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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造成男性不孕症的原因有許多種，如果是精蟲方

面缺陷的話會推就其原因牽涉到精蟲數目與活動力兩

項因素，若有藥物可增加精蟲活動力，就可用來治療

精蟲活動力衰弱症而導致不孕症的男性 O

臨床研究對於精蟲活動力的評估，多用顯微鏡觀

察精蟲活動力指數的分析法?往往受限於操作者的主

觀判斷，缺乏客觀性?囡此本實驗引用電腦輔助精液

分析儀( CASA) ，是一種客觀、簡單又能詳細分析精

蟲活動力及活動型式的方式 O

為了證實 Pe的xifylline 與補中益氣湯對人類精蟲活

動力的影響，本研究篩選精蟲數目每毫升濃度在二千

萬隻以上 9 而精蟲活動力在 20 ------- 40% 的病人的例為

「異常組J '其精蟲活動力平均值為 29.6 土 4.5% ，而

任意選擇精蟲正常個案 10 個為「正常組J '其精蟲活

動力平均值為 62.1 士 11.踢，進行實驗，將每個個案之

精液均勻分成七等分會置於試管中，其中六支試管中

分別加入等量預先調配好不同濃度之 Pentoxifylline ( 0.5 , 

1.0, 2.0 mg I 凶)與補中益氣湯溶液 (0.1 ， 0.01 , 0.001 月Iml)

9 剩下的一支則只加入HTF培養液作為對照鈕，然後

以電腦輔助精液分析儀，進行對精蟲活動力影響的體

外實驗效果評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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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研究的結果發現 9 以濃度而言， Pentoxifylline 

與補中益氣湯對精蟲活動力「正常經」的刺激作用，

三種濃度彼此之間並無顯著差異，但對「異常是旦」而

言?補中益氣湯高濃度( O.lmg/ml )刺激作用的精蟲活動

力增加趨勢最為明顯?精蟲活動力由起始時間的 32.0 土

6.9%至眛IJ激 120分鐘後達55.0 士 1 1.協 O 以時向而言，精蟲

於暴露 30 分鐘的 Pentoxifylline 刺激作用最強(正常經大

約增加 14% '異常經大約增加 17% ) ，但隨著時問進

行其精蟲活動力卻逐漸減弱 O 然而補中益氣湯的刺激

作用在 30 分鐘時正常組與異常經大約都增加 17% '且

可持續影響到 120 分鐘 O

無論正常經與異常組?在 ω 分與 120 分鐘時，不論

在何種濃度 9 以補中益氣湯刺激的精蟲活動力平均值

均高於以 Pentoxifylline 刺激作用的平均值 O 至於兩種藥

物對正常組與異常組之精蟲活動力增加"呀牙程呈度

並未出現現J顯著差異 O 囡此本研究結論認為補中益氣湯

對正常組或異常組之精蟲活動力增加的刺激作用較

Pentoxifylline 好，建議未來針對補中益氣湯進行更高濃

度與更長刺激時間的觀察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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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t etiologies of male infertility. The major 

parameters of subfertility Îs (1) decrease of sperm count ( 

oligozoospermia ) (2) decrease of sperm motility ( asthenozoospermia ). 

If some medication could improve the above pathology in semen 

parameter, it might become one of the treatment modalities for the male 

infertility. 

The evaluative method of sperm motility most used microscopic 

motility index analysis in recent clinic study. The method often limited to 

subject judgement of technician, CASA ( Computer-aided semen analyzer 

) was used in our study which was a kind of obje仗， simple, and can detail 

analysis of sperm motility. 

This study is going to use two kinds of medicine, Pentoxifylline and 

Bu-Zhong-Yi-Qi-Tang, which had been screened out of in vitro 記st and 

proved to be the medication of sperm motility promotor. We collected 10 

6 patients with spe訂n counts > 20 X 10v / ml , spe口n motility 20""' 40 %蹈

、bnormal group" , the mean sperm motility is 29.6土 4.5%. Randomized 

chose 10 normal patients as 可ormal group" , the mean sperm motility is 

62.1 土 1 1.2%. To do our study , we divided each patient's sperm equally 

into seven tubes, then ad吐ed equal volumes of Pentoxifylline 0.5 , 1.0, 2.0 

mg/ml and Bu-Zhong-Yi-Qi-Tang 0.1 , 0.0 1, 0.001 mg/ml and HTF 

medium as control group to each tube, Finally we used CASA to evaluate 

these medical influence of sperm motility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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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ata showed : For the normal group , thes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different concentraction of Pentoxifylline and Bu

Zhong-Yi-Qi-Tang . But for the abnormal group, Bu-Zhong-Yi-Qi-Tang 

hü!h concentraction ( 0.1 m 2" /ml ì had the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increasing sperm motility from 32.0 土 6.9% to 55.0 土 1 1.3% in 120 

minutes. The maximun effect of Pentoxifylline was 30 minutes.( normal 

group increased 14% , abnormal group increased about 17% ), but it 

decreased as time went by Bu-Zhong-Yi-Q卜Tang can last longer to 120 

min, and both groups were increasing 17%. 

Pentoxifylline and Bu-Zhong-Yi-Qi時Tang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crement of the sperm motility in 60 min , and 120 min for both 

normal and abnormal group. 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increment of sperm motility between the normal and 

abnormal group. 

We conc1uded that the stimulation effects of Bu-Zhong-Yi-Qi-Tang 

was better than Pentoxifyllin in terms of increasing sperm motility on 

both normal and abnormal group. We wiU make our effects on Bu

Zhong-Yi-Qi-Tang for higher concentration and longer periods of 

observ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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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吾

壹、緒論

所謂不孕症，乃指一對夫妻期待懷孕，但一年之

內未懷孕者稱之 O 正常夫妻大約 80% 到 90% 在一年之
內會懷孕 9 不孕症似乎愈來愈普遍 9 目前的配偶中不

孕症的發生率在過去十年中已由 15% 增加到 20% 左右(

1) 0 不孕症的原因很多?如能查出原因，則治療效果

就比較有把握實除了太太的年齡 9 排卵情況 9 子宮輸

卵管因素與腹膜因素等狀況是純粹由女性所引起之

外，其餘則或多或少，或者根本與男性有關?因此?

男性不孕症在所有不孕症患者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

位 o

不孕症的夫妻由男性因素引起的機會約占 113 以

上會近年來會試管嬰兒( IVF )技術應用在男性不孕症

已有增加的趨勢，男性不孕症已占不孕夫妻的 46% (2 

)。造成男性不孕症的原因大略分為三類，一為華丸前

因素會主要有中樞性性腺激素缺乏症，內分j1豆、過多

症 9 低甲狀腺素症與糖尿病等 O 二為華丸因素，包括

染色體異常，隱華症，放射線與化學療法藥物傷害，

病毒性幸丸炎，雄性素不敏感症， Sertoli 細胞功能不良

症?外傷會以及特發性成熟停頓等八種情況 O 三為華

丸後因素 9 則有先天性輸精管道阻塞症 9 後天性輸精

管道阻塞症與精蟲活動力缺損症( 3) 0 



在決定男性生殖能力的重要因素當中，首推精蟲

的品質 9 而精蟲的品質，一般可由其數目的多寡，形

態是否異常與活動力的好壞來加以判定于其中數目和

形態、主要與華丸的造精能力有闕，除少數病人是由華

丸素( Testosterone )缺乏與輸精管道不暢通，尚能治療

外，絕大多數數目太少或形態異常的病人則很難有治

療的機會 O 精蟲必須擁有旺盛與前進性的活動力會才

可穿過子宮頸黏液，移行到受精位置，貫穿卵子的外

圍組織?達成受精作用( 4) ，而單純的精蟲活動力不

佳的患者雪則或許能民藥物加以改善雪因此會近來對

於精蟲活動力缺損的研究，已有許多文獻報導 O

治療男性不孕症在生殖醫學的領域內是一項重要

的問題?雖然目前對於椅蟲功能異常的病理生理學(

Pathophysiology )仍然不十分清楚，但是可以分成運動功

能與能量利用異常和活化( Capacitation )異常兩大類書有

一假說( H ypothesis )認為 ROS (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太高造

成脂質過氧反應( Peroxidation )而使精蟲細胞膜發生改變

( 5) ，脂質過氧反應與精蟲活動力減弱有關( 6) ，限制

脂質過氧反應，可能增強精蟲與卵子透明帶的反應( 7 ) 

，當精蟲受到 ROS 損害時，其自行修補的機轉受限且

無法合成蛋白質， ROS 也可能損害精蟲的 DNA 導致突

變現象而影響下一代( 8) ，有許多細胞的防衛機轉用

以保護 ROS 的損害( 9) ，但是當這些機轉被破壞或被

壓抑自幸?便發生精蟲功能異常(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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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治療精蟲功能異常的方式採用精蟲洗游法與

子宮腔內人工受孕( IUI )的方法，最近有學者提出利用

藥物(如民的xifylline )來提高 IUI 與 IVF 的懷孕率 (11 ，12)

O 已有証據顯示人類精卵在試管中的受孕力直接受到

精蟲活動力的影響( 13 ) ，立人工受孕懷孕率也與精蟲

活動力關係密切( 14) ，利用冷凍精液進行人工受孕的

懷孕率明顯比新鮮精液降低( 15) ，據統計，在冷凍與

解凍過程中精蟲的活動力降低 25% 到 75% (16) 0 有人

認為因為冷凍保存過程破壞了精蟲細胞膜的完整性(

17,18) ，至於細胞膜完整但活動力減低的精蟲 9 則被認

為解凍後新陳代謝功能下降所致( 19 ) ，對於人工受孕

失敗而改用試管嬰兒技街，尤其是那些男性不孕症患

者，用藥物來改善精蟲活動力，確實可以提高受孕力(

20,21 ) 0 

脊髓受傷的男性利用電擊刺激取精加以人工受孕

其懷孕率低於 40% ( 22 ) ，探討其原因，乃是經由電擊

刺激所獲得之精液其精蟲之活動力較差( 23 , 24) ，利用

Pentoxify lline 來改善經由電擊刺激取出的精蟲活動力，

結果會使其受孕力提高( 25 ) 0 囡此精蟲活動力確實在

輔助受孕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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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精蟲活動力的因素

精蟲可分成四部份 (a)細胞核( Nucleus ) (b) 尖體(

Acrosome ) (c) 鞭毛( rlagellum )向往藤體外鞘( Mitochonàriai 

sheath )彼此需要相互合作，才會成功受孕，雖然受孕時

的要件高度活動力與尖體反應分屬精蟲的尾部與頭

部，但是這兩種反應幾乎是同步發生的 (26) 0 

精蟲的能量代謝發生障礙是男性不孕症的潛在原

因雪在某些動物利用抑制精蟲能量代謝的方法(例如

α- Chlorohydrin )可以有效達到男性避孕的目的( 27) ，人

類精蟲可以經由 Glycolysis 與 Mitochondrial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兩個途徑得到能量，根據研究指出人類精

蟲由 Glycolysis 得到的 ATP 產物占大部分 (28) 0 

精蟲活動力在評估精液的受孕能力時被認為是最

重要的因素( 29 ) ，至於影響精蟲活動力的機轉，目前

仍未完全瞭解，根據Dey 和 Majumder 研究，精蟲的細胞

膜上有兩套酵素系統，一是 Ecto-cAMP-independent protein 

kin帥，它的增加會使直線跑的精蟲明顯增加( 30 ) ，二

是磷蛋白磷酸 ( Phosphoprotein phosphatase) ，它的作用相

反( 31 ) 0 Tajima 和 Okamura 提出在陰離子管道阻斷劑的

存在下，加入 Bicarbonate ( H∞'3 -)會增加精蟲的活動力(

32 ) , Billups 等人則認為交感神經系統可以影響到精蟲

的功能( 33 ) , Gatti 等人認為可能因某種物質產生離子

變化，才使得精蟲細胞膜上的電位差發生變化?而影

響其活動力( 34) , Cornwall 和 Chang 發現特殊的精蟲

Sulfl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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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尾部鞭毛的形態( 35 ) ，另外發現許多化合物與之

