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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ＵＭＳ大鼠川芎挥发油抗抑郁症作用研究
吴　玲　唐　宇　郑　琴　吴海霞　胡鹏翼　郭园园　杨　婷　王　梅　杨　明

（江西中医药大学现代中药制剂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昌，３３０００４）

摘要　目的：研究川芎挥发油对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及脑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影响。方法：将７２只ＳＤ雄性大鼠随
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阳性药组、川芎挥发油低、中、高剂量组，通过应激实验建立大鼠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对其进行相关治
疗后，考察行为学变化，同时采用ＬＣＭＳ／ＭＳ检测脑组织中ＤＡ、ＮＥ含量。结果：与模型组比较，各剂量川芎挥发油组均能
不同程度改善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旷场实验水平得分和糖水偏爱百分比，减少强迫游泳静止不动时间和增加大鼠体质
量；川芎挥发油中剂量组可极显著提高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海马区ＤＡ的含量（Ｐ＜００１），川芎挥发油低、高剂量组可显
著增加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海马区ＤＡ的含量（Ｐ＜００５）；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可极显著增加 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纹状
体ＮＥ的含量（Ｐ＜００１），川芎挥发油中、高剂量可显著增加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前额叶和纹状体ＮＥ的含量（Ｐ＜００５）。
结论：川芎挥发油能改善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旷场实验水平得分和糖水偏爱百分比，减少强迫游泳静止不动时间和增加
大鼠体质量，显著提高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海马区ＤＡ含量，前额叶和纹状体ＮＥ的含量，表明川芎挥发油抗抑郁作用可
能与提高前额叶、纹状体ＮＥ含量及海马区ＤＡ含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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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主
要表现为心境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认知

功能损害、食欲不振、睡眠障碍、躯体症状等，严重者

有自杀念头甚至自杀行为，且抑郁症具有高发病率、

高复发率、高致残率和高自杀率的特点［１］。世界卫

生组织预测，到２０３０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疾

病负担［２］，也将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二大

疾患。近来抑郁症己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抑郁症的发生与遗传、生物、生理和社会等多种

因素有关，其发病机制涉及神经、内分泌、免疫等多

方面的改变。神经递质是一类在神经元突触间起信

息传递作用的特定化学物质，主要存在于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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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神经元内合成后，由突触前膜释放并立即与相

应的突触后膜受体结合从而发挥调节机体生理功能

的作用。根据神经递质成分，可将其分成４大主要
类别，如氨基酸、单胺类，肽类及其他［３５］。神经递质

及其代谢产物广泛分布于中枢和外周神经系统，在

维持各项生命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证

实，神经递质的异常或紊乱与许多神经疾病密切相

关，如帕金森疾病、焦虑、精神分裂、抑郁症和阿尔兹

海默病等［６］。许多研究表明，神经递质积极参与对

海马神经发生的调节，从而影响抑郁症的发生

率［７８］。目前，临床上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主要是五羟

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通过增

强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和多巴胺能神经功能，从

而发挥抗抑郁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系列不良反

应，如：使人困倦、口干、视物模糊、便秘、心跳加快、

排尿困难和体位性低血压等，偶尔出现严重的心血

管不良反应、尿潴留和肠麻痹，过量可致急性中毒甚

至死亡。

川芎（Ｌｉｇｕｓｔｉｃｕｍｃｈ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ｈｏｒｔ）是伞形科藁本
属多年生草本川芎的干燥根茎，有活血行气、祛风止

痛之功效。《本草纲目》记载“人头穹穷高，天地之

象也，此药上行，专治头脑诸疾，故有穹穷之名”［９］。

《医学衷中参西录·川芎解》曰：川芎“其特长在能

引人身清轻之气上至于脑”［１０］。川芎不仅具有“上

达颠顶，下至血海，旁及四肢”的特性，也具有“引药

上行，佐使之功”。文献报道，川芎对血管性抑郁症

具有脑保护作用，其通过清除自由基、改善脑血流及

调控凋亡基因的表达等发挥抗抑郁作用［１１］。盛艳

梅等［１２］研究证实，与模型组比较，川芎挥发油组明

显降低大鼠脑梗死体积，丙二醛 （ＭＤＡ）含量显
著降低，而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活性、谷胱甘
肽过氧化酶 （ＧＳＨＰｘ）活性及一氧化氮 （ＮＯ）含
量较模型组显著提高，表明川芎挥发油对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为清除氧自由基，

