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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问题消除；小鼠胃肠运动还能得到明显提高,胃肠功

能也能得到提升 ［32］ 。 这些研究给逍遥散能够在消化

系统疾病方面进行应用较好地找到相关中医理论以及

对应的药理研究方面的对接点。

柴胡 ＋薄荷组代表疏肝的治法,体现逍遥散抗抑

郁效应的主要治法,而当归 ＋白芍组则代表养血治法,

发挥的则是辅助作用,能够认定柴胡、白芍、当归、薄荷

这四味中草药代表逍遥散能够发挥抗抑郁作用的物质

基础 ［33］ 。

5 讨论

逍遥法创方以来,经历了历代医家的临床经验总

结,不再拘泥于妇科单科领域,被归于“和法”的范畴,

加以灵活运用。 当今对逍遥散临床研究已具有数量和

广度上的优势,只有在精准辨证的基础上,方能发挥逍

遥散药效。 伴随逐渐先进的现代分子生物学相关技术

手段,对逍遥散有效成分以及对应药理的深入研究变

得更加丰富、广泛,也逐渐完善其物质基础以及作用机

制。 综述了逍遥散单味药和组方的化学成分和作用机

制,利用拆方理论分析各组分与全方之间抗抑郁的关

系,为逍遥散方剂抗抑郁作用的现代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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