 3.3～3.4，

柱温 35 ℃，体积流量为 1.0 mL/min，进样量为 10 
μL，检测器电压为＋0.7 V，参比电极为 Ag/AgCl。
精密称取一定量的 NE、5-HT和 5-HIAA对照品，

溶于 0.1 mol/L的高氯酸溶液中，作为对照品溶液。

将上述对照品溶液逐级稀释成一系列浓度后分别

注入到 HPLC-ECD系统进行检测。 
2.5  统计学处理 

各组数据均采用 ±x s 表示，用 SPSS 18.5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对 CUMS抑郁模型大鼠体质量的影响 

从表 1的结果可见，实验前各组大鼠体质量无

显著性差异。实验的第 7、14、21天模型组大鼠体

质量显著减轻，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
而各应激组经慢性应激刺激 21 d 后体质量增加缓

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在应激刺激 21 d后，

连续给药 14 d，交泰丸低、中、高剂量以及阳性药

组的大鼠体质量明显增加，且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

著（P＜0.05、0.01），表明交泰丸对由于慢性应激

导致的大鼠体质量增加速率下降具有显著的抵抗

作用，说明交泰丸具有抵抗由抑郁引起的消化系统

功能失常的药理活性。 

表 1  各组大鼠体质量比较 ( x ±s, n = 12) 
Table 1  Comparison on body weight of rats in each group ( x ±s, n = 12) 

组别 
剂量/ 
(g·kg−1) 

大鼠体质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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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 — 229.33±25.36 267.43±25.87 281.02±37.70 285.62±55.37 295.60±59.03 306.98±38.56 

模型 — 217.64±16.83 222.07±19.25## 229.61±32.33## 228.75±29.31## 217.24±39.53## 235.25±34.87## 

盐酸氟西汀 0.007 5 224.61±27.41 224.57±21.60## 227.72±35.77## 227.37±37.90## 237.63±36.76 261.09±14.73* 

交泰丸 0.75 225.30±20.74 237.59±16.22## 233.71±35.95## 224.63±29.95## 229.22±36.11 273.57±21.22** 

1.50 216.08±10.23 227.89±16.03## 233.74±20.76## 226.09±22.40## 226.16±30.30 266.58±22.57* 

3.00 219.01±29.94 223.48±18.73## 224.28±25.52## 218.69±28.63## 232.02±23.07 261.88±19.15* 

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P＜0.01，下表同 
##P < 0.01 vs control group;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 following tables are same  

3.2  对 CUMS抑郁模型大鼠糖水偏好度的影响 
从表 2的结果可见，实验前各组大鼠糖水消耗

量没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的第 14、21 天时对照组

糖水消耗量逐渐增加，而模型组糖水消耗量逐渐减

少，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0.01）。在

给药 14 d后，交泰丸低、中、高剂量组以及阳性药

组大鼠糖水消耗量显著增加，且与模型组比较差异

显著（P＜0.05、0.01）。 
3.3  对 CUMS抑郁模型大鼠开场实验的影响 

从表 3结果可见，模型组大鼠在经过 35 d的慢

性应激刺激后穿越横格数和直立次数均明显减少，

模型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给药 14 
d 后，交泰丸高剂量组及阳性药组的大鼠穿越横格

数显著增加，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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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组大鼠蔗糖水消耗量比较 ( x ±s, n = 12) 
Table 2  Comparison on sucrose water consumption of rats in each group ( x ±s, n = 12) 

组别 
剂量/ 

(g·kg−1) 

1%蔗糖水消耗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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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 — 64.13±14.26 62.17±14.23 72.23±14.38 74.03±8.08 69.56± 5.28 63.81±10.01 

模型 — 52.30±17.99 55.08±17.99 60.98±11.72# 57.44±5.50## 55.77±13.56## 53.02± 8.95# 

盐酸氟西汀 0.007 5 67.68±12.05 59.92±10.43 57.98±16.50# 63.79±4.29## 66.25± 3.32* 63.88±12.70* 