有關( 36) ，但是無一能解釋其中奧祕 O

精蟲的鞭毛運動是精蟲基礎生命的表徵 9 不能運

動的精蟲便不具有使卵子受孕的能力，在以 Tritonx-l00

完全溶去精蟲的細胞膜情況下會發現精蟲鞭毛仍能在

含有錢離子-腺核苦于』三磷酸( Mg+2 自 ATP) 的溶液中

活動( 37 ) ，顯示精蟲的鞭毛能於不受細胞其他部份

(細胞內環境一例如粒腺體能量轉換系統)的影響下

單獨地進行自主性活動( 38 )會而外在環境如鈣離子會

環腺核苛♂， 5' -單磷酸( c必1P) ，酸鹼值的變化也會直

接造成精蟲活動力的改變，以下分別敘述精蟲活動力

與外在環境的關係( 39 ) 

(A) 鈣離子

鈣離子對精蟲運動性的影響可分為三種情況 (40) : 

( a )副華丸( epididyrr叫)時期一鈣離子可經由類鈣媒介

屁蛋白( cal位叫ulin - like p削ein )刺激此時期的精蟲活動力

產生高度活動化( hyperactivation) 0 但是於副莘丸中也含

有低分子量靜止因子，可制止精蟲發生尖體反應(

acrosome reaction) 0 

( b )射出時期一時精囊( seminal vesicle )可能會分泌鈣離

子運輸抑制蛋白(可能是 caltrin) ，會防止精蟲發生活

化( capacitation) 0 此外，實驗顯示精液中的精漿( seminal 

fluid )也具有使精子去活化( decapacitation )的能力 O 在藥

物方面?鈣離子整合劑( chelator )及鈣離子對抗劑(

antagonists )會昇高此時期的精蟲活動力 o Calcium ionophore 

A23187 則有抑制作用 O

'
、J



( c )活化( capacitation )時期一於此階段中?精蟲表面的

抑制蛋白會被去除;鈣離子可能經過受體操作管道(

receptor ope叫“ cflamei) 進入精蟲內而使精蟲活動力增
強 O

因此，鈣離子對於不同時期的精蟲具有抑制及促

進作用: ( 1 )抑制作用:鈣離子會活化精蟲的磷蛋白磷

酸略而抵銷 cAMP 所引發的磷酸化反應，因此產生抑

制作用 O 除此之外，另一種抑制作用是由鈣離子當鈣媒

介成調節磷酸二脂峰( Ca+ 2 - calmod叫 in regulated 

phophodiesterase )促使 cAMP 分解而產生的 ;(2) 促進作

用:於促進作用時，鈣離子會活化精蟲的腺核荐酸環

化時( adenylate cycl的)使 cAMP 濃度增加，促進精蟲活動

力;另一方面，鈣離子-鈣媒介成則會經由某種機制

使精蟲的鞭毛發生曲度的特殊變化，因而增強其活動

力 O

(B) cAMP 
1971 年， Ga伽rs 及 Lust 以環核脊磷酸二脂昌等抑制劑

( cyclic nucleotide p戶ho呻S叩ph切odi已郎e郎S蜘as臼e inhibitor )提昇精蟲活動力的
實驗顯示 cAMP 對精蟲運動的重要性 O 而腺核等酸環化

自每活性增加也會使精蟲活動力增強 o 1989 年， Ishikawa 

報導一些不孕症男子的精蟲活動性降低可能是由於藤

核脊酸環化時系統不健全所引起 (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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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酸鹼值

鈣離子對於精蟲的兩種相反作用一抑制及促進作

用可能是經由酸鹼值調節 O 於低酸鹼值時，抑制作用

較坊顯?經由被活化的鈣離子-鈣媒介屁來調節磷酸

二賠連載 PDE 〉的作用會降低精蟲活動力 O 而每離子活干匕

磷酸蜂( phospho阻se )以抵銷磷酸化的反應也會變成較明

顯，使精蟲活動力下降。高酸鹼佳時，則會穩定精蟲

鞭毛的 axoneme 的磷酸化狀態、 9 並使磷酸二脂略不易活

化以產生充足的 cAMP ，鈣離子活化磷酸誨的作用也會

被降低，因而促進精蟲活動力 O 高酸鹼值下，鈣離子

鈣媒介屁也會使精蟲的運動高度活動化。

下崗乃摘錄自 1986年M盯ofush等人的研究報告(42 ) 0 

lHyper如鴨山lJCa 、、 心戶
刊 11 刮起立a.se

鈣離子 'pH值及精蟲運動間的關係 o (吋顯示高 pH 值時，鈣離子活化的磷酸將活

性降低，穩定了鞭毛運動的磷酸化現象，使精蟲運動力昇高 ea+ 2 -ca1modulin 也
可引發精蟲運動高度活潑化 o (b)顯示低 pH 值時， ea+2-ca1modulin促使 phospho -
diesterase活化昇高使c必1p大量分解後，精蟲運動力降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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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強化新陳代謝來刺激精蟲活動力的方法，是

將來人工生殖實驗室不可或缺的步驟之一，雖然精蟲

活化過程很複雜 F 但本質上可分為下列三個途徑，如

下圖( 1993 年， Cummins 與 Yovich (43))所示﹒

Catecholamir肘，
Kallikrein-Kinin systems, 
ProstagJandins, 
Po/yam的自

ReJaxin etc 

In倒閉

-ae/ JlllAO. 

ACROSOME 
REACTI0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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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 :r2nthines, 
PDE inhibitors, 
FollicuJar fluid 

Protein choschorvlati rotein phosphory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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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利用腺核苦酸環化特刺激 cAMP 的產量

( b )利用抑制環核脊磷酸二脂時而使 cAMP 的破壞減少

( c )利用能夠擴散進入細胞膜的極化類似物( Polar 

analogue) 來增加細胞內 cAMP 的濃度

雖然有很多技街可以幫忙細胞內 cAMP 的增加，但是對

於已經功能異常的精蟲幫助卻有限，一但細胞膜由於

脂質過氧反應而破壞之後，是無法在恢復回來的(

Irreversible ) ( 4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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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entoxifylline 的藥理作用

Pentoxifylline 是一種血液流變學改善劑，原來的藥

效是利用其可降低血液黏稍度，進而改善血流，用來

治療問歇性跛行(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以及其他的血管

疾病( 45) 'Pentoxifylline 是甲基黃噁口令( metl可怕nthine )的

衍生物，甲基黃口票口令有三種值得注意的機轉用以解釋

其不同的作用 O

( 1 )在中樞神經系統(CNS)內甲基黃噁吟為腺哥酸 Al受

體( adenosin A 1 receptor )的競爭性抑命情1J ( competitive inhibitor 

) 0 腺脊酸( adenosine )對Al受體作用的結果會產生抑制

作用( depression) ，所以當甲基黃噫吟與腺脊酸 Al 受體

結合的時候，會對抗腺芳酸的作用?產生興奮作用(

excitation ) 0 

( 2 )在心臟、冠狀血管及氣管平滑肌之作用，其機轉

可能與抑制磷駿二月昌略有關 O 磷酸二脂時乃是分解

cAMP成 5'-AMP 的酵素，這種抑制結果，使 cAMP 增加，

導致心臟收縮力，心跳遠率增加，冠狀血管擴張及氣

管擴張 O

( 3 )在骨絡肌的作用機轉，則較特別 9 甲基黃口票口令直接

到肌漿網( sarcoplasmic reticulum )作用會使鈣離子( Ca+2 ) 

釋放，引起肌肉收縮 O

腺手酸在中樞神經系統有兩種受體( 46 ,47 ) ，一種
是 Al 受體，對腺等酸具高度親合力，只要極少量(

nmole)的腺脊酸，就可以結合，結合以後會抑制腺哥酸

環化嗨，減少 cAMP ，故腺苦酸對A1 受體的作用結果是

AV 
唔
，
E

且



產生抑制作用 O 另外一種受體是 A2 受體，對腺脊酸的
親和力低，要較高的濃度才會發生作用，此作用結果

會增加 cAMP ，產生興奮 O 腺普駿的藥理作用，最近漸

漸被視為一種內泌素( autacoid) ，它可使血管擴張，特

別是冠狀和大腦血液循環，且可降低心臟節律細胞(

cardiac pacemaker cells )和中樞神經系統內神經元激發的速
率會除此之外，尚能強烈抑制荷爾蒙誘導的脂肪水解

作用和抑制中樞神經系統內神經傳導物( neurotransmitters 

)的釋放 O 腺脊酸在相反方面，可加強去甲基腎上腺素

(∞re句P抖me昀ep戶hrin討i

織內 cAMP 的堆積 O

Meth)岫吋llne 可以增強射出精液中精蟲的活動力( 48 

) ，此藥劑為磷酸二脂晦的抑制劑，其效果可能因增加

精蟲細胞內 cAMP 的濃度，而影響精蟲細胞的氧化代謝

反應( oxidative metabolism )( 49 )造成細胞內鈣離子轉移的

變化( 5的 1 ) 0 人類精蟲在活化時期發生過度活動力增

強現家( hyperactivated motility )可能決定於精蟲細胞內的

鈣離子與 cAMP 的濃度( 52 ,53 ) 0 

在改善精蟲運動與受孕能力的藥物中 9 其作用針

對精蟲細胞內 cAMP 濃度的理由有下列三項( 54) : 

( 1 ) cAMP 被認為調節精蟲運動的關鍵要素會對精蟲活

動力較差而使用( 55 ) 0 

( 2 )增強細胞內 cAMP濃度的藥劑後，在試管嬰兒的成

功率有顯著改善效果 (56) 0 

( 3 ) cAMP 似乎不僅牽涉到控制精蟲活動力，並且與另

一個攸關受孕成功率的因子一尖體反應有關 (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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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oxifylline 封磷酸二脂玲之作用是屬於長效型的

抑制作用 9 較其他的 Methylxanthine (如 caffeine )有較高的

水溶性( hydro划的ility ) ( 58 ) 0 且對胚胎發育沒有干擾現

象( 59) ，當精蟲與pentoxifylline 及泛、泡液一起培養時會

增強精蟲活動力進而使人工授精的懷孕率增加 (ω) 。

因此 pentoxifylline 的藥理作用可以增加精蟲衰弱症病人

的精蟲活動力，而使其潛在的受孕力提高( 6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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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補中益氣湯的藥理作用

補中益氣湯乃大約西元 1200 年，李東垣所發明，

並載於其所著之『內外傷辨惑、論」卷中( 62) ，其功用

在於健脾益氣，生陽舉陷 O 主治脾胃氣處，肢倦懶

言，不耐勞累 9 動則氣鳴，或為氣處發熱，舌淡苔

白 9 脈象虛款者( 63 ) 0 

藥材內容為黃者、人參、甘草、白朮、當歸、陳

皮、升麻及柴胡 O 黃者甘微溫，入牌坊經，補肺氣而

囝表，益中氣而升陽，故為主藥 O 補以人參，炙甘草

甘溫，補脾益氣，助黃者益氣補中 9 退虛熱 O 茵煩勞

則虛而升內熱，得甘溫以補元氣，虛熱自退 O 佐以白

朮健脾 9 當歸補血 9 陳皮補氣，而使以升麻、柴坊，

升舉清陽，此為本藥方配伍之特點 (64) 0 

黃者、人參強心止汗，改善血液循環，二藥合用

能振奮精神，以治身體衰弱、四肢倦怠、出汗等一系

列諸虛症;白朮保肝利尿;當歸補血活血. J來皮健胃

扶疾;升麻、柴拐解熱抑藹，健胃止痛，且能協同黃

者、當歸收縮子宮，緊縮腸月凡拖緩 O

綜觀全方，黃者、人參、白朮、當歸併舟，能興

奮中樞神經系統，增加機體耗氧量，加強心臟收縮

力，並有促進血清白蛋白增加?以及升高血液中紅血

球、白血球及血色素等作用;全方能改善機體蛋白質

代謝，增強體力，防止貧血發展，這可能是本方補氣

升血的藥理基礎 O 黃者、人參能增強子宮收縮，當歸

長於調節子宮機能，升麻對子宮、膀就亦有興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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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全方對子宮及其周圍組織有選擇性興奮作用，能

增強腸道平滑肌張力 O 這又可能是本方升陽舉陷，長

於治療子宮脫垂、胃腸下垂及脫另工等無力性疾病的原

因 O 本方還可作為甘溫除熱之劑，恐與升麻、柴胡之

解熱作用有關 (65) 0 

本方原治內傷發熱，現多用於氣虛下陷之脫月工，

臟器脫去 O 氣虛外惑之發熱不退，身倦多汗，舌淡脈

弱者，可用本方治之 O 敗血病，肺結核，再生不良性

貧血，白血病，夏季熱等病，見有發熱脈數氣虛者?