降低脂质过氧化引起的损伤，达到对血管性抑郁症

的脑保护作用。凌婧等［１３］研究发现，川芎挥发油

通过降低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血浆中肿瘤

坏死因子含量，从而发挥作用。本课题研究不同剂

量的川芎挥发油对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学及脑内神经

递质ＤＡ、ＮＥ含量的影响，为治疗抑郁症的研究提
供新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动物　ＳＰＦ级 ＳＤ雄性大鼠，体质量 ２００～

２２０ｇ，由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提供，
许可证号：ＳＣＸＫ（湘）２０１６０００２。
１１２　药物　多巴胺盐酸盐（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纯度９８５％，生产批号：Ｚ０５Ｍ８Ｒ３５２２５）；去
甲肾上腺素（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纯度９８％，生产
批号：Ｌ６６０Ｒ１０４）；川芎挥发油（南京泽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藁本内酯含量为 ５０２７％，生产批号：
ＺＬ１６１００９２３９）。
１１３　试剂与仪器　盐酸氟西汀（常州四药制药有
限公司，规格１０ｍｇ）；３，４二羟基苄胺氢溴酸盐（美国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公 司，纯 度 ９８％，生 产 批 号：

ＭＫＢＳ７６４６）；乙腈（Ｔｅｄｉａ，色谱纯）；甲酸（国药，分析
纯）。万分之一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
司，型号ＥＬ１０４）；透明水箱（订做，型号１５ｍ×１ｍ×
０５ｍ）；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ＳＩＧＭＡ公司，型号ＳＩ
ＭＡ３１８Ｋ）；ＭＩＬＬＩＱ超纯水仪（美国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
型号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１０）；十万分之一电子天平（赛多利
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型号ＳａｒｔｏｒｉｖｓＢＴ２５Ｓ）；液质联
用仪器（美国 ＡＢＳＣＩＥＸ公司，型号 ＡＢＴｒｉｐｌｅＱｕａｄ
５５００）。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与模型制备

将大鼠随机分为６组，每组１２只，分别为空白
组（生理盐水组），模型组（生理盐水组），阳性药组

（氟西汀，２１０ｍｇ／ｋｇ），川芎挥发油低、中、高剂量组
（５２５、１０５０、１５７５ｍｇ／ｋｇ）。
１２１１　长期不可预见性温和应激 ＣＵＭＳ抑郁模
型大鼠的制备　参照 Ｗｉｌｌｎｅｒ［１４］等的方法并加以改
进，建立大鼠 ＣＵＭＳ抑郁模型。空白组供给维持饲
料及饮水，不接受任何刺激，其他９组单笼饲养接受
２５ｄＣＵＭＳ，主要包括４℃冰水游泳、昼夜颠倒、夹
尾、振荡、禁食（２４ｈ）、禁水（２４ｈ）、超声刺激 ３０
ｍｉｎ、湿垫料、空调调至１７℃。每组动物每天随机给
予１种刺激，同１种刺激累计使用不超过５次。每
种应激的具体操作方法如下：冰水游泳，将大鼠放入

盛有４℃冷水（冰水混合物）的水箱中，水深３０ｃｍ，
持续５ｍｉｎ；昼夜颠倒，白天将大鼠置于黑布围成的
黑暗空间中，持续１２ｈ，夜晚将大鼠置于白炽灯照射
的明亮空间中，持续１２ｈ；夹尾，用燕尾夹夹住距大
鼠尾部５ｃｍ处，每次同时夹４只大鼠放至同一大鼠
笼中，持续３０ｓ；振荡，将大鼠置于小鼠笼中，手动振
荡１ｍｉｎ后停止；禁食，停止供给饲料２４ｈ；禁水，停
止供水２４ｈ；超声刺激，将频率为５０Ｈｚ超声清洗器
搬至动物房，接通电源，持续３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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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２　实验动物模型评价　１）大鼠体质量的测
量：大鼠分别于ＣＵＭＳ造模前一天（即第０天），停止
造模后一天（即第２６天时）称重，给药２５ｄ后（即第
５１天）称重。２）旷场实验：参照文献稍作修改［１５］，

实验所用敞箱为立方体（１ｍ×１ｍ×０５ｍ），周壁、
底面均为黑色，底面划分为面积相等的２５块。将大
鼠放置于视频监测下的敞箱底部中心方格内，以大

鼠３爪穿越底面方块数为水平活动得分。每只大鼠
测定１次，每次测定时间为５ｍｉｎ，记录５ｍｉｎ内大鼠
穿越横格数量，每跨一格得１分。大鼠在 ＣＵＭＳ造
模前一天即第０天，停止造模后１ｄ即第２６天时，灌
胃给药２５天后即第５１天进行旷场实验。３）糖水消
耗量实验：参照文献［１６］计算大鼠１ｈ饮用１％蔗糖
溶液百分比（糖水消耗量／总液体消耗量×１００％）作
为评价指标。糖水偏好训练与测试前大鼠禁食禁水