交泰丸 0.75 50.26±19.04 54.17± 9.58 58.95±12.91# 59.72±5.01## 62.65±12.85 67.70±12.58** 

1.50 55.46±14.98 56.30±14.19 62.67± 3.13# 57.27±8.92## 61.42±10.30 77.63±16.06** 

3.00 54.49±16.04 62.11±12.90 59.81±10.60# 56.02±8.55## 60.97±13.60 68.90±19.40* 
 

表 3  各组大鼠开场行为的比较 ( x ±s, n = 12) 
Table 3  Comparison on open-field activity behavior of rats 
in each group ( x ±s, n = 12) 

组别 剂量/(g·kg−1) 穿越格数 直立次数 

对照 — 23.83±16.52 6.92±3.09 

模型 — 6.67± 5.66## 2.42±2.23## 

盐酸氟西汀 0.007 5 21.17± 6.28** 8.25±4.47** 

交泰丸 0.75 8.50± 7.40 3.25±3.05 

1.50 10.50± 9.47 4.67±2.67* 

3.00 20.00± 5.62** 3.25±2.22 
 
交泰丸中剂量组及阳性药组的大鼠直立次数显著

增加，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0.01），
交泰丸对由慢性应激导致的大鼠水平穿越格数和

垂直运动直立次数下降具有一定的抵抗作用，说明

交泰丸具有抵抗由抑郁引起的自主活动减少的药

理活性。 
3.4  对 CUMS 抑郁模型大鼠脑组织内单胺类神经

递质及代谢产物的影响 
从表 4～6结果可见，CUMS模型大鼠的海马、

皮质及下丘脑组织中 NE和 5-HT量明显下降，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0.0l），部分给药组能

够不同程度地增加海马、皮质及下丘脑组织中 NE
和 5-HT的量，且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0.0l）。模型组中 5-HT 代谢产物 5-HIAA 量明显升

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阳性药组

和交泰丸各组均能不同程度降低 5-HIAA 的量，与

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0.0l）。表明交泰丸

能够提高抑郁症模型大鼠脑海马、皮质及下丘脑组

表 4  交泰丸对 CUMS抑郁模型大鼠海马组织中神经递质及代谢产物水平的影响 ( x ±s, n = 12) 
Table 4  Effect of Jiaotai Pill on neurotransmitters and their metabolites in hippocampal tissue of CUMS rats ( x ±s, n = 12) 

组别 剂量/(g·kg−1) NE/(ng·g−1) 5-HT/(ng·g−1) 5-HIAA/(ng·g−1) 
对照 — 371.83± 69.73 295.26± 50.11 320.14±64.95 
模型 — 238.28± 62.26## 240.14± 25.17# 491.67±71.74## 
盐酸氟西汀 0.007 5 311.32± 20.66 323.60± 56.62** 244.44±43.42** 
交泰丸 0.75 265.04± 34.41 279.31± 50.72 393.11±37.09* 

1.50 373.73±114.47* 342.15±107.15* 341.91±83.00** 
3.00 288.86± 51.47 295.03± 42.91* 330.78±75.25** 

 
表 5  交泰丸对 CUMS抑郁模型大鼠皮质内神经递质及代谢产物水平的影响 ( x ±s, n = 12) 

Table 5  Effect of Jiaotai Pill on neurotransmitters and their metabolites in cortex tissue of CUMS rats ( x ±s, n = 12) 

组别 剂量/(g·kg−1) NE/(ng·g−1) 5-HT/(ng·g−1) 5-HIAA/(ng·g−1) 
对照 — 361.51±81.26 291.59±60.88 201.33±32.99 
模型 — 231.21±59.44## 187.39±54.15# 304.67±65.91## 
盐酸氟西汀 0.007 5 307.68±58.68* 290.54±29.89* 166.52±37.44** 
交泰丸 0.75 272.60±76.45 191.98±65.63 198.28±47.43** 

1.50 307.20±39.68* 230.24±47.10 229.61±16.55* 
3.00 311.96±65.69* 246.28±50.09 208.22±2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