亦可用本方治之 O 其他用於治療「同症異病」的情

況，更是不勝枚舉 O

補中益氣湯具有多方面的藥理作用，但目前仍未

有全面深入的瞭解 O 已知的藥理作用?可分為六方面

來論述 (66) 0 

I 、對實驗性脾虛症的影響

對長期灌股大黃引起大白鼠實驗性脾虛症時伴發的血

針過低，補中益氣湯能增加之，這似乎證明補中益氣

湯有調整此症之電解質混亂的情形 O 對大量

hydrocortison 引起小白鼠實驗性陽虛模型，補中益氣湯

能使肝細胞的 RNA 含量上升，肝細胞的糖原含量下

降，這也說明補中益氣湯有調整此症之促進免疫和新

陳代謝的功能 O

II 、增強免疫的功能

補中益氣湯提取物注射腹腔時，發現腹腔的巨噬細胞

上有能增強吞噬能力的 C3b '證明本方有增強網狀內

皮系統活性的作用 O 在人體臨床上，發現本方有加速

可 14 -



末梢血中淋巴轉化的作用 O 另外，本方能明顯降低環

磷洗胺造成的造血機能抑制作用 O

III 、抗癌作用
本方煎劑能使氮一亞硝基肌氛酸乙酪誘發的小白鼠胃

癌發生率降低 9 立在延長患子宮頸痞 IJ、白鼠的死亡時

間 O 另外對培養的人類乳癌細胞 9 有溫和的，直接的

抗菌作用 O

IV 、抗放射線損傷的作用
給動物服用本方溶液時，能降低X射線低劑量全身照

射引起的小白鼠死亡率 O 血液檢查發現，本方有促進

白血球及血小板恢復的趨勢 O

V 、對精蟲的影響
實驗證明，補中益氣湯能延緩精蟲在體外運動能力減

弱的作用 9 這一結果提示本方對精蟲活動力不佳的患

者可能有治療的效果 O

VI 、其他作用

報告發現，補中益氣湯對離體子宮及其鄰近組織有選

擇性的興奮作用，這提供了本方治療臟氣脫垂的機

理 O 又本方對心肌有興奮作用?能提高小白鼠的耗氣

量，並對腸管的生需動有雙向調節的作用 O

精蟲活動力不足，主要和腎陽有闕，亦有脾虛及

腎者，這類患者，一般有疲乏，納呆，精神不振，舌

質淡胖等牌虛的症狀，同時有頭暈，脫髮?記憶力減

退腎虛的症狀，此時治療土庭、選用具有健脾益腎作用

的藥物來治療 O 本研究乃根據清代傅青主記載男性不

孕正的專著 I脾胃健則生精自易」、「是補脾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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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與血，正所以補腎之精與水也 O 況，君以補精之品，

則天地交泰，隨遇皆化機矣，安有不生育者哉 o J 及

「氣必生騰，乃能運化脾胃 J (67)的道理，選用具有

健脾益氣，生陽舉陷作用的補中益氣湯來作實驗 O

- 16 -



五、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生殖科技進步神途，但是男性因素仍占不孕

症患者的 113 以上，雖然目前可以採用顯微精蟲注入法

以達到受孕的目的( 68 ) ，不過若能有效的改善精蟲活

動力則尚不需利用到精深的技街，便可達到受孕的目

的 O

長久以來社會或醫學界對於尋找能有效提高精蟲

活動力的方法始終不遠餘力，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

民眾對、中藥P 的接受性遠比一般的、西藥P 來得

高 O 近年來，國內學者曾就有關中藥對人類精蟲活動

力影響的體外實驗效果評估( 69) ，結果發現 18 種中藥

強精複方中有 3 種確實能增強精蟲的活動力?有 3 種

複方反而會抑制其活動力，其餘的 12 種則無增強精蟲

活動力的作用，可見中藥複方的效果尚須藉助實驗證

明 o 1989 年大陸學者郭賢坤於中西醫結合雜誌發表論

文「補中益氣湯力口氣表面分胺治療少精子症及精子活力

低下 52 例 J (70)' 結果有效率達 84.的 O 國外在藥物

影響精蟲活動力的研究上，曾做過 Caffeine' Kallekrein 

等藥物，但這類西藥不適合口服來改變精蟲活動力，

故成效有限 O 最近有學者利用 Pentoxifylline 來刺激精蟲

活動力，據實驗結果顯示其效果不錯( 71 ) 0 

精液分析可分質與量的評估，傳統人工精蟲計數

法為量的評估 9 只要有在動的精蟲就算具有活動性;

而精液質的評估主要是分析前進性精蟲的活動力，包

括速度、方向、直線性及頭尾擺動的孤度與頻率 O 本

- 17 個



研究實驗為求客觀瞭解藥物對前進性游動精蟲的影

響，特別採用電腦輔助精液自動分析儀俾使實驗結果

具有精確的計算即客觀的分析 (72) 0 

本研究採用中藥、補中益氣湯( Bu-Zho時Yi-Qi-Tang

r 及西藥、 pentoxifynine p 對精蟲活動力進行體外實驗

分析 9 依據 1990 年， Ba巾w 等人認為-精蟲活動力在 40%

以下時，人工受孕的失敗率會增高( 73 ) ，故而篩選蒲

蟲活動力 20 ~ 40% 精蟲活動力衰弱症的病人的例為研

究對象以 Pentoxifylline 與補中益氣湯抽取物的不同濃度

下進行對精蟲活動力影響的體外實驗效果評估 O 預期

初步研究成果分析其藥理結果，改以臨床口服應用，

以期能改善男性不孕症之治療，增高受孕機會 (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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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材料與方法

一、實驗材料

1.精蟲樣本

精液來源來自本院的設醫院婦產科門診病人、

本院醫學系學生及的設醫院醫師，精液收集的方法

，先囑其禁慾三至四天，然後利用手淫的方式取得

標本，並且在一小時之內送檢 O

任意選擇精蟲活動力大於 20% 小於 40% '數目

為每毫升濃度在二千萬隻精蟲以上的個案共十個為

研究組;另任意選擇精蟲正常( Motili可這4闕， Count這

20 milIion/ml )個案十個為對照組 O 其中研究組視為異

常組，對照組視為正常經 O

至於個案的形態、( morphology )分類，可能是另一

個影響因子?本研究純粹針對活動力單一因子，因

此暫不考慮進去 O

2.使用藥品

1.二水合氣化鈣( Calcium chlo的 dihydrate ， Merk ) 

2. D型葡萄糖( D-Glucose, Merk ) 

3. 氣化針( Potassi um chlori缸， Sigma ) 

4. 磷酸二氫鈴( Potassium dihydψn phosphate, Sigma ) 

5. 七水合硫酸挨( Magnesi um sulfate heptahydrate , Merk ) 

6. 氯化鍋( Sodium chloride, Sigma ) 

7. 碳酸氫鍋( Sodium hydrogen carbon帥， Merk ) 

8. 丙間酸鍋( Sodium pyruvate, Me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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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分系工( Phenol red ) 

10. 乳酸鍋( Sodium lactate, Sigma ) 

1 1.青徽素(何Pe的n凶nicillin-G

l口2. 硫酸鹽鏈徽素( Streptomycin 叫fate)

13. Hepes 緩街溶液( Hepes buffer solution 間， Gibco ) 

14. Trental 注射液( Pentoxifylline, Hoechst ) 

每 A恤mp戶le (仟5m吋1 ) 含 Pe臼削I

l臼5. 補中益氣湯抽取物

3.實驗室器械:

1.電動電子顯示天杆( LP420, Sartorius ) 

2. pH meter ( Jenco Datalogger 6091 ) 

3. 可棄式滅菌注射筒過濾器 0.2μM; 0.8 J1 M ( Disposable 

sterile syringe filters ) 

4 可棄式滅菌注射筒( Disposable ste的 syringe)

5. 50 ml 培養瓶( 50 ml Flask, Nunc ) 

6. 15 削減葛試管( 15ml Sterile test tube, Nunc ) 

7. 自動滲透壓分析儀( Automatic osmometer, Kna間)

8. 磁式電動攪拌器( Stir plate, Nuova-II ) 

9. 振動攪拌器( Mixer, Thermolyne ) 

10. 自動吸引器( Pipet-aid, Drummond ) 

1 1.離心機( Centrifuger, K由ota)

12. 電腦輪助精液分析儀( CASA，盯M-20狗， Hamilton 

Thorn Research ) 

- 20 -



電腦輔助精液分析儀 (CASA)簡介

( Computer - aided Semen Ana1yzer ) 

PRINτER 

CONTROL 

KEYS 

FOCUS KNOB 

STAGE 

JOG OUT 

JOG IN 

LOAD/ U N LOAD 

凡從事於精液臨床鏡檢的人，相信都會有個共同

的體認，即是在經由顯微鏡的觀察下，面對著這諸多

活潑的精蟲?不知應如何來客觀的計算出它們的濃度

和活動性 O 而同樣是臨床工作多年的檢驗人員，亦覺

得傳統的顯微鏡撿查，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工作，尤其

在一個忙碌的實驗室中，傳統的顯微鏡檢查史暴露出

其不經濟、低效率的缺點 O

HTM-2030 是新近發展利用攝影及電腦對精蟲活動

性進行分析的一部自動分析儀，它本身是由五個部份

組成， }:lp Optical system, Memory , Microprocess.or, Screen 以及
Printer 0 在受檢按體的裝設上， Specimen Stage 可接受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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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ula, Microscope slide , Petroef-Hauser ( ABS ) slide , Mak划de盯r 

cham叮m帥1伽b加e叮r和H恥on'羽附1司1

採用 Ma沈kl加e叮r chamber '因為檢體不必經過稀釋，可以直

接受檢 O 而 Specimen S阻ge 可經由其本身的加熱器設定所

需之溫度: 20oC~ 4SoC '一般設為 37 0C '並可藉著嚴密

的控制，使整個 Stage 準確地成線性等距移動，以選擇

所需之視野加以分析 O

HTM-2030正中央是 Screen '左方是 Printer '右方則

是 Specimen S臼ge 0 當檢體置於 S臼ge 土送入時，即可從螢

幕上呈現出精蟲活動性的情形， Specimen Stage 的上方有

一焦距調整扭，可調整影像的焦距 O 下方有三個鍵可

以移動 S阻ge 選擇所需之視野，而在螢幕下方有五個功

能鍵，可以設定所需之條件並計算我們所需之 Data 0 

並可將 Data 由 Printer 列印出來 O

盯M必30與傳統的顯微鏡檢查最大的不同，在於顯

微鏡檢查只能計算出精蟲的濃度和活動力?而 HTM月

2030則除了精蟲的濃度和活動力外，尚可計算出精蟲游

動之速率( Path Velocity , Progressive Velocity )、線性指標(

Linear lndex )、頭部擺幅( Lateral Head Displacement-LDH) ，此

外更可做精蟲游走路徑( Path )的分析，及精蟲頭部型

態之分析 O 而精蟲游動速率的快慢、精蟲頭部擺幅的

大小會可能影響其對卵子的穿透力，因此其對精蟲受

孕力的評估有實際得價值，這是傳統顯微鏡檢查所不

能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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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M-2030是在一小段固定時間內 9 對同一視野的精

