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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脑解郁方对缺血性脑卒中及卒中后抑郁、焦虑、

痴呆大鼠宏观表征变化的干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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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缺血性脑卒中大鼠向卒中后抑郁、焦虑、痴呆演变过程中宏观表征动态变化情况以及中药颐脑解郁方的
干预作用。方法：选取雄性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１００只，随机分为卒中模型组、卒中观察组、卒中假手术组、ＰＳＤ模型组、ＰＳＤ观察
组、ＰＳＤ假手术组、ＰＳＡ模型组、ＰＳＡ观察组、ＰＳＡ假手术组、ＶａＤ模型组、ＶａＤ观察组、正常组。除正常组及假手术组外，均
进行ＭＣＡＯ手术建立缺血性脑卒中模型，术后分别复合 ＣＵＭＳ建立 ＰＳＤ模型、复合不确定性空瓶饮水刺激建立 ＰＳＡ模
型，ＶａＤ模型为术后正常喂养２８ｄ后通过水迷宫实验筛选而出。卒中组术后药物干预２周，其余各组应激结束后药物干
预４周。观察组灌胃颐脑解郁方，余各组灌胃蒸馏水。连续采集各组大鼠宏观表征信息，并比较卒中组治疗１、２周及
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组治疗１、２、４周体重变化情况。结果：卒中大鼠向ＰＳＤ演变过程中，以先出现易激惹表现，而后活动度、精
神状态、反应性逐渐下降，口鼻黯淡，舌色紫暗，舌下脉络发绀为特征；卒中大鼠向ＰＳＡ演变过程中表征变化为攻击性、探
究性增加，梳理行为减少，口鼻黯淡，舌红少津等；向ＶａＤ演化过程中，具有活动度、精神状态、反应性逐渐下降趋势，口鼻
色稍暗，舌润泽，舌色淡红。各模型大鼠体重均较正常组明显下降。应用颐脑解郁方干预后，观察组大鼠宏观表征改善，

体重显著增加。结论：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在其演变过程中具有肾虚肝郁的共同病机，益肾调气方药颐脑解郁方对缺血性脑卒
中及卒中后精神疾病具有一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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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卒中是导致我国居民死亡的第一大病因，其
发病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１２］。脑卒中后精神疾患

的出现，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躯体功能和认知

功能的康复，提高脑卒中的病死率［３５］。目前对于卒

中后精神疾患的治疗，西药具有较强的不良反应，患

者普遍依从性差［５］，与之相比，中医在脑卒中及卒中

后精神疾患的治疗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和发展潜力。

异病同治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和精髓，唐启盛教

授在既往对脑卒中后精神疾病的临床研究中发现，

其中医证候多属于肾虚肝郁型，采用益肾调气中药

收效显著。“有诸内必形诸外”，动物宏观表征是内

在病理变化的外在体现，以宏观表征为着眼点开展

研究，比较接近临床诊病过程，符合中医整体观和辨

证论治的临床思路，同时也是建立中医“病证结合”

模型的较好切入点［６］。因此，本研究复制缺血性脑

卒中、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动物模型，动态观察脑卒中向
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演变过程中不同模型、不同时点的表
征变化特点。探讨各模型表征演化趋势，并进行证

候评价；再以益肾调气方药颐脑解郁方对模型大鼠

进行干预，同时以“药物反证”验证证候模型，观察

并记录用药后大鼠体重及表征变化情况，以期评价

益肾调气方药颐脑解郁方的治疗作用，并为卒中后

精神疾患的病证结合研究提供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动物　ＳＰＦ级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体重（２００±
１０）ｇ，６周龄，购于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
公司，合格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６０００６。饲养于室温
（２０±２）℃、相对湿度５０％～６０％的环境，光照节律
１２Ｌ／１２Ｄ（６：００１８：００）。预养１周后，进行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行为学评分，取评分相近的大鼠，随机分为卒中
模型组、卒中观察组、卒中假手术组、ＰＳＤ模型组、
ＰＳＤ观察组、ＰＳＤ假手术组、ＰＳＡ模型组、ＰＳＡ观察
组、ＰＳＡ假手术组、ＶａＤ模型组、ＶａＤ观察组、正常

