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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pression)为心境障碍的一种临床症状，抑郁症是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认知功能损害、意志活

动减退和躯体症状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类心境障碍。

目前，现代医学多用西药来治疗抑郁症，例如三环类抗抑

郁药、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等等，这些药物的治疗周期一般

都比较长、毒副作用较大。而且这些药物的价格昂贵，许多患

者常常因费用问题被迫终止治疗。而辣椒素（Capsaicin,CAP）
作为生物碱类植物化合物，具有调节能量代谢、调节血脂、抗

炎、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等生物学效应。因此，本研究采用辣椒

素对慢性温和刺激抑郁模型小鼠的抗抑郁效果的研究，旨在

为临床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动物

采用周龄为 10～13周小鼠 50只，雄性，体重 20～40 g，
将其分为空白组、模型组、氟西汀组(3 mg/kg）、辣椒素组[1/2
倍(1.125 g/kg)3/2倍(4.5 g/kg )]。室内温度，湿度，小鼠的饮

食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相关数据与

资料具有可比性。

1.2药品和试剂

辣椒，2019年 10月采摘于湖南长沙，辣椒素按人和小鼠

体表面积换算成小鼠剂量为 2.252 g/kg/d、盐酸氟西汀分散

片、小鼠去甲肾上腺素(NE)试剂盒48孔，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

析纯试剂。

2方法

2.1分组与给药

50只雄性小鼠，分成 5组，每组 10只:空白组、模型组、氟

西汀组 (3 mg/kg）、辣椒素组 [1/2倍 (1.125 g/kg)3/2倍 (4.5 g/
kg )]。除空白组和模型组每日给予0.4 mL/kg的蒸馏水外，其

他组以0.4 mL/kg剂量灌胃给相应的药物。

2.2 小鼠抑郁模型构建

采用 21天慢性温和性刺激的方法构建抑郁模型小鼠，取

体重多只小鼠，随即分为 5组：空白组、模型组、氟西汀组(3
mg/kg）、辣椒素组[1/2倍(1.125 g/kg)3/2倍(4.5 g/kg )]。空白

组大鼠不予任何刺激。抑郁组大鼠共接受 21d慢性温和性不

可预见性应激刺激，刺激方法包括：冰水游泳：(4℃,5min)将大

鼠放入盛有 4℃冷水的容器中，大鼠的足尖刚能接触容器底

部，刺激持续 5min后取出；热应激：(45℃,5min)烘箱温度调至

45℃恒定，将大鼠放入烘箱中，刺激 5min后取出；禁水（24h）；

禁食（24h）；夹尾：(1min)将大鼠固定，露出尾巴，用止血钳夹住

距尾根部 1cm处，用力不宜过大，大鼠发出哀叫声即可，1min
后松开；潮湿垫料（每 100g垫料中加入 200mL水）；通宵照明

(24h)。随机安排到 21d内，每天随机安排 1种刺激方式，每种

刺激在实验过程中使用不超过 3次，使大鼠不能预料刺激的

发生，以避免发生适应性。

2.3观察和检测指标

2.3.1小鼠行为学评价。强迫游泳实验：给药后 1h，小鼠

单只放入高 25cm,直径 12cm,水深 10cm,水温 23±2℃的有机玻

璃桶内，使其游泳 6min,适应 2min记录 4min后内累积不动时

间（停止呈漂浮状态，仅有偶尔的肢体运动以保持头部浮在水

面的持续时间）。

2.3.2小鼠悬尾实验测试。给药后 1h，用医用胶带将小鼠

尾端 2cm处固定于金属棒上，使小鼠呈倒挂状态，将金属棒

粘于悬尾仪箱体上，离底部 5cm，适应 2min后，记录 4min内
小鼠的不动（小鼠在空中停止挣扎，或仅有细小的肢体运动）

时间。

2.3.3脑组织NE含量测定。行为学测试结束后第 2天，

断头取脑，冰台上迅速取小鼠脑组织并称取质量。采用

ELISA法检测脑组织内NE的含量。

2.4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3.0 软件分析。首先对各组数

据进行正态性检验，若数据不成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分析比

较两组样本均数；若数据成正态分布再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若两组数据方差齐，采用 t 检验比较两组样本均数；若方差

不齐则采用近似 t' 检验。

3结果

3.1辣椒素对小鼠在强迫游泳实验中对不动时间的影响

实验结果如表 1显示，在造模第 10天其余 4组与空白组

相比小鼠强迫游泳不动时间显著增加，表明造模成功，在20 d
与模型组相比，辣椒素各剂量组和氟西汀均能显著缩短小鼠

强迫游泳不动时间且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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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辣椒素对慢性温和刺激抑郁模型小鼠的抗抑郁作用。方法：将小鼠随机分成5组，空白组、模型组、氟西汀组(3 mg/

kg）、辣椒素组[1/２倍(1.1２5 g/kg)3/２倍(4.5 g/kg )]。通过２1 d不可预见性应激方法造抑郁小鼠模型，在10 d时，造模同时灌胃辣椒素，并检测其