蟲做連續快速的拍攝來分析精蟲之活動力，由於沒有

活動力的精蟲不移動，所以連續拍攝出來仍只有一個

座標點，因此認定為沒有活動力，而活的精蟲具有活

動力，因此在不同的拍攝中會出現，數個不同而連續的

座標點，白這些座標點中即可求出精蟲之 Path Velocity ( 

這雖然不是精蟲真正游走之路徑，只是接近精蟲實際

的路徑) 0 而戶斤測的座標中，第一點和最後一點的距

離即是其 Progressive Velocity或稱為 Straight - line Velocity 0 ( 

如下圍所示)

0" Sperm Motlon 

' , 也\'. Track Speed [VCL] 

... Strafghi- lI ne Yelocliy [V:SL1 

Sfraighiness [STR} = YSL/VAP 

L1 nearlty [L1 Nl = YSL/YCL 

司
、d

呵
/
扭



Straightness ( Linear lndex )則是 Progressive Velocity 與 Path

Velocity 的比位乘以 100% '一般來說 Linear lndex 的比值愈

接近 100% '則表示精蟲游動的直線性愈好 O

另外 HTM丑的。值得一提的是能做精蟲游動路徑的

分析( Track Analysis) ，它能記錄下視野中所有活動精蟲

游動的軌跡，並以不同的顏色來區分不同的游動速

率 O 而對其精蟲型態可經由電腦滑鼠，針對某一單獨

活動精蟲而加以個別分析 9 可顯示其頭部之長軸及短

軸之長度和比值，這對於精蟲形態學上的分析可提供

詳細的資料，亦可作為精蟲好壞的一項評估，並可顯

示出精蟲游動所拍攝之路徑及所有座標 O 此外 HTM-

203。有一個 Play back 鍵可重現最後一個視野的分析 9 以

是工點標示有活動力精蟲，以綠點標示無活動力精蟲?

可做為分析正確與否的評估 O

本實驗J;!p運用其相對於一般顯微鏡目測法較為客

觀的特性，來分析每例精液的精蟲數民與活動力 O 至

於其他的功能係數(paramete叫變異性不大，本論文暫不

考慮分析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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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TF 培養液配製

Human Tubal Fluid ( HTF) Medium 成分表(75 ) 

成份 g /l 

CaCl ", • 2H",O 0.301 2 kd.1.2 

D也Glucose

KCl 

也I"，PO21. \../4 

MgS04 .在台O

NaCl 

NaHC03 

Na Pyruvate 

Phenol Red 

Na Lactate 60% Syrup 

Penicilline-G 

Streptomycin SO 4 

0.5 

0.35 

0.05 

0.05 

5.931 

2.1 

0.036 

0.005 

3.7 

0.06 

0.05 

1.以上成分加去離子無菌蒸餾水，以磁性電動攪拌

器攪拌，配製成一公升溶液培養液 O

2. 利用自動滲透壓分析儀測定滲透壓，將先前配製

好之培養液滲透壓調整至 280mOsmols 0 

3. 調整好之培養液以可棄式滅菌注射筒過濾器(

0.2μM， 0.8μM)過濾減茵 9 保存時置於 40C溫度

下 O
4. 使用時先置於 370C CO2培養箱中約 16-18 小時，使

酸鹼值調整至 7.4 - 7.5 左右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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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補中益氣湯抽取物配製

1.補中益氣湯之購買

本研究使用的補中益氣湯之藥材，乃委託中國醫藥

學院的設醫院中藥局總藥師購買，並經其鑑定真偽

後，才列入使用 O 經鑑定確定之藥材如下:

a. 黃者Ast時ali Radix '市場品種為北者(白皮者)。

b. 人參 Codonopsis Pilo叫ae Radix '市場品種為白皮黨 O

c. 甘草 Glycyrrhizae Radix '市場品種為內蒙萃 O

d. 白朮At即可lodis Ovatae Rhizo間，市場品種為杭白朮 O

e. 當歸 A均已licae Sinensis Radix '市場品種為)1]歸 O

f.陳皮 Citri Reticulatae Pericarpi間，市場品種為廣陳皮一

極貨 O

F~ 111J I 10 I 3 I 5 I 3 

3. 補中益氣湯之抽取與儲存

將市售藥材洗淨，陰乾後切片，以水為溶媒於 400C水

浴中迫流抽耳朵六小時，反覆抽取四次 9 經過濾合併

濾液減壓濃縮至乾燥，得補中益氣湯之粗抽取物，

再取粗抽取物 lOg 以水為溶媒用脂肪抽出器於 600C水

浴迫流四小時，其液體再經減壓濃縮至乾燥，此為

我們需要之抽取物 O 儲存時置於乾燥玻璃瓶中，以

錫箔紙將瓶口密封再放於 40C冰箱中冷藏保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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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方法

1.藥物調配

補中益氣湯及 Pentoxifylline 均以 HTF 培養液調配 9 調配

前後酸鹼值及滲透壓均沒有改變 9 補中益氣湯調西己

成 0.1 ，0.01 ，及0.001 mg/ml 三種濃度， P削oxifylline 則調配

成的， 1.0, 2.0 mg/ml 三種濃度，以上藥物之調配均於實
驗前一小時配製完成 O

2. 操作步驟

a. 取得之精液均勻分成七份，其中六份分別加等量已

預先調配好之各種濃度的補中益氣湯及Pentoxify11ine 

溶液 9 另剩下的一份加等量之 HTF培養液以作為和

有加藥物之精液的比較(對照組 )-0

b. 取得之精液未處理前先做精液分析，測其精蟲數目

及活動力，待分成七份，各加藥物後，放在室溫

下，於加藥物之0分、 30分、 60分及120分，分別再

測其精蟲數目及活動力，將所有資料記錄，比較不

同藥物或不同濃度或不同刺激時間彼此之間的差異

1[:生 O

c. 精液混合藥物培養，精蟲數目及活動力測定均在室

溫下操作，以避免溫度對活動力之影響 O 雖然在室

溫下酸鹼值會改變 9 但對整個實驗並無影響 O

d. 精蟲活動力計算為:

精蟲活動力:

活動性精蟲數目

全部精蟲數目

命 27 且

X 100% 



三、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 SPSS-PC ( S崗位stical Package 的 Social Sciences )進

行統計分析，分析項目包括最小值、最大值、平均

值、標準差 O 組間比較先以 ANOVA 分析，若其差異達

統計顯著性，則進一步以 Student T值檢定不同濃度筒，

不同時間點問之精蟲活動力差異及精蟲活動力增加程

度差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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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

一、基本資料 (表一、二)

1.精蟲濃度( X106 / ml) (表三) (圈一)

正常組由 60.0 至 19 1. 1 X106/叫，平均 96.4士 37.2 X106/ml 0 

異常組由 40.7 至 260.6 X106/凶，平均 98.1 土 72.6 X106/ml 0 

2. 精蟲活動力( %) (表四) (圖二)

正常經由 46.2 至 83.8 % '平均 62.1 士 1 1.2 % 0 

異常組由 24.0 至 37.8 % '平均 29.6 土 4.5 % 0 

3. 對不同濃度在不同時間觀察點之精蟲活動力( % ) 

(表五、六)

正常組精蟲活動力的平均值，參照表七、八、九及圖

三、四 O

異常經精蟲活動力的平均值，參照表十、十一、十二

及國五、六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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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正常組研究樣本精蟲基本資料

a 濃度單位為 XlO'/ml ' b 活動力單位為%

表二:異常詛研究樣本精蟲基本資料

a 濃度單位為 XlO'/ml ， b 活動力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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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研究樣本精蟲濃度 (XI0 6 /ml)

組刻

正常組

異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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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研究樣本精蟲活動力(%)

詛另IJ

正常組

異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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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組

圖二、研究樣本精蟲活動力之平均值



表五:正常是且每一個案精蟲經禁物作用後活動力值(% ) 

個案一 個索二 個索三 個案四

對照。 64.7 57.5 54.9 85.1 

對照30 51. 2 59.1 49.5 85.3 

封照、60 50.8 63.6 58.0 86.2 

對照120 66.7 54.2 59.1 82.8 

西16:. 0 48.6 61. 9 47.3 86.3 

西他30 80.6 86.0 66.2 90.5 

西16:. 60 72.4 83.3 63.6 85.6 

西 16:. 120 77 .4 71. 4 53.1 80.0 

西中。 62.5 60.0 54.3 81. 3 

西中 30 64.0 78.3 69.5 90.3 

西中的 56.3 76.2 6 哇 .0 81. 8 

西中 120 50.0 61. 3 41. 7 70.2 

西高。 55.6 59.1 56.9 78.6 

西高 30 70.4 78.6 64.2 82.4 

西高的 5哇 .2 64.0 70.4 75.0 

西高 120 50.0 35.3 58.3 76.7 

中低。 52. 是 59.1 在 9.5 82.9 

中低30 66.7 84.0 69.8 91. 9 

中低60 81. 8 85.7 6 哇 .8 89.2 

中低120 77 .3 80.8 79.8 93.2 

中中。 56.0 61. 9 57. 是 75.0 

中中 30 66.7 78.6 70.1 90.7 

中中的 80.0 89.3 66.9 96.6 

中中 120 80.0 72.7 72.6 89.6 

中高。 53.8 61. 5 52.2 83.3 

中高 30 73.3 87.5 70.4 94.0 

中高的 76.0 82.6 72.7 90.0 

中高 120 81. 5 76.2 75.7 89.8 

西、中:西單、中蕪;

低、中、高:他濃度、中濃度、高濃度

。、 30 、的、 120 觀察時間 (min)

個素五 個案六 個案七

53.3 66.1 72.9 

57.8 56.9 76.4 

5 是 .2 66.1 72.4 

45.8 64.3 69.4 

59.4 58.9 75.4 

74.5 83.9 88.6 

74.6 73.6 77 .5 

78.6 85.1 63.9 

60.3 57.3 74.6 

74.1 80.6 88.2 

80.3 87.3 86.4 

79.9 77.5 67.1 

55.6 60.0 81. 8 

84.6 78.4 86.7 

97.5 70.9 81. 5 

85.9 82.7 69.9 

59.3 54.9 79.5 

73.4 96.8 79.0 

73.3 89.1 80.0 

88.6 87.3 63.4 

60.0 55.0 79.4 

69.5 84.3 88.0 

90.4 95.0 86.4 

88.5 88.9 71. 8 

61. 4 60.0 78.4 

79.5 97.0 93.6 

84.7 88.2 83.3 

85.7 81. 8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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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索入 個素九 個案十