组，每组８只。
１１２　药物　颐脑解郁方（药物组成：刺五加２０ｇ、
郁金１０ｇ、白芍１０ｇ、栀子１０ｇ），由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提供。以相当于成人剂量的 ７倍计
算，配成４１９ｍｇ／ｋｇ混悬液（即１剂配方颗粒加１００
ｍＬ蒸馏水），贮存于４℃冰箱中备用，临用前加热。
１１３　试剂与仪器　戊巴比妥钠（Ｐ３７６１５，Ｓｉｇ
ｍａ），尼龙栓线（２８３８Ａ４，北京沙东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大鼠夹尾夹（自制）、大鼠束缚架（自制）。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及模型制备　进购动物并适应性预养１
周后，通过Ｏｐｅｎｆｉｌｅｄ实验评分将大鼠随机分为以下
１２组：卒中模型组、卒中观察组、卒中假手术组、ＰＳＤ
模型组、ＰＳＤ观察组、ＰＳＤ假手术组、ＰＳＡ模型组、
ＰＳＡ观察组、ＰＳＡ假手术组、ＶａＤ模型组、ＶａＤ观察
组、正常组。

脑卒中模型：参考新式线栓法［７］，制备大脑中动

脉梗死的脑卒中模型。动物禁食水１２ｈ后，腹腔注
射１％戊巴比妥钠（５ｍＬ／ｋｇ体重）麻醉动物。颈正
中线切口３ｃｍ左右，钝性分离，暴露右侧胸锁乳突
肌和胸骨舌骨肌之间的三角区域，沿胸锁乳突肌内

侧分离肌肉筋膜，暴露ＣＣＡ，结扎ＣＣＡ近心端，距此
节１ｃｍ处的ＣＣＡ远心端系一松节备用，在 ＣＣＡ近
ＩＣＡ分叉处以动脉夹暂时夹闭，在 ＣＣＡ的两线间，
距ＣＣＡ分叉处５ｍｍ左右，剪一小口，松开动脉夹，
插入经多聚赖氨酸处理的尼龙栓线，在栓线标记接

近ＣＣＡ与ＩＣＡ分叉处或遇阻力感时停止，２ｈ后进
行再灌注。入组标准：大鼠于缺血再灌注２ｈ后出
现对侧前肢蜷曲、行走转圈或行走向对侧倒体征则

纳入，无此体征或于２ｈ后仍不清醒者弃去。假手
术组仅分离ＣＣＡ、ＩＣＡ，不插入栓线。

ＰＳＤ模型：参考导师唐启盛教授［８９］方法复制

ＰＳＤ模型。首先建立脑卒中模型，手术１周后，单笼
饲养，并予２１ｄ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应激（ＣＵＭ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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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禁食２４ｈ、禁水２４ｈ、潮湿垫料２４ｈ、昼夜颠倒、
夹尾１ｍｉｎ、束缚３ｈ、鼠笼倾斜２４ｈ，每种方法使用３
次。

ＰＳＡ模型：脑卒中模型术后１周，采用不确定性
空瓶饮水应激复制卒中后焦虑模型。术后经１周适
应期后，进行定时喂水训练７ｄ，每天早９：００～９：１０
和晚２１：００～２１：１０给动物饮水，其他时间撤去水瓶
不给水。第８天至第２１天，进行应激实验，每天在
上述２个时间段内，随机选取一个时间段给予空瓶
刺激，另一时间段喂水，刺激的给予是无规律的，但