体质量变化。用强迫游泳实验和悬尾行为学测试来检测小鼠行为变化。在造模结束后断头取脑，用ELISA法检测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含

量。结果：模型组体质量明显低于空白组(P<0.05 )，且各用药组体质量与空白组之间无明显差别。与模型组相比，氟西汀组和辣椒素各剂量组

明显降低。在强迫游泳实验和悬尾实验中，模型组与空白组相比不动时间明显增加(P<0.05 )，氟西汀和各用药组能明显减少抑郁小鼠不动时

间。模型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明显低于空白组(P<0.05 )，各给药组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增加。结论：辣椒素可以明显改善小鼠抑郁样行

为，这与增加抑郁小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含量有关，这可能是辣椒素抗抑郁作用的重要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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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辣椒素对悬尾实验中对不动时间的影响

辣椒素对小鼠悬尾绝望模型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 1所
示，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小鼠的悬尾不动时间显著增加，与

模型组相比，辣椒素各剂量组和氟西汀均能显著缩短小鼠悬

尾不动时间。

图1 五组悬尾不动时间比较

3.3辣椒素对小鼠脑内NE的影响

模型组小鼠脑内的NE含量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氟西汀组和辣椒素 1/2倍、3/2倍与模型组相比，

小鼠脑内NE的含量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图2。

图2五组脑内NE含量比较

4讨论

抑郁症是以持久性抑郁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心境障碍。在

精神疾病中，抑郁症的发病率仅次于精神分裂症。目前认为，

单胺类递质系统，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现代医学也多用单胺类神经递质再摄取抑制剂来治疗抑

郁症，但这些药物的治疗周期较长、毒副作用较大且价格高

昂。许多患者常常因费用问题被迫终止治疗。因此从植物中

寻找高效、低毒、副作用小的抗抑郁剂成为近几年一个新的研

究方向。

本实验采用长期不可预知刺激经典模型造模方法，制造

小鼠抑郁模型，其理论依据与人类抑郁症中慢性、低水平的应

激源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并加速抑郁症发展的机理更接近，利

用孤养模拟人类失去社会和家庭支持的孤独状态。

辣椒素是辣椒中的辣味成分，是具有辛辣刺激性的香草

基胺的酞胺衍生物质。由 Thres在 1876年从辣椒中分离出

来，并命名为8-甲基-6-癸烯香草基胺，分子式为C18H27NO3

相对分子质量为 305.41，辣椒素纯品为单斜长方形状无色结

晶，无毒，但刺激性较强，熔点为 57℃-66℃沸点为 210℃-
220℃，其化学稳定性较高，在各种有机溶剂萃取过程中损失

极小，易溶于乙醇、乙醚、苯、丙酮、氯仿等有机溶剂，微溶于二

硫化碳，难溶于冷水。辣椒素具有止痛、抗癌、调节血脂、抗菌

消炎、减肥、抗疲劳等作用，还可导致皮肤血管扩张、改善微循

环，又能利用其刺激性辣味对人和动物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

和驱避作用。本文以辣椒素为研究材料对慢性温和刺激抑郁

模型小鼠具有一定的抗抑郁作用。

强迫游泳实验和尾悬实验结果均显示，与空白组相比，抑

郁模型小鼠的不动时间显著增加，而给药后小鼠不动时间与

空白组无明显差异。强迫游泳和悬尾不动时间的延长反映了

动物的行为绝望状态的增加。强迫游泳和悬尾不动时间的实

验数据说明了辣椒素和氟西汀各组具有明显的抗抑郁作用，

且随着剂量的升高，效果也更好。

另外，在慢性轻度不可预见性刺激抑郁模型动物单胺类

神经递质NE会减少。单胺类神经递质作为中枢神经系统重

要的神经递质参与情绪的调节，其水平低的人群易发抑郁。

实验结果表明辣椒素各组能明显提高血液中NE水平，以上实

验结果表明，辣椒素具有抗慢性不可预知应激引起的小鼠抑

郁行为作用，且抗抑郁作用与其增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含

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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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空白组

模型组

氟西汀组

辣椒素1/2 倍组

辣椒素3/2 倍组

n
10
10
10
10
10

10d
8.35±12.88
30.32±39.52#
30.19±36.44#
32.10±25.78#
35.10±17.93#

15d
10.68±3.07
37.08±2.76#
26.76±2.87*
30.19±2.84*
32.49±2.14*

20d
14.32±2.19
50.53±2.65#
20. 08±2.02*
28.56±2.50*
26.62±2.50*

表1 五组强迫游泳不动时间比较（-x ± s，n=10）

注:*与空白组相比，P＜0.05；#与模型组相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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