47.5 64.6 47.8 

42.1 67.2 53.2 

50.0 64.0 57.1 

52.6 60.0 49.5 

52.8 71. 2 57.3 

65.1 75.0 68.2 

63.6 62.5 61. 2 

65.8 59.2 52.1 

50.0 64.9 57.1 

69.0 72.7 69.8 

76.0 62.9 67.0 

73.2 56.8 52.9 

51. 2 60.8 56.6 

73.8 71. 6 66.7 

68.2 65.6 53.1 

71. 8 61. 1 56.8 

52.1 66.2 51. 1 

82.6 77.5 66.7 

73.3 75.8 66.7 

85.0 73.7 60.0 

47.5 68.4 53.6 

79.6 73.9 64.7 

80.5 69.6 71. 2 

78.3 73.4 66.7 

48.8 62.5 51. 2 

84.1 68.6 65.9 

85.0 7 是 .4 74.1 

80.2 68.4 75.4 
I 



表六:異常組每一個案精蟲經藥物作用後活動力值(% )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個索四

對照。 32.4 38.8 32.7 27.5 

對照30 34.7 28.1 是 0.4 29.1 

對照的 30.0 39.2 33.3 32.5 

對照120 27.7 29.4 38.6 27.9 

西11& 0 24.7 36.0 35.7 30.3 

西11& 30 52. 哇 46.9 46.7 47.1 

西11& 60 48.4 哇 8.9 37.5 45.8 

西低120 42.1 40.9 是1. 7 41. 5 

函中。 25.0 28.6 41. 9 29.3 

函中 30 50.0 50.0 55.0 42.3 

西中的 39.7 39.4 39.1 34.6 

西中 120 是1. 0 31. 8 39.1 40.5 

西高。 35.6 25.0 38.1 30.3 

西高 30 56.5 52.4 45.8 44.4 

西高的 29.8 44.0 38.1 42.0 

西高 120 29.8 39.0 36.0 3 是 .8

中低。 39.4 37.8 32.3 31. 2 

中低30 66.0 55.6 51. 7 39.4 

中低60 50.0 57.1 53.3 46.4 

中 11& 120 52.2 66.0 50.7 45.5 

中中。 往 0.6 39.1 36.7 28.9 

中中 30 57.9 58.8 45.8 42.0 

中中的 58.1 61. 8 56.0 54.8 

中中 120 59.3 63.0 50.0 52.2 

中高。 44.2 33.3 42.0 26.3 

中高 30 60.0 52.5 51. 0 46.8 

中高的 54.1 62.5 48.3 46.8 

中高 120 60.7 65.2 53.7 46.7 

西、中:西單、中華;

低、中、高:低濃度、中濃度、高濃度;

。、 30 、 60 、 120 觀察時間 (rnin)

個案五 個案六 個案七

28.0 26.2 38.2 

37.9 24.5 38.9 

31. 7 27.9 36.6 

38.5 22.9 38.1 

37.1 28.8 40.5 

46.9 36.0 53.9 

41. 7 27.7 54.8 

48.2 25.2 41. 0 

35.4 27.1 36.4 

42.4 39.1 57.3 

35.8 30.4 51. 5 

34.3 24.6 32.4 

32.8 21. 2 32.6 

40.6 36. 是 57.0 

40.3 24.4 55.6 

33.9 26.0 31. 5 

29.7 27.8 38.9 

46.4 39.0 60.0 

51. 5 42.6 61. 3 

48.4 52.6 70.4 

34.3 26.0 38.1 

41. 8 39.2 62.9 

48.0 45.5 61. 5 

46.9 63.2 66.7 

32.1 28.9 35.0 

39.4 40.0 56.3 

51. 7 44.6 72.1 

51. 6 56.9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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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索入 個案九 個案十

33.9 20.4 20.6 

33.5 24.6 27.7 

34.5 28.7 18.8 

27.0 27.3 29.3 

32.0 29.6 24.4 

41. 8 40.2 55.3 

49.6 43.1 40.7 

39.8 22.1 29.6 

38.5 25.4 27.2 

46.9 48.2 41. 7 

40.2 30.8 33.8 

43.3 29.4 25.0 

25.9 29.4 18.9 

50.5 34.5 47.2 

37.3 33.8 29.3 

39.5 24.8 19.0 

34.1 25.2 23. 哇

63.6 32.6 26.2 

54.2 41. 2 40.0 

55.2 40.8 30.0 

30.3 28.2 27.7 

51. 7 35.3 28.2 

57.1 46.2 38.2 

63.9 35.5 26.8 

28.7 25.5 23.7 

60.2 31. 1 22.2 

61. 2 48.5 34.6 

66.2 42.8 35.7 



表七:正常組精蟲對不同濃度中西禁在不同觀察時間點活動力反應的平均值

藥物 觀察時間點 藥物濃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西單 起始 對照 47.5 85.1 61. 4 11. 7 

他濃度 47.3 86.3 61. 9 12. 哇

中濃度 50.0 81. 3 62.2 9.4 

高濃度 51. 2 81. 8 61. 6 10.2 

三十分鐘 對照 42.1 85.3 59.9 13.0 

低濃度 65.1 90.5 77.9 9.4 

中濃度 64.0 90.3 75.7 8.6 

高濃度 64.2 86.7 75.7 7.6 

λ 十分鐘 對照 50.0 86.2 62.2 11. 0 

低濃度 61. 2 85.6 71. 8 8.8 

中濃度 56.3 87.3 73.8 10.7 

高濃度 53.1 97.5 70.0 13.0 

一百二十分鐘 對照 45.8 82.8 60.4 10.9 

低濃度 52.1 85.1 68.7 11. 6 

中濃度 41. 7 79.9 63.1 12.6 

高濃度 35.3 85.9 64.9 15.6 

中藥 起始 對只是 47.5 85.1 61. 4 11. 7 

低濃度 49.5 82.9 60.7 11. 9 

中濃度 47.5 79.4 61. 4 10.0 

高濃度 甚8.8 83.3 61. 3 1 1.是

三十分鐘 對照 42.1 85.3 59.9 13.0 

低濃度 16.7 96.8 78.8 10.2 

中濃度 64.7 90.7 76.6 9.1 

高濃度 65.9 97.0 81. 4 11. 5 

λ 十分鐘 對照 50.0 86.2 62.2 11. 0 

低濃度 64.8 89.2 78.0 8.7 

中濃度 66.9 96.6 82.6 10.7 

高濃度 72.7 90.0 81. 1 6.3 

一百二十分鐘 對照 45.8 82.8 60.4 10.9 

低濃度 60.0 93.2 78.9 10.7 

中濃度 66.7 89.6 78.3 8.2 

高濃度 65.2 89.8 78.0 7.5 
l1 L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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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入:正常、組西藥作用後精蟲活動力 ANOVA槍定

觀察時間

0分 30分 60分 120分 P 11直

濃 對照詛 61. 4+1 1. 7 59.9+13.0 62.2土 1 1. 0 60.4士 10.9 0.970 

度 1t濃度 6 1. 9士 12.4 77.9+ 9.4 71. 8+ 8.8 68.7+1 1. 6 0.017 

中濃度 62.2+ 9.4 75.7+ 8.6 73.8士 10.7 63.1士 12.6 0.009* 

高濃度 61. 6+10.2 75.7+ 7.6 70.0::!:13.0 64.9+15.6 0.063 

p {直 0.999 0.001** 0.113 0.54 哇

*:p < 0.01 **:P < 0.001 

表九:正常組中華作用後精蟲活動力 ANOVA撿定

觀察時間

0分 30分 60分 120分 P 11直

濃 對照組 61. 4+1 1. 7 59.9士 13.0 62.2士 11.0 60.4+10.9 0.970 

度 低濃度 60.7+1 1. 9 78.8+10.2 78.0士 8.7 78.9士 10.7 0.000** 

中濃度 61. 4+10.0 76.6+ 9.1 82.6士 10.7 78.3+ 8.2 0.000** 

I會句 ，、辰曲;j之z 61. 3+1 1. 4 81. 4+1 1. 5 81. 1+ 6.3 78.0士 7.5 0.000** 

P {直 0.999 0.000** 0.000** 0.000**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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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異常祖精蟲對不同濃度中西禁在不同觀察時間點活動力反應的平均值

|藥物 觀察時間點 藥物濃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西藥 起始 對照 20.4 38.8 29.9 6.5 

低濃度 24.4 40.5 31. 9 5.4 

中濃度 25.0 41. 9 31. 5 6.0 

高濃度 18.9 38.1 27.9 5.8 

三十分鐘 對照 24.5 40. 是 31. 9 5.9 

低濃度 36.0 55.3 46.7 6.1 

中濃度 39.1 57.3 47.3 6.0 

高濃度 34.5 57.0 46.1 7.3 

J、十分鐘 對照 18.8 39.2 31. 3 5.6 

他濃度 27.7 54.8 43.8 7.6 

中濃度 30.4 51. 5 37.5 6.1 

高濃度 24.4 55.6 37.5 8.9 

一百二十分鐘 對照 22.9 38.6 30.7 5.6 

低濃度 22.1 48.2 37.2 8.5 

中濃度 24.6 43.3 33.2 6.3 

高濃度 19.0 39.5 31. 4 6.6 

中藥 起始 對照 20.4 38.8 29.9 6.5 

低濃度 23.4 39.4 32.0 5.6 

中濃度 26.0 40.6 33.0 5.4 

高濃度 23.7 44.2 32.0 6.9 

三十分鐘 對照 24.5 40.4 32.0 5.9 

低濃度 26.2 66.0 48.1 13.6 

中濃度 28.2 62.9 46.4 11. 2 

高濃度 22.2 60.2 46.0 12.7 

J、十分鐘 對~~ 18.8 39.2 31. 3 5.6 

低濃度 40.0 61. 3 49.8 7.1 

中濃度 38.2 61. 8 52.7 7.8 

高濃度 34.6 72.1 52.4 10.6 

一百二十分鐘 對照 22.9 38.6 30.7 5.6 

低濃度 30.0 70.4 51. 2 11.6 

中濃度 26.8 66.7 52.8 13.3 

高濃度 35.7 70.7 55.0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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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異常組西藥作用後精蟲活動力 ANOVA搶定

觀察時間

0分 30分 60分 120分 P {直

濃 對照、、組 29.9+ 6.5 3 1. 9士 5.9 3 1. 3士 5.6 30.7+5.6 0.879 

度 低濃度 31. 9+ 5.4 46.7+ 6.1 43.8士 7.6 37.2土 8.5 0.000** 

中濃度 3 1. 5士 6.0 是 7.3土 6.0 37.5士 6.1 33.2+6.3 0.000** 

高濃度 27.9+ 5.8 46.1士 7.3 37.5士 8.9 31. 4+ 6.6 0.000** 

P 值， 0.673 0.000** 0.005* 0.158 

*:P < 0.01 **:P < 0.001 

表十二:異常缸中蕪作用後精蟲活動力 ANOVA搶定

觀察時間

0分 30分 60分 120分 P 11直

，‘辰曲 對照、組 29.9士 6.5 3 1. 9士 5.9 31. 3+ 5.6 30.7+ 5.6 0.879 

度 他濃度 32.0+ 5.6 是 8.1+13.6 49.8+ 7.1 5 1. 2士 1 1. 6 0.000** 

中濃度 33.0+ 5.4 46.4+1 1. 2 52.7士 7.8 52.8+13.3 0.000** 

高濃度 32.0+ 6.9 46.0士 12.7 52.4土 10.6 55.0+1 1. 1 0.000** 

P 11直 0.709 0.009 * 0.000** 0.000**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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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濃度下，不同時間之精蟲活動力平均值的檢

定

1.正常組(表十三)