维持１次／ｄ。
ＶＤ模型［１０］：建立 ＭＣＡＯ模型后，大鼠常规饲

养，２８ｄ后进行水迷宫评价，（实验组大鼠平均逃避
潜伏期正常组组大鼠平均逃避潜伏期）／实验组大
鼠平均逃避潜伏期＞２０％定为ＶＤ鼠，进入实验。

正常组：正常饲养。

１２２　干预方法　卒中组自手术１周后开始药物
干预，观察组给予颐脑解郁方灌胃，模型组、假手术

组均给予蒸馏水灌胃，灌胃剂量１０ｍＬ／ｋｇ，１次／ｄ，
持续２周。ＰＳＤ组、ＰＳＡ组、ＶａＤ组及正常组，于应
激结束后开始药物干预，观察组给予颐脑解郁方灌

胃，正常组、模型组、假手术组均给予蒸馏水灌胃，灌

胃剂量１０ｍＬ／ｋｇ，１次／ｄ，持续４周。
１２３　检测指标与方法　一般状态观察：每周观察
大鼠的行为活动、精神状态、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

被毛色泽、粪便、舌色等。大鼠体重增长情况测量：

实验开始后，每周监测大鼠体重，并根据体重调整给

药量。计算卒中组大鼠灌胃第 １、２周以及 ＰＳＤ、
ＰＳＡ、ＶａＤ组灌胃第１、２、４周体重增长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均采用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进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用 ＬＳＤ法进行两两组间比

较，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状态观察结果　为更好地体现大鼠表征
动态变化情况，观察结果根据时间顺序进行描述。

见图１。
　　实验前，各组大鼠精神状态良好，对外来刺激反
应灵敏，行为活跃，被毛致密紧披有光泽，麦粒型粪

便且干稀适中，舌色淡红，舌下脉络不明显、呈淡紫

色。

２１１　缺血性脑卒中组
２１１１　术后１周　手术大鼠术后苏醒表现为弓
背、少动或不动，行走时左侧肢体力弱，或向左侧转

圈，或向左侧倾倒，抬头困难；精神状态萎靡不振，双

眼黯淡无神，少数大鼠触之不动；竖毛；粪便麦粒型，

粒细小，质硬色深。术后１周内，抬头困难表现逐渐
减少至消失，肢体力弱、转圈、倾倒的表现趋于好转，

少数大鼠弓背蜷缩、少动；精神状态、反应灵敏性好

转，无触之不动表现；少数大鼠竖毛持续；粪便棕色

麦粒型，质软；口鼻颜色较黯淡，爪甲及足底淡红色，

耳廓微血管清晰淡红；舌色淡红。

假手术大鼠手术苏醒后活动度低，抬头困难，无

偏瘫、追尾表现；精神状态差，双眼黯淡；竖毛；粪便

麦粒型，粒细小，质硬色深。假手术大鼠术后７ｄ内
行为活动、精神状态、被毛色泽、粪便等恢复正常。

行为活跃，双眼眼大红亮、动眼灵活，毛色纯白，被毛

致密紧披有光泽，粪便棕色麦粒型，质软；口鼻润泽、

呈淡粉色，爪甲及足底淡红色，耳廓微血管清晰淡

红；舌色淡红。

２１１２　术后２周　模型组大鼠活动度略低于假
手术组，精神状态稍差，部分大鼠眯眼；被毛色白，欠

光泽，少数大鼠竖毛；粪便棕色麦粒型，质软；口鼻颜

色稍黯淡，爪甲及足底淡红色，耳廓微血管清晰淡

红；舌色淡红。

图１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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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中观察组大鼠活动度较前略增加；精神状态
改善，双眼较模型组红亮，动眼灵活；被毛色白，竖毛