２４ｈ，实验时，大鼠单只放在鼠笼，每个鼠笼上放置２
个已称好重量的水瓶，分别为１％蔗糖水和饮用水。
大鼠在ＣＵＭＳ造模前一天即第０天，停止造模后１ｄ
即第２６天时，灌胃给药２５ｄ后即第５１天进行进行
糖水消耗量实验。４）强迫游泳实验：参照 Ｐｏｒｓｏｌｔ［１７］

建立的方法进行改进，将大鼠放在装有的自来水的

透明玻璃缸（１５ｍ×１ｍ×０５ｍ）中，强迫游泳后
将大鼠取出用吹风机将毛发上的水吹干。判定不动

的标准是大鼠在水中停止挣扎，呈直立漂浮状态，仅

有偶而的肢体运动以保持头部浮在水面，适应 １
ｍｉｎ，记录大鼠 ５ｍｉｎ内静止不动时间。大鼠在
ＣＵＭＳ造模前一天即第０天，停止造模后１ｄ，即第
２６天，灌胃给药２５ｄ后即第５１天进行进行强迫游
泳实验。５）悬尾实验：根据ＬｕｃｉｅｎＳｔｅｒｕ［１８］等建立的
方法进行改进，２个白色透明的大鼠笼合并组成一
个密闭环境，人手捏住在距大鼠鼠尾端处７ｃｍ将大
鼠固定，使其呈倒悬状态，观察判定静止不动时间的

标准是大鼠停止挣扎，身体呈微小幅度摇摆状态，适

应１ｍｉｎ，记录 ５ｍｉｎ累计静止不动时间。大鼠在
ＣＵＭＳ造模前一天即第０天，停止造模后１ｄ，即第

２６天时进行悬尾实验。
１２２　给药方法　所有药物通过灌胃以１００ｇ体质
量给药２ｍＬ的体积进行给药，１次／ｄ，持续２５ｄ。
１２３　检测指标与方法　脑组织样品的处理方法：
大鼠颈椎脱臼处死后，取脑组织，生理盐水洗净，并

在冰盘上迅速分离双侧纹状体，海马组织，前额叶皮

层，分别置于１５ｍＬ离心管中，称重后置于 －８０℃
冰箱保存。测试前从冰箱取出，脑组织：０１％甲酸
水＝１∶４（ｍ／Ｖ）匀浆，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
清液。取５０μＬ匀浆上清液液于１５ｍＬ的离心管
中，加入 １０μＬ２０μｇ／ｍＬ的内标 ＤＨＢＡ溶液，
２００μＬ乙腈沉淀蛋白，振荡１ｍｉｎ，１７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取上清液于液相色谱样品瓶中，进行 ＬＣ
ＭＳ／ＭＳ分析测定。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实验数据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对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体质量的影响　造模
前各组大鼠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造模完成

后，模型组、阳性药组、川芎挥发油低、中、高剂量组

体质量均极显著低于空白组（Ｐ＜００１），造模后连
续灌胃给药２５ｄ后，模型组大鼠体质量增长趋势明
显减缓，极显著低于空白组（Ｐ＜００５）；阳性药组大
鼠体质量明显增长，显著高于模型组（Ｐ＜００５），接
近空白组大鼠体质量。见表１。
２２　对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１％蔗糖水消耗量影响
　　造模前各组大鼠蔗糖水消耗量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造模完成后，模型组、阳性药组、川芎挥发油低、

中、高剂量组蔗糖水消耗量均极显著低于空白对照

组（Ｐ＜００１）；造模后连续灌胃给药２５ｄ后，阳性药
组、川芎挥发油高剂量组糖水消耗量极显著高于模

型组（Ｐ＜００１）；川芎挥发油低、中剂量组糖水消耗
量显著高于模型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各种大鼠体质量比较（珋ｘ±ｓ，ｎ＝１２）

组别
大鼠体质量（ｇ）

造模前 造模后 给药２５ｄ后

空白组 ２７３５０±１１６１ ２８３２５±７１８ ２９５０５±１４００
模型组 ２７５８３±５２７ ２５３８８±１８３４△△ ２７２８１±１３５６△△

阳性药（氟西汀）组 ２７４６７±９１５ ２５４９９±７８６△△ ２９４４７±１８２４

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 ２６７３７±１１３４ ２４１９８±１６８０△△ ２７９６４±２０３２
川芎挥发油中剂量组 ２６２３９±１０１３ ２４５５０±１３６４△△ ２７８１３±２０２７
川芎挥发油高剂量组 ２６４１７±４１２ ２５４９４±１２４８△△ ２８１８４±１８４８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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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组大鼠蔗糖水消耗量比较（珋ｘ±ｓ，ｎ＝１２）