1-1 西藥( Pentoxifyl1ine ) : 

a) 正常紐約精蟲使用西藥刺激 30 分鐘作用後，三種濃

度所影響的活動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都有增加趨

勢且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差異( p<ü.001 ) 

b) 繼續觀察到 60 分鐘作用時，三種濃度所影響的精蟲

活動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雖有增加，但未達到統計

上之顯著差異，較 30 分鐘作用時的活動力已有下降趨

勢 O

c) 在刺激達 120 分鐘時會三種濃度所影響的精蟲活動

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均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差

異，從圖七、八、九、可見精蟲活動力在西藥作用

下， 30 分鐘達到最高峰，然後逐漸下降 O

。( 1 )在低濃度作用時(圈七) , 30 分鐘的精蟲活動

力與起始的活動力有顯著差異( p<O.OOl) ，而 60 分及

120 分的精蟲活動力與起始的活動力便無顯著差異， 60 

分鐘的活動力與30 分鐘的活動力相比較仍有統計顯著

差異( p=0.002 ) ，但 60 分的與 120 分的活動力相比別無統

計差異，故低濃度作用時精蟲活動力在 30 分達最高

峰，在 60 分鐘時下降很快達統計顯著差異，然後再緩

慢下降到 120 分鐘 O

( 2 )在中濃度作用時(圈八) , 30 分鐘的精蟲活動

力與起始的活動力有顯著差異( p<O.OOl ) ，而 60 分及 120

分的活動力與起始的活動力便無顯著差異， ω 分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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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的活動力相比並無統計差異，但 120 分的與 30分及

60 分的活動力相比均達顯著差異( p<0.01 ) ，故中濃度作

用時精蟲活動力在 30 分鐘達到最高峰，到 60 分鐘時活

動力緩慢下降，然後到 120 分鐘時活動力顯著下降而與

60 分的活動力有統計差異 O

( 3 )在高濃度作用時(國九) , 30 分鐘的精蟲活動

力與起始的活動力有顯著差異( p<O.OOl ) ，而其餘時間

的活動力兩兩相比較，均無統計顯著差異，故高濃度

作用時精蟲活動力在 30 分鐘達到最高峰，然後緩緩下

降 O

1-2 中藥(補中益氣湯)

a) 正常組的精蟲使用中藥刺激 30 分鐘作用後 9 三種濃

度所影響的活動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都有增加趨

勢，且達到統計顯著差異 (p<O.OOl) 0 

b) 繼續觀察到 ω 分鐘作用時，精蟲活動力仍持續維持

在 30 分鐘時的活動力並無下降趨勢，與起始活動力相

比較仍具統計顯著差異( p<O.OOl ) 0 

。在反應達 120 分鐘時，三種濃度所影響的精蟲活動

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仍具統計顯著差異( p<O.Ol ) 

O 從圖七、八、九可見到精蟲活動力在中藥作用下，

30 分鐘達到高峰?立持續影響到 120 分鐘 O

d) 在特定濃度下， 30 分， ω 分與 120 分鐘中藥作用的

精蟲活動力均增加，但彼此之問卻無統計上之差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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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正常組精蟲活動力增加量(與起始時間比較)統計槍定

西蔡缸， 中華組

藥物濃度 觀察時間點比較 差值 T11直 N直 差值 T11直 P{直

對照組 30分 0分 -1. 5 -0.73 0.485 -1. 5 -0.73 0.485 

60分 。分 0.8 0.42 0.685 0.8 0.42 0.685 

120分- 0分 -1. 0 也 0.78 0.458 明1. 0 自 0.78 0.458 

60分 - 30分 2.3 1. 42 0.190 2.3 1. 42 0.190 

120分- 30分 0.5 0.17 0.870 0.5 0.17 0.870 

120分- 60分 -1. 8 自 0.78 0.458 月1. 8 -0.78 0.458 

低濃度 30分 0分 16.0 5.53 0.000** 18.1 4.80 0.001* 

60分 0分 9.9 3.00 0.015 17.3 5.15 0.001* 

120分- 0分 6.8 1. 41 0.192 18.2 3.70 0.005* 

60分 - 30分 -6.1 一 4.37 0.002* -0.9 -0. 是 l 0.691 

120分- 30分 -9.2 一 3.09 0.013 0.1 0.02 0.982 

120分- 60分 -3.1 -1. 17 0.271 0.9 0.29 0.782 

中濃度 30分 0分 13.4 6.81 0.000** 15.1 5.43 0.000** 

60分 0分 11. 6 3.09 0.013 21. 2 5.42 0.000** 

120分- 0分 0.8 0.18 0.861 16.8 4.17 0.002* 

60分 向 30分 -1. 8 -0.90 0.392 6.0 2.3 是 0.044 

120分- 30分 一 12.6 “ 3.57 0.006* 1. 7 0.56 0.590 

120分- 60分 可 10.8 也 4.82 0.001* “ 4.3 -1. 92 0.088 

高濃度 30分 0分 14 .1 5.44 0.000** 20.1 6.36 0.000** 

60分 0分 8.4 1. 93 0.086 19.8 6.54 0.000** 

120分- 0分 3.2 0.61 0.555 16.7 3.91 0.004* 

60分 - 30分 -5.7 -1. 98 0.079 一 0.3 -0.14 0.889 

120分- 30分 -10.9 -2.52 0.033 -3. 是 一 0.89 0.395 

120分- 60分 一 5.2 -1.44 0.185 “ 3.1 -1. 45 0.181 
」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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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異常組 (表十四)

2-1 西藥( Pentoxifylline ) 

a) 異常紐約精蟲使用西藥刺激 30 分鐘後，三種濃度所

影響的精蟲活動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都有增加趨勢

且其統計上顯著差異 (p<ü.001) 0 

b) 繼續觀察到 60 分鐘作用時，三種濃度所影響的精蟲

活動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仍有增加趨勢且具統計上

顯著差異( p<O.Ol )然而較 30 分鐘作用時的活動力已有

下降趨勢 O

c) 在反應達 120 分鐘時，三種濃度所影響的精蟲活動

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均未具統計上顯著差異，從圖

十、十一、十二可見到精蟲活動力在西藥作用下雪 30

分種達到最高峰，然後逐漸下降 O

d) 在低濃度經(圖十) '30 分到 ω 分鐘精蟲活動力雖

下降，但不具統計土之意義，可是作用到 120 分鐘時 9

精蟲活動力與 30 分鐘時的活動力相差，已達到統計上

顯著差異( p<O.Ol) ，而 120 分與 60 分鐘時精蟲活動力的

差異並不具統計上之意義 O 而在中、高濃度組(屬十

一、十二) ，則 60 分與 120 分的精蟲活動力與 30 分鐘

精蟲活動力相比則其統計土之顯著差異( p<O.OOl ) ，而60

分與 120 分的精蟲活動力之問並不具統計上之意義 O

2-2 中藥(補中益氣湯)

a) 異常紐約精蟲使用中藥刺激 30 分鐘後 9 三種濃度所

影響的精蟲活動力與起始活動力相比較都有增加趨勢

且具統計上顯著差異( p<O.OO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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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繼續觀察到 ω 分鐘與 120 分鐘作用時，精蟲活動力

仍持續維持在 30 分鐘時的活動力並無下降趨勢，與起

始活動力相比較仍具有顯著差異( p<O.OOl ) ，從園十、

十一、十二可見到精蟲活動力在中藥作用下， 30 分鐘

時上升?且持續影響到 120 分鐘 O

c) 低濃度組(圖十) '30 分、 ω 分與 120 分鐘中藥作

用的精蟲活動力彼此之間均無統計上之差異 O 在中濃

度經(國十一) , 60 分鐘的精蟲活動力與 30 分鐘的活

動力相比較具有顯著差異( p=0.002) ，但 120 分鐘的活動

力與 30 分鐘及 ω 分鐘的活動力分別相比，則都無顯著

差異 O 至於高濃度組(圈十二) ，則只有在 120 分鐘的

活動力與 30 分鐘的活動力相比 9 於統計學上具有顯著

差異( p=O.OOl ) ，其餘均無意義 O
可見中藥高濃度刺激隨著時間的進行，精蟲的活

動力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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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異常組精蟲活動力增加量(與起始時間比較〉統計按定

西藥是且 中蕪組

藥物濃度 觀察時間點比較 差值 T1:直 P{直 差值 H直 N直

對照、包 30分 0分 2.1 1. 12 0.292 2.1 1. 12 0.292 

60分 0分 1. 5 1. 36 0.206 1. 5 1. 36 0.206 

120分- 0分 0.8 0.37 0.723 0.8 0.37 0.723 

60分 - 30分 。 0.6 -0.31 0.762 -0.6 -0.31 0.762 

120分- 30分 -1. 3 -1. 24 0.247 -1. 3 “1. 24 0.247 

120分“ 60分 -0.7 -0.31 0.761 -0.7 -0.31 0.761 

低濃度 30分 0分 14.8 5.80 0.000** 16.1 5.90 0.000** 

60分 0分 11. 9 4.87 0.001* 17.8 14.95 0.000** 

120分" 0分 5.3 2.28 0.049 19.2 8.11 0.000** 

60分 - 30分 -2.9 -1. 37 0.203 1. 7 0.62 0.548 

120分- 30分 -9.5 -3.78 0.004* 3.1 1. 13 0.287 

120分"的分 -6.6 -2.50 0.031 1. 4 0.71 0.499 

中濃度 30分 。分 15.8 7.97 0.000** 13. 是 5.63 0.000** 

60分 0分 6.0 3.23 0.010* 19.8 12.08 0.000** 

120分- 0分 1. 7 1. 10 0.302 19.8 5.24 0.001* 

60分 向 30分 -9.8 -7.81 0.000** 6.4 4.26 0.002* 

120分- 30分 的 14 .1 一 6.09 0.000** 6.4 2.71 0.024 

120分- 60分 -4.3 -1. 90 0.090 0.0 0.01 0.992 

高濃度 30分 0分 18.2 6.24 0.000** 14.0 哇 .63 0.001* 

60分 0分 9.5 4.20 0.002* 20.5 6.36 0.000** 

120分" 0分 3.5 1. 77 0.110 23.1 7.64 0.000** 

60分 - 30分 -8.7 -3.54 0.006* 6.5 2.51 0.033 

120分- 30分 -14.7 -6.03 0.000** 9.1 是 .64 0.001* 

120分 -60分 明 6.0 “ 2.48 0.035 2.6 1. 63 0.137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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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時間下 9 不同濃度之精蟲活動力平均值的檢

足

1.正常經(表十五)

a) 在起始點時?中西藥各種濃度(低、中、高)的精

蟲活動力相互比較，其增加量並不具統計上之意義

(圖十三) 0 

b) 在30 分鐘觀察點時，中西藥各種濃度作用下精蟲活

動力與對照組相互比較，其增加量均具統計上之顯著

差異( p<O.OOl) ，但是以高、中、低濃度時精蟲之活動

力兩兩相比較，其增加量於統計上並無意義(國十

四) 0 

c) 在 60 分鐘觀察點時，西藥在低、中濃度時精蟲的活

動力與對照組相比較，其增加量具顯著差異( p<O.Ol ) 

，但在其他濃度時的精蟲活動力兩兩相比，其活動力

增加的情形於統計上立在不其意、義 O 而中藥在低、中、

高濃度時的活動力與對照組相比，其活動力增加的數

值具統計上之意義( p<O.OOl) ，但在其他濃度時的精蟲
活動力兩兩相比，其活動力的增加量並無統計上之差

異性(國十五) 0 

d) 在 120 分鐘觀察點時，各種不同濃度的西藥對精蟲作

用，比較其精蟲活動力增加量，均不具統計上之差異

性，但不同濃度的中藥對精蟲的影響與對照經相比

較，則具統計上之意義，而以低、中、高濃度時之精

蟲活動力兩兩相互比較 9 其增加量並不具統計上之差

異性(圖十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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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正常組精蟲活動力增加量(與對照組比較)統計檢定