减少；粪便深棕色麦粒型，质软；口鼻颜色稍黯淡，爪

甲及足底淡红色，耳廓微血管清晰淡红；舌色淡红。

卒中假手术组宏观表征较前无明显变化。

２１１３　术后３周　模型组部分大鼠活动度减低，
梳理次数减少，倦卧，精神状态转差，双眼黯淡，闻响

后反应欠灵敏，口鼻颜色黯淡，舌色较前紫暗；同时

可见部分大鼠攻击行为较前增加，舌色较前者红。

少数大鼠出现浅棕色稀便。

卒中观察组大鼠无明显活动度减低、攻击行为

增加表现，反应性可，闻响即抬头。粪便棕色麦粒

型，质软，未见稀便。舌色淡红，口鼻颜色淡红。

卒中假手术组大鼠表征同前，无明显改变。

２１２　卒中后精神疾病组
２１２１　术后２周　ＰＳＤ大鼠出现明显的易激惹
表现，束缚及夹尾时可见明显反抗、嘶叫、毛须竖立，

抓取时反抗明显；被毛色白，竖毛；束缚时，大鼠排泄

行为增加，为棕色软便或稀便，未行束缚时粪便棕色

麦粒型、质软；口鼻颜色稍黯，舌色淡红。

ＰＳＡ大鼠探究行为、攻击行为明显增多；反应灵
敏性高，轻微响声即抬头；被毛色白，竖毛不明显；粪

便棕色麦粒型，质硬。舌少津，色淡红。

ＶａＤ大鼠行为活动较前无明显改变，精神状态
稍差，部分大鼠双眼黯淡无神，被毛色白，欠光泽，少

数大鼠竖毛。粪便棕色麦粒型，质软。舌色淡红。

２１２２　术后３周　ＰＳＤ大鼠活动度较前减低，修
饰行为减少，精神状态转差，束缚及夹尾时反抗、嘶

叫程度减低，挣脱束缚次数减少，出现脱毛现象，被

毛凌乱欠光泽。束缚时，大鼠排泄行为增加，为棕色

软便或稀便，未行束缚时多为棕色麦粒型软便，偶见

稀便。口鼻黯淡，舌色稍显紫暗。

ＰＳＡ大鼠探究行为、攻击行为持续，修饰行为减
少，有明显啃咬鼠笼行为，抓取反抗明显，给水时段

抢夺水瓶激烈。部分大鼠竖毛，被毛欠光泽。粪便

麦粒型，粒小色黑质硬。舌红少津。

ＶａＤ大鼠自发活动减少，梳理次数减少，部分大
鼠倦卧、对外界刺激反应性下降，被毛欠光泽，偶有

稀便。舌润泽，舌色淡红。

２１２３　术后４周　ＰＳＤ大鼠活动度低，自发活动
较少，倦卧、少动，喜蛰伏于鼠笼角落，精神状态差，

眯眼、双眼黯淡，反应淡漠，闻响后不抬头，抓取反

抗。被毛干枯杂乱无光泽，毛色白中夹黄，脱毛现象

持续。形瘦。多为棕色麦粒型软便，偶见稀便。足

底颜色偏紫，口鼻黯淡，舌色紫暗，舌下脉络清晰、呈

青紫色。

ＰＳＡ大鼠攻击行为、探究行为、修饰行为同前，
鼠笼托盘内可见大量细碎饲料残渣（为大鼠啃咬饲

料但不食入所致）。抓取时呈弓背抬头的攻击姿

态，抓取反抗激烈、嘶叫。形瘦，竖毛，被毛欠光泽，

脱毛。粪便麦粒型，粒小色黑质硬。口鼻黯淡，舌红

少津。

ＶａＤ大鼠少动、扎堆、倦卧、不活跃，精神状态较
差，闭目趴卧时间较长，对外界刺激反应性下降，行

动略迟缓，被毛色白欠顺滑，时有稀便。口鼻色稍

暗，舌润泽，舌色淡红。

２１２４　术后５～８周　ＰＳＤ模型组、假手术组大
鼠经灌胃后行为活动、精神状态、被毛色泽等均较灌

胃前无明显差异。

ＰＳＤ观察组大鼠经灌胃后，较应激后活跃，于角
落蜷缩蛰伏等表现减少，对外界刺激兴奋性增加，脱

毛现象明显减轻，被毛较前顺滑，稀便现象减少。舌

色稍暗，舌下脉络淡紫。

ＰＳＡ模型组、假手术组大鼠停止应激并灌胃后
无抢夺水瓶表现，探究行为较前减少，攻击、啃咬鼠

笼行为略减少。稀便增多，肛周污染明显。脱毛。

舌较前润泽，舌红。

ＰＳＡ观察组大鼠探究行为减少，梳理次数增加，
攻击及啃咬鼠笼行为明显减少，抓取反抗程度减低，

脱毛现象减少，粪便质软色棕。舌体润泽，舌色淡

红。

ＶａＤ模型组大鼠经灌胃后，行为活动、精神状
态、被毛色泽等均较灌胃前无明显差异。舌多津，舌

色淡红。

ＶａＤ观察组大鼠经灌胃后，自发活动、梳理次数
增加，精神状态改善，倦卧减少，稀便现象减少。舌

体润泽，舌色淡红。

２２　大鼠经灌胃后体重测量结果
２２１　卒中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　见表１。卒中组
及正常组大鼠体重均呈现上升趋势。治疗１周后，卒
中观察组较模型组体重略有升高，但无明显差异。模

型组、观察组体重显著低于假手术组、正常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２周后，观察组与模型