组别
糖水偏爱百分比（％）

造模前 造模后 给药２５ｄ后

空白组 ７７６３±７２９ ８２８５±４５８ ７００７±１２３７
模型组 ８１９７±５４４ ５０７３±３１４△△ ６０７６±５９０△

阳性药（氟西汀）组 ７５３２±４５６ ５１３２±２３８△△ ７７７２±５７４

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 ７５４１±１４９５ ５８３０±７０５△△ ６８８６±３１８

川芎挥发油中剂量组 ８３０２±６１０ ６００８±１１９５△△ ７０６２±７５５

川芎挥发油高剂量组 ８２９６±８６０ ６４２５±５０３△△ ７１１６±７１７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３　对 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旷场实验的影响　造
模前各组大鼠水平运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造

模完成后，模型组、阳性药组和川芎挥发油低、中剂

量组水平运动得分均极显著低于空白组（Ｐ＜００５、
００１）；造模后灌胃给药２５ｄ，与模型组比较，阳性
药组、川芎挥发油低、高剂量组的大鼠旷场实验水平

得分显著增加（Ｐ＜００５、００１）。见表３。
从大鼠的运动轨迹看，未造模的大鼠行动能力

活跃，大鼠在黑色边框的旷场内四处走蹿，以期寻找

出口。造模后的大鼠行动相对变得迟缓，其 ５ｍｉｎ
内跨越格子数明显变少，其平均爬行速度也明显降

低。见图１。
２４　对 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强迫游泳实验的影响
　　造模前各组大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造模完成后，模型组、阳性药组和川芎挥

发油低、中剂量组水平运动得分均极显著低于空白

组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造模后灌胃给药 ２５ｄ
后，与模型组比较，阳性药组、川芎挥发油高剂量

组的大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显著增加 （Ｐ＜００１）。
见表４。
２５　脑组织中ＤＡ含量变化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
组大鼠海马区 ＤＡ含量极显著性降低（Ｐ＜００１），
前额叶皮层 ＤＡ含量未检测到，纹状体 ＤＡ含量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模型组比较，川芎挥发油中剂

量组海马区 ＤＡ含量极显著升高（Ｐ＜００１）；阳性
药组、川芎低、高剂量组显著性升高（Ｐ＜００５）。模
型组与阳性药组大鼠前额叶皮层均未检测到含量。

与模型组比较，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纹状体 ＤＡ含
量显著降低，其他给药组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５。

表３　各组大鼠旷场实验比较（珋ｘ±ｓ，ｎ＝１２）

组别
水平得分（分）

造模前 造模后 给药２５ｄ后

空白组 １１８３０±３０２７ １１２３３±１４４５ １１５６７±１０２９
模型组 １１２２８±２７９２ ６５８３±２３７８△△ ８０４２±１４７５△

阳性药（氟西汀）组 １２０７４±２５３４ ７６８３±１２３０△ １３２７１±１８５４

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 １３２６４±２５８７ ７０００±１０４７△△ １１２８１±１６３４

川芎挥发油中剂量组 １２９０７±２１７８ ６６００±１４９３△△ ９８６９±２３０１
川芎挥发油高剂量组 １２５２４±１５４９ ７９３３±１５７８ １１５３８±１９２０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图１　大鼠运动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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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各组大鼠强迫游泳实验的比较（珋ｘ±ｓ，ｎ＝１２）

组别
强迫游泳不动时间（ｓ）

造模前 造模后 给药２５ｄ后

空白组 ９０００±４０５ １０４８３±２５７６ ５２００±１１２４
模型组 ９２００±１０８１ １６８００±１７２３△△ ７３１７±１２４８△△

阳性药（氟西汀）组 ８５１７±６４３ １８０６７±２５８５△△ ５５３３±１１２４
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 ８９６７±８０２ １７８８３±２８４８△△ ５７１７±１５５５
川芎挥发油中剂量组 ９６６７±１２９３ ２０３３３±３６０８△△ ５２８３±２２９８
川芎挥发油高剂量组 ９０３３±１５３８ １９０１７±１２７２△△ ４５１７±１６７５

　　注：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５　各组大鼠脑内ＤＡ含量变化（珋ｘ±ｓ，ｎｇ／ｍＬ，ｎ＝１２）