西蕪缸 中藥包

觀察時間 不同濃度比較 差值 H直 N直 差值 T{直 P{直

0分 他濃度-對照、組 0.5 0.18 0.859 -0.7 -0.34 0.740 

中濃度一對照、組 0.8 0.48 0.641 -0.0 -0.01 0.993 

高濃度 m 對照組 0.2 0.09 0.930 -0.1 -0.07 0.944 

中濃度也低濃度 0.3 0.17 0.869 0.7 0.52 0.616 

高濃度- 11&濃度 “ 0.3 -0.14 0.890 0.6 0.70 0.500 

高濃度-中濃度 “ 0.6 -0.46 0.657 -0.1 -0.08 0.938 

30分 低濃度-對照、美且 17.9 6.75 0.000** 18.9 4.6 是 0.001* 

中濃度-對照是且 15.7 6.93 0.000** 16.6 5.31 0.000** 

高濃度-對照詛 15.8 4.86 0.001 干 21. 5 5.27 0.001* 

中濃度-低濃度 -2.2 -1. 15 0.279 -2.3 -1. 34 0.21 是

高濃度-他濃度 一 2.1 明 0.99 0.346 2.6 1. 34 0.214 

高濃度-中濃度 0.1 0.05 0.961 4.9 2.89 0.018 

60分 低濃度句對照生且 9.6 3.48 0.007* 15.7 5.43 0.000** 

中濃度-對照組 11. 6 3.46 0.007* 20. 是 5.93 0.000** 

高濃度-對照詛 7.8 1. 65 0.133 18.9 6.21 0.000** 

中濃度"他濃度 2.0 0.69 0.505 4.6 2.37 0.042 

高濃度-低濃度 -1. 8 -0.43 0.676 3.1 1. 60 0.144 

高濃度一中濃度 -3.8 -1. 16 0.274 -1. 5 -0.88 0.400 

120分 低濃度自對照、是且 8.2 2.01 0.075 18.5 4.26 0.002* 

中濃度-對照組 2.6 0.50 0.632 17.8 是 .99 0.001* 

高濃度-對照組 4.4 0.78 0.453 17.6 4.50 0.001* 

中濃度-低濃度 -5.6 也1. 77 0.110 -0.7 一 0.36 0.72 是

高濃度- 11&濃度 -3.8 -0.79 0.451 -0.9 -0.44 0.669 

高濃度-中濃度 1. 8 0.52 0.616 一 0.3 -0.16 0.874 

:P<O.Ol **:P<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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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異常經(表十六)

a) 在起始點時 9 中西藥各種不同濃度對精蟲活動力的

作用相互比較，其增加量並不具統計上之意義(圖十

七) 0 

b) 在30 分鐘觀察點時，中西藥各種不同濃度對精蟲活

動力的作用與對照組比較其增加量於統計上具顯著性

差異( p<O.OOl ) ，但在各不同濃度時的精蟲活動力兩兩相

互比較其增加量，則不具統計上之意義(圈十八) 0 

。在ω 分鐘觀察點時，西藥在低、中濃度時精蟲的活

動力與對照經相比較，其增加量其顯著差異( p<O.Ol ) 

，且於中與低濃度時比較二者的精蟲活動力亦具有差

異性 O 中藥各種不同濃度與對照組比較其對精蟲活動

力增加量，則於統計上具顯著性差異( p<O.OOl ) ，但在

各不同濃度時的精蟲活動力兩兩相互比較，則不具統

計上之意義(圖十九) 0 

d) 在 120 分鐘觀察點時，除了不同濃度的中藥對精蟲的

影響與對照組相比較，具統計上之意義( p<O.OOl )外，

其餘各種不同濃度的中藥以及各種不同濃度的西藥對

精蟲作用，相互比較其精蟲活動力增加量，均不具統

計上之差異性(圖二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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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異常組精蟲活動力增加量(與對照組比較)統計搶定

西藥包 中藥包

|觀察時間 不同濃度比較 差值 H直 N直 差值 T{直 p{~ 

0分 低濃度-對照、組 2.0 1. 25 0.243 2.1 2.67 0.026 

中濃度自對照是且 1. 6 0.79 0.447 3.1 2.40 0.040 

高濃度一對照組 -2.0 -0.85 0.416 2.1 1. 13 0.287 

中濃度- {也濃度 -0.4 一 0.30 0.770 1. 0 1. 04 0.325 

高濃度也低濃度 -4.0 一 2.87 0.018 一 0.0 -0.01 0.995 

高濃度"中濃度 -3.6 -2.38 0.041 由1. 0 -0.88 O. 是 00

30分 低濃度-對照、組 l哇 .8 7.41 0.000** 16.1 4.66 0.001* 

中濃度-對照祖 15.4 9.22 0.000** 14.4 4.69 0.001* 

高濃度-對照組 14.2 6.73 0.000** 14.0 4.14 0.003* 

中濃度- {t.濃度 0.6 0.26 0.798 -1. 7 -0.97 0.356 

高濃度- {t.濃度 -0.6 -0.35 0.731 -2.1 “1. 63 0.139 

高濃度-中濃度 -1. 2 -0.61 0.555 -0.4 一 0.2哇 0.818 

60分 他濃度明對照包 12.5 5.85 0.000** 18.4 15.63 0.000** 

中濃度-對照、生且 6.2 3.70 0.005'" 2 1.哇 18.37 0.000** 

高濃度自對照組 6.1 3.11 0.013 21. 1 10.19 0.000** 

中濃度-低濃度 “ 6.3 -3.87 0.004* 3.0 2.41 0.039 

高濃度自低濃度 一6.4 -3.17 0.011 2.7 1. 60 0.143 

高濃度句中濃度 -0.0 -0.02 0.982 -0.3 -0.15 0.882 

120分 他濃度-對照、組 6.5 3.08 0.013 20.5 5.64 0.000** 

中濃度可對照詛 2.6 1. 13 0.288 22.1 4.78 0.001* 

高濃度-對照詛 0.8 0.33 0.752 24. 是 6.58 0.000** 

中濃度-低濃度 “ 4.0 一1. 91 0.088 1. 6 0.83 0.428 

高濃度也低濃度 一 5.8 -3.10 0.013 3.8 3.30 0.009* 

高濃度-中濃度 心1. 8 “1. 43 0.186 2.3 1.47 0.176 
一-一一 一一一一 I一一一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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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十七、異常主且在起始時間之精蟲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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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十入、異常組在三十分鐘之精蟲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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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十九、異常是且在六十分鐘之精蟲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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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二十、異常紙在一百二十分鐘之精蟲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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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中西藥物作用下，精蟲活動力平均值差異性之

檢定

a) 正常組精蟲活動力在起始點與 30 分鐘時不同濃度之

中西藥鈕，比較其精蟲活動力平均值 9 並不具統計上

之意義雪而在 60 分鐘與 120 分鐘時不同濃度之中西藥

鈕，比較其精蟲活動力平均值，則其統計上之差異性

(表十七) ，可見在刺激反應 60 分及 120 分鐘時，不

論何種濃度，對精蟲活動力的增強性中藥均較西藥效

果好 O

的異常組精蟲活動力在起始點與 30 分鐘時不同濃度之

中西藥是且，比較其精蟲活動力平均值，並不具統計上

之意義，而在 60 分鐘與 120 分鐘時不同濃度之中西藥

組，比較其精蟲活動力平均值，則在統計上其顯著的

差異性(表十八) (與正常組結果相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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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正常組精蟲活動力平均值禁物差異之比較

觀察時間點 藥物濃度 西蔡組平均值 中藥組平均值 N直 P{直

0分 低濃度 61. 9 60.7 -1. 0 是 0.32哇

中濃度 62.2 61. 4 -0.63 0.543 

高濃度 61. 6 61. 3 -0.25 0.806 

30分 低濃度 77 .9 78.8 0.33 0.746 

中濃度 76.7 76.6 0.65 0.534 

高濃度 75.7 8 1.是 2.45 0.036 

60分 他濃度 71. 8 78.0 3.53 0.006* 

中濃度 73.8 82.6 3.99 0.003* 

高濃度 70.0 81. 1 3.17 0.011 

120分 低濃度 68.7 78.9 3.75 0.005* 

中濃度 63.1 78.3 5.19 0.001* 

高濃度 64.9 78.0 2.86 0.019 

*:P < 0.01 **:P < 0.001 

表十入:異常組精蟲活動力平均值禁物差異之比較

觀察時間點 藥物濃度 西藥包平均值 中藥紅平均值 T1~ P11直

0分 低濃度 31. 9 32.0 0.04 0.971 

中濃度 31. 5 33.0 0.68 0.511 

高濃度 27.9 32.0 1. 88 0.092 

30分 他濃度 46.7 48.1 0.30 0.770 

中濃度 47.3 46.4 可 0.35 0.731 

高濃度 是6.1 46.0 -0.06 0.957 

60分 低濃度 43.8 50.0 3.00 0.015 

中濃度 37.5 52.7 9.18 0.000** 

高濃度 37.5 52.4 6.76 0.000** 

120分 低濃度 37.2 51. 2 4.03 0.003* 

中濃度 33.2 52.8 4.85 0.001* 

高濃度 31. 4 55.0 8.77 0.000**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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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精蟲活動力增加程度的組問差異檢定

1.與起始時間比較

a) 表十九為正常組與異常組在每一時向點與起始時間

點精蟲活動力絕對增加程度的比較，結果在不同時向

點 9 各種不同濃度之中西藥的組間比較，於統計學上

均無意義 O

b) 表二十為正常組與異常組在每一時間點與起始時間

點精蟲活動力相對增加百分比的比較，結果除了中藥

高濃度在 ω 分與 120 分鐘以及中藥低濃度在 60 分鐘觀

察點的精蟲活動力相對增加百分比，其統計上之意義

外?其餘均未有顯著性差異 O

2. 與對照經比較

a) 表二十一為正常組與異常組在每一種濃度與對照組

精蟲活動力絕對增加程度的比較，結果中西藥各種不

同濃度在不同時間點的經問比較，於統計學上均無意

莖鬥
存丸 U 

b) 表二十二為正常是旦與異常經在每一種濃度與對照組

精蟲活動力相對增加百分比的比較，結果中西藥各種

不同濃度在不同時間點的組間比較 9 並無統計學上之

差異性 O

可見中西藥對正常組與異常組的作用效果並無明顯的

差異性 O

自 61 -



表十九:精蟲活動力增加(與起始活動力相減)的組間差異統計槍定

藥物 觀察時間點 藥物濃度 正常紅增加量 異常組增加量 F{直 P{直

西藥 30 分 他濃度 17.6 13. 1 1. 47 o .241 

中濃度 14.7 14.6 o . 00 0..981 

高濃度 15.9 16.5 o . 02 0.879 

60 分 低濃度 1 1. 9 9.9 0.22 o .644 

中濃度 12.0 5.6 2.47 0.134 

高濃度 9.3 8.7 0.01 o . 91 是

120 分 低濃度 9.0 3.0 1. 35 0.261 

中濃度 1. 9 o . 6 0.07 o .79 哇

高濃度 3.7 3.1 o . 01 0.911 

中藥 30分 低濃度 1 9 . 3 15.0 0.87 0.363 

中濃度 15.8 12.8 0.69 0.418 

高濃度 20.2 13.9 2.11 o . 164 

60 分 他濃度 16.8 18.3 0.18 o .675 

中濃度 2 1. 2 19.7 0.11 o .741 

高濃度 18.5 2 1. 8 0.57 o .461 

120 分 11&濃度 18.6 18.8 0.00 0.970 

中濃度 17 . 4 19.2 O. 11 0.748 

T甘可iJ ì.、辰曲一t只」 15.9 23.8 2.40 0.139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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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精蟲活動力增加百分比(與起始活動力相比)的紅間差異統計按定