组比较，体重有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与假手术组比较无显著差异。模型组与假
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治疗
１周后及２周后时点上，卒中各组体重均显著低于正
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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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卒中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珋ｘ±ｓ，ｇ）

卒中模型组 卒中观察组 卒中假手术组 正常组 Ｆ

治疗１周 ２８６００±１７０６△△ ２９６８８±１８０６△△ ３２７７０±８１８ ３６８４４±７８７△△ ５９４２
治疗２周 ２９０１７±１８１９△△ ３２２１３±３８１２ ３４６８８±１７６０ ４０４１３±１３５３△△ ５６３４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假手术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ＰＳＤ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珋ｘ±ｓ，ｇ）

卒中模型组 卒中观察组 卒中假手术组 正常组 Ｆ

治疗１周 ２６１５０±３３１２ ２９１００±４３１９△△ ３４３００±２４６５ ４５６６３±１６０７△△ ９０５２
治疗２周 ２８９５０±３９５３ ３２５５７±４０３１△△ ３６９１０±２９６２ ４７４００±２６７３△△ ４１１３
治疗４周 ３０３８０±２４３１ ３５６４３±３６３０△ ３９９４０±３５４０ ４８０５７±４２７２△△ ２６４７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假手术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卒中后焦虑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珋ｘ±ｓ，ｇ）

ＰＳＡ模型组 ＰＳＡ观察组 ＰＳＡ假手术 正常组 Ｆ

治疗１周 ３３４０２±３７７５ ３２２９４±３２２４ ３５０１１±２９５５ ４５６６３±１６０７△△ ３３９７
治疗２周 ３４８５３±４４３９ ３５７１９±２６５６ ３８１１１±２８４０ ４７４００±２６７４△△ ２５３１
治疗４周 ３６１６５±４７３５ ４０６１６±３２７５ ４０６４４±３６８２ ４８０５７±４２７２△△ １１２２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假手术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４　血管性痴呆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珋ｘ±ｓ，ｇ）

ＶａＤ模型组 ＶａＤ观察组 正常组 Ｆ

治疗１周 ３８８８３±６０４７△ ４０６１７±７４８４ ４５６６３±１６０７ ６５１
治疗２周 ３９１８３±６２１８△△ ４１０６０±６４４９△ ４７４００±２６７４ ８２２
治疗４周 ４０９１７±４９５２△△ ４２６６０±６８８０ ４８０５７±４２７２ ４７０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２　卒中后精神疾病发展示意图

２２２　ＰＳＤ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　见表２。各组
大鼠体重均呈上升趋势。治疗１周及２周后，ＰＳＤ
观察组较模型组体重均有升高，但不具有统计学差