组别 海马区 前额叶皮层 纹状体

空白组 １７１２±４３４ １１９５±２４５ １９２５±１４３
模型组 １３０８±１７１△△ － ２０１８±０６７

阳性药（氟西汀）组 １６２１±０６３ － ２００７±２６４
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 １５７８±１６０ １０３１±１６６ １５８６±１６８

川芎挥发油中剂量组 １９３３±２６４ １１５３±２００ １７５７±１４１
川芎挥发油高剂量组 １５８４±４６４ ７７５±２５４ １９８３±３６４

　　注：给药组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模型组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６　各组大鼠脑内ＮＥ含量（珋ｘ±ｓ，ｎｇ／ｍＬ，ｎ＝１２）

组别 　　海马区 前额叶皮层 纹状体

空白组 ４２１８±１５６７ ２８８５±４３３ ３６２７±２８２
模型组 ２９７５±３７７△△ ２４５０±５６０△ ３００５±３１４△

阳性药（氟西汀）组 ７９４±１７５ ２４９９±４７２ ３４８５±８６０

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 １００１±１２３ ２７８５±３６３ ３７４３±４２６

川芎挥发油中剂量组 １０７５±１４１ ２８４９±３６８ ３４７２±４６１

川芎挥发油高剂量组 ９５２±２１７ ２６９８±５６４ ３４８５±４７８

　　注：给药组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模型组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６　脑组织中ＮＥ含量变化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
组大鼠海马区ＮＥ含量极显著性降低（Ｐ＜００１），前
额叶皮层、纹状体ＮＥ含量显著性降低（Ｐ＜００５）。
与模型组比较，川芎挥发油低、高剂量组海马区 ＮＥ
含量极显著降低（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川芎
挥发油中剂量组前额叶皮层 ＮＥ量显著升高（Ｐ＜
００５），其他给药组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模型组比较，阳性药组、川芎挥发油中、高剂量组

纹状体ＮＥ含量显著升高（Ｐ＜００５），其他给药组含
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川芎挥发油低剂量组纹

状体ＮＥ含量极显著升高（Ｐ＜００１），其他给药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６。
３　讨论

强迫游泳、糖水偏好率、旷场是较为常用的、经

典的抑郁模型，模型所表现出的心境低落、思维迟

缓、意志活动减退、行为扭曲等症状是模拟抑郁症的

显著特征。我们的结果发现，大鼠在经过 ２５ｄ
ＣＵＭＳ造模后，模型组大鼠跨越格子数和平均爬行
速度明显降低，糖水偏好指数及体质量下降，强迫游

泳不动时间增加，提示 ＣＵＭＳ抑郁模型构建成功。
用川芎挥发油治疗抑郁大鼠２５ｄ后，明显改善大鼠
旷场实验水平得分和糖水偏爱百分比，减少强迫游

泳静止不动时间和增加大鼠体质量，表明川芎挥发

油具有良好的抗抑郁活性。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公认为单胺类假说，患者脑

内５ＨＴ能、ＮＥ能及 ＤＡ能低下假说。抑郁症患者
中枢神经受损部位主要为海马区、前额叶皮层、纹状

体等［１９］。海马作为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大脑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学习、记忆和空间定位等重要功

能。海马神经发生与记忆的形成密切相关，同时在

学习任务中起着重要作用［２０］。研究发现，儿童时期

应激导致的重症抑郁患者脑形态学与正常人比较，

海马体积显著减小［２１］。纹状体是基底神经节重要

的输入核团，除运动控制外，还与各种依赖皮层神经

元活动的行为、学习记忆、认知及记忆功能的产生和

执行有关［２２］。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纹状体 ＤＡ、ＮＥ
含量均显著减少，行为绝望模型小鼠纹状体中 ＤＡ
含量显著降低［２３２４］。大脑额叶包括前区、中区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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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是一个重要的神经组织区域。前区就是我们常

说的脑前额叶，对人的思维活动与行为表现有十分

突出作用，与智力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儿童时期应

激导致的重症抑郁患者脑形态学与正常人比较，前

额叶皮层积显著减小［２５］。因此，我们在实验中分别

选择海马、纹状体及大脑额叶，研究川芎挥发油对

ＣＵＭＳ抑郁模型大鼠 ＤＡ、ＮＥ含量的影响。结果发
现，川芎挥发油抗抑郁作用与提高前额叶、纹状体

ＮＥ含量及海马区 ＤＡ含量有关。川芎挥发油抗抑
郁活性作用的发挥与其他神经递质是否存在密切的

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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