异，且模型组、观察组体重显著低于假手术组、正常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４周后，中
药组较模型组体重有显著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仍明显低于假手术及正常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各时点假手术组体
重均低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２３　ＰＳＡ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　见表３，治疗４
周内，各组大鼠体重呈上升趋势。治疗１周及２周
后，模型组、观察组、假手术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治疗４周后，模型组大鼠体重明显低于假手术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假手术组间

无统计学差异。各时间点，正常组与 ＰＳＡ各组比
较，体重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
２２４　ＶａＤ组大鼠体重测量结果　见表４，各组大
鼠体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在治疗１周、２周、４周时
间点上，模型组大鼠体重均显著低于正常组，观察组

体重略高于模型组，但二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３　讨论
３１　卒中后精神疾病的发展演化及颐脑解郁方的
立方依据　前期临床及基础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
发病后可出现情绪不稳、认知功能受损、思维迟滞、

注意力下降及睡眠障碍等精神症状组群［１１］，据其特

征表现可归属于阈下抑郁、阈下焦虑或早期痴呆的

范畴，其中部分患者最终发展为卒中后精神疾病。

据此，唐启盛教授提出，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是由卒中后
精神症状组群阶段发展而来。见图２。
　　中医认为，中风病的发展转归，由内风、痰浊、邪
热、瘀血等病因与机体正气相争及其消长、变化的结

果所决定。中风病后，若肾精亏耗，气虚痰阻，血行

不畅，筋脉失养，则可出现行动迟缓、记忆力减退等

症状；肝郁气滞，痰瘀气结者，可见郁郁寡欢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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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郁化火，郁火痰热，扰乱心神者，又可出现烦躁焦

虑、担忧紧张等表现。随着病程迁延，若心神失养，

营血受损，肝郁加重，可出现心情抑郁、时时欲哭、悲

观绝望、失眠等抑郁症表现；气郁化火，灼伤阴津，肝

肾阴虚，心失所养则可出现坐立不安、烦躁担心及汗

出、心悸、手抖等一系列植物神经症状的焦虑样表

现；病程缠绵，瘀久致虚，气血亏耗，髓海不足，又可

导致痴呆症状的出现，如情感淡漠、反应迟钝、认知

功能障碍等。

究其病机之根本，不外乎气机阻滞、脑络痹阻属

实；气血不足、肾精亏虚、脑失所养属虚。根据中医

理论，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唐启盛教授认为，中风

后情志疾病证属本虚标实，肾精亏虚为本，气机壅滞

为标。其治疗当以补肾疏肝、调气通络、解郁安神为

治疗原则，以此立补肾调气之法，以固本解郁为要，

而又虚实兼顾，组成复方颐脑解郁方。临床应用于

中风后情志疾病，收效满意。颐脑解郁方由刺五加、

五味子、郁金、栀子组成，方中刺五加益气健脾，补肾

安神；郁金疏肝解郁，行气活血，清心安神；五味子益

气生津、补肾宁心；栀子泻火除烦。四味药物共奏补

肾调气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同样提示上述药物

具有一定的脑保护作用，方中刺五加包含的苷类物

质具有减缓脑缺血损伤、抗疲劳作用［１２１３］，郁金包

含的主要活性成分为姜黄素类及挥发油两大类，具

有抗抑郁功效［１４］；五味子的主要活性成分五味子乙

素具有保护脑神经的作用［１５］；栀子的活性成分具有

抗焦虑活性及神经保护作用［１６］。

３２　脑卒中向 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演化过程中的表征
变化趋势　在本研究中观察到，卒中模型组大鼠在
术后３周时宏观表征出现分化，部分大鼠倦卧、精神
状态萎靡、对外界刺激反应性下降，同时可见部分大

鼠攻击行为较前增加。这与前期研究中精神症状组

群阶段具有相同表现。此外，研究结果可见脑卒中

向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发展演化过程中，大鼠的宏观表
征变化趋势确有不同。

卒中大鼠向ＰＳＤ演变过程中，首先出现明显的
易激惹表现，如束缚及夹尾时反抗、嘶叫、毛须竖立、

窜叫不安，抓取时呈现站立攻击姿态、反抗激烈，而

后攻击性、对外界刺激反应性、活动度均逐渐降低，

至应激结束后，表现为少动、蛰伏于鼠笼角落，修饰行

为少，对外界刺激反应性低，形瘦，被毛结缕、无光泽，

足底颜色偏紫，口鼻黯淡，舌色紫暗，舌下脉络发绀。

卒中大鼠向 ＰＳＡ演变过程中，可见攻击性行
为、探究性行为明显增加，而后出现修饰行为减少。

至空瓶应激结束后，ＰＳＡ大鼠表现为攻击性高、探究
性高，抓取时嘶叫、反抗激烈，修饰行为少，形瘦，竖

毛，粪便粒小色黑质硬。口鼻黯淡，舌红少津。

卒中大鼠向 ＶａＤ演变过程中，呈活动度、精神
状态、反应性逐渐下降趋势，至术后４周，表现为自
主活动少，行动较迟缓，精神状态差，倦卧，对外界刺

激兴奋性低，被毛色白欠顺滑。偶有稀便。口鼻色

稍暗，舌润泽，舌色淡红。

３３　益肾调气方药的干预作用及卒中后精神疾病
的“病证结合”探索　动物模型是中医药基础研究
的桥梁和重要载体，建立同时具有西医疾病病理和

中医证候特点的“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是中医药研

究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已逐渐成为中医实验动物

模型发展的新方向。肾虚肝郁证是中医肾虚证与肝

郁证的复合证，具有肾虚、肝郁的加和内涵。本研究

结果可见，各组大鼠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活动减少、

抓取反抗、对外界刺激兴奋性低、精神萎靡、泄泻、脱

毛等表现，与《中医诊断学》中关于肾虚及肝郁证的

描述“精神萎靡、久泻不止、发脱、情志抑郁、胁肋胀

痛、急躁易怒”等相符合。除此之外，ＰＳＤ、ＰＳＡ、ＶａＤ
模型大鼠宏观表征也不尽相同，各模型具有诸多特

异性表征，提示各模型肾虚和肝郁的偏重有所不同。

ＰＳＤ大鼠活动度低、精神状态差、舌色紫暗、舌下脉
络发绀，提示疾病证候偏重于肝郁；ＰＳＡ大鼠攻击性
高、抓取反抗激烈、舌红少津，提示偏重于肝郁化火；

ＶａＤ大鼠活动度低、精神萎靡、时有稀便、舌淡，其证
候类型偏重于肾虚。在应用益肾调气中药颐脑解郁

方后，各模型大鼠在行为活动、精神状态、被毛色泽、

粪便情况及体重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揭示

了益肾调气方药对治疗脑卒中及卒中后精神疾病的

有效性，并从药物反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了肾虚肝

郁的证候模型。

本研究从动物宏观表征入手，对脑卒中及卒中

后精神疾患的“病证结合”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尚缺

乏客观指标的佐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运用现

代检测指标进一步印证中医证候。就目前而言，明

确的评价标准和公认的评价方法，需要我们在以后

的研究中不断摸索和完善。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验证卒中后精神疾病在

其演变过程中具有肾虚肝郁的共同病机，益肾调气

方药颐脑解郁方对缺血性脑卒中及卒中后精神疾病

具有一定疗效，并为脑卒中、卒中后精神疾病的“病

证结合”研究提供实验依据。

（下接第３０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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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刘晓芳，王素梅，卫利，等．健脾止动汤对多发性抽动综合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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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评价［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６，５（２１）：８０８４．

［１１］盛昭园，王佑华，徐燕，等．健脾疏肝降脂汤对高脂血症大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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