藥物 觀察時間點 藥物濃度 正常組增加% 異常包增加% F11直 p11直

西藥 30 分 低濃度 37.6 是1. 3 o .07 o .795 

中濃度 3 0 . 4 45.9 1. 85 0.190 

高濃度 33.8 62.7 2.76 0.114 

60分 低濃度 27 . 5 3 1. 0 0.08 0.777 

中濃度 24.3 1 Î . 1 0.63 0.438 

高濃度 17.8 33.1 1. 70 o . 208 

120 分 他濃度 2 1. 9 9.7 1. 12 0.304 

中濃度 6.4 3.2 0.11 0.745 

高濃度 8.7 12.6 o . 10 0.753 

中華 30 分 低濃度 36.4 4 是 .3 0.57 o .461 

中濃度 28.6 37.7 0.94 0.345 

高濃度 35.5 43.3 0.40 0.533 

60 分 低濃度 30.8 57.3 12.35 0.003* 

中濃度 37 . 9 60.0 4.99 0.038 

高濃度 33.0 69.6 9.92 0.006* 

120 分 低濃度 35.3 58.0 4.19 o .056 

中濃度 32.4 59.1 2.80 0.112 

高濃度 29.8 75.7 13.75 0.002* 
一一-一一 一一一--L一 一一一一一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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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一:精蟲活動力增加(與對照組活動力相減)的組問差異統計按定

觀察時間點 藥物 藥物濃度 正常組增加量 異常組增加量 F{直 P11直

起始 西藥 低濃度 -1. 3 3.8 3.14 0.093 

中濃度 -0.9 3.3 2.95 0.103 

高濃度 -1. 4 - 0 . 3 o . 13 0.722 

中藥 他濃度 “ o . 4 1. 7 o . 81 0.381 

中濃度 o . 2 2.9 1. 02 0.327 

高濃度 o . 7 1. 3 0.04 0.838 

30 分 西藥 低濃度 18.3 14.4 1. 36 0.259 

中濃度 15.7 15.4 o . 01 0.933 

高濃度 16.3 13. 7 0.46 0.508 

中藥 他濃度 20.8 14.3 1. 58 0.225 

中濃度 17.9 13.2 1. 19 0.289 

高濃度 22.9 12.7 4.01 0.060 

60 分 西藥 低濃度 11.0 1 1. 1 0.00 0.980 

中濃度 1 1. 5 6.2 2.00 0.17 哇

高濃度 8.2 5.8 0.22 o .641 

中藥 低濃度 16.8 17. 哇 0.04 0.846 

中濃度 2 1. 8 20.0 0.23 0.634 

高濃度 19.6 20.4 o .05 0.823 

120 分 西藥 低濃度 9.4 5.4 0.80 0.383 

中濃度 2.7 2.5 o .00 0.971 

高濃度 4.0 1. 3 o . 18 0.675 

中藥 低濃度 19.9 19.1 0.02 0.895 

中濃度 19.3 20.6 0.06 0.817 

高濃度 18.3 23.6 0.97 0.338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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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二:精蟲活動力增加百分比(與對照組活動力相比)的組間差異統計按定

觀察時間點 藥物 禁物濃度 正常組增加% 異常組增加% F1t P{直

起始 西藥 低濃度 -2.8 13.8 5.99 0.025 

中濃度 - 2.0 12.3 4.76 0.043 

高濃度 -3.0 o . 5 0.16 0.693 

中蕪 低濃度 0.9 6.8 1. 52 0.233 

中濃度 2.3 1 1. 4 1. 9 是 o. 181 

高濃度 3.3 5.8 0.14 0.710 

30 分 西藥 低濃度 35.2 46.8 1. 29 0.272 

中濃度 30.5 49.4 3.98 o .061 

高濃度 32.7 44.0 1. 13 0.303 

中藥 低濃度 42.3 43.8 o . 01 0.922 

中濃度 36.0 4 1. 9 0.20 0.659 

高濃度 45.0 39.4 O. 15 0.707 

60 分 西蔡 低濃度 22.5 37.6 1. 51 0.235 

中濃度 2 1. 7 20.8 o . 01 0.925 

高濃度 15.4 19.7 o . 16 0.695 

中華 低濃度 32.3 56.1 5.34 0.033 

中濃度 4 1. 9 63.1 3.90 0.06 是

高濃度 38.1 62.9 5.95 0.025 

120 分 西藥 低濃度 20.6 17 .3 0.09 0.772 

中濃度 8.4 9.6 0.01 o .921 

高濃度 9.4 5.2 o . 10 0.758 

中藥 1t濃度 40.6 63.7 1. 70 0.209 

中濃度 往 o . 5 69.7 1. 79 0.198 

高濃度 39.3 77.3 4.01 o . 061 

:P<O.Ol **:P<O.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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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企會主急
呼，立. 'P'11可

肆、討論

男性因子所造成的不孕症，主要是由於精蟲功能

缺陷而導致受孕能力減弱，甚至於無法受孕 9 雖然卵

子品質與一些實驗室的因素都被認為與人工生殖科技(

ART) 的成功與否有關，但是精蟲功能障礙則被認為是

失敗的主要原因( 76) ，精蟲功能障礙包括精蟲不適當

的鞭毛運動，過氧反應的傷害增加，精蟲活動力改變

及精蟲與卵子相互反應異常，雖然這些功能障礙的病

理生理學( Pathophysiology )目前還未完全瞭解，但是只

要改善精蟲功能則對受孕力提升有所幫助 9 根據臨床

統計，男性不孕症中精液異常者約占 70 - 80% '而精液

異常包括精液量少、精蟲數目少、精蟲活動力低、精

蟲畸形率高、無精蟲症及精蟲不液化症等 O 其中精蟲

活動力在評估精液的受孕能力時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

素( 77) 0 近年來，人工生殖科技突飛猛進，為達到受

孕目的運用各種尖端技術?然而若能在體外改善精蟲

的活動力便能增高其受孕能力，則可節省一筆龐大的

技術開支會因此本研究利用中西藥來刺激精蟲，使其

活動力提升以幫助受孕力 O

為了顧慮精蟲活動力在4D且 50% 附近所引發的組別

認定問題，根據 Ba巾w 等學者在探討人工受孕的失敗

原因時，認為活動力在的%以下時，每個卵子的受孕

力會降低，而整個人工受孕的受孕失敗率則會增高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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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此本研究將實驗組的精蟲活動力訂在 40% 以下，平

均值為 29.6 + 4.5% '而對照組(正常組)其精蟲活動力

的平均值則為 62.1 士 1 1.2% 0 

二、 Pentoxifylline 對精蟲活動力的影響

精蟲活動力是精蟲能量代謝的一種功能反應?而

粒線體所產生的 ATP 可能是精蟲運動能量的來源( 78 

) ，另一個主要來源為精蟲 Glycolysis 'cAMP 在精蟲

Glycolysis 扮演重要的角色( 79 ) ，精蟲細胞內 cAMP 的濃

度增加可導致精蟲活動力增加 o Pentoxifylline 可藉由抑

制 cAMP PDE ( phosphodiesterase )而對精蟲活動力有刺激性

效果( 80) ，另外 Pentoxifylline 可以當作制止的S 的抗氧

化劑( Antioxidant ) ( 81 )會而藉由調節的S 對脂質過氧反

應所造成精蟲細胞膜功能異常( 82 )而改變精蟲的活動

力 O

Pentoxifylline 改善精蟲活動力，但無法明顯增加精

蟲的濃度( 83) ，但對精蟲活動力衰弱症的病人此藥物

似乎可以明顯改善其數量與活動力( 84) ，利用刺激精

蟲活動力的藥物與精蟲混合作用，可以運用到人工授

精與試管嬰兒，以 J冷令 J凍東儲存精蟲在解凍後活動力的臨

床實驗( 8釣5) ，已有文獻報告確實可增加其懷孕率( 8鉛6 

)尸O 且 Bar吋巾i

蟲的顯微構造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8幻7 )γ9 對胚胎發育也

沒有干擾琨象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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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1990 年， Yovich 等學者建議恥的xifylline 的有效

濃度為 1 月Iml ( 3.6mM )( 88) ，因此本研究實驗設計 0.5 ，

1.0與2.0 mg/ml 三種濃度及 0， 30， ω 與 120 分鐘四種刺激時
間來觀察精蟲活動力的變化，正常組精蟲以

Pe削oxifylline 刺激後在 30 分鐘作用後精蟲活動力普遍增

加，在 60 與120 分鐘其活動力則逐漸下降，其中以低濃

度( 0.5 月Iml )在 30 分鐘作用時精蟲活動力達 77.9 土

9.4%為最好，至於對異常組精蟲的作用也是在 30 分鐘

時精蟲的活動力達最高峰，然後逐漸減弱 9 低、中、

高三種濃度所影響的精蟲活動力分別為 46.7 土 6.4% ，

47.3 +6.的， 46.1 土 7.妨，似乎彼此無顯著的差異性，然

而較異常組整組的精蟲活動力平均值 29.6 土 4.5%增高

17%左右，接近本研究樣本正常組的最小值( 46.2% )。

因此對精蟲活動力衰弱症( Athenozoospermia )的病人其精

蟲若以體外 Pentoxifylline 刺激 30 分鐘再施以人工授精，

應可提高其受孕力 O

本研究刺激時間 30 分鐘時精蟲活動力達到最高

佳，但根據 Tesarik 等學者報告指出 Pe的xifylline 反應效果

在 10 分鐘時達到最高峰( 89 ) ，因此可能在 30 分鐘反應

時精蟲活動力已經在下降過程中，將來必須設計觀察

30 分鐘之內的反應，以精確找出體外Pentoxifylline 對精

蟲活動力的最高峰時間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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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中益氣湯對精蟲活動力的影響

補中益氣湯是金元四大家李東垣的著名方劑，原

來用於治療脾胃氣虛下陷之症 O 根據 1989 年大陸學者

郭賢坤的報導河南中益氣湯加氯惹齡胺治療少精蟲症

及精蟲活動力低下 52 例 J '發現本方有促進精蟲活動

力的作用 o 1990 年國內江漢聲等學者報導「中藥對人

類精蟲活動力的影響一體外實驗的效果評估J ' 以

5 月Iml 作研究，得相反的結果，認為補中益氣湯和四

君子湯及香砂六君子湯一樣，並無刺激精蟲活動力的

作用 O 因此，究竟補中益氣湯對精蟲活動力是否有作

用?是否藥物濃度是一個影響的因素?於是重新評估

補中益氣湯對精蟲活動力的影響，參考中國醫藥學院

陳榮洲副教授的研究結論?本研究實驗設計的， 0.01 ，

0.001 mg/ml 三種濃度及 0，狗， ω 與 120 分鐘四種刺激時間
來觀察精蟲活動力的變化，正常經精蟲以補中益氣湯

刺激後在 30 分鐘作用時精蟲活動力由 60% 左右增加到

80% 左右，且持續影響到 120 分鐘其活動力也未見下

降雪此三種濃度彼此相比，對精蟲活動力的刺激作

用 9 均無濃度上的差別，以時間而言，似乎刺激作用

在 120 分鐘之後仍未下降 O 在異常組方面，三種濃度也

是在 30 分鐘作用後精蟲活動力由 30% 左右上升到 47%

左右( 48.1 土 13.6% ， 46.4土 1 1. 2%, 46.0 + 12.7%) ，但隨作
用時間進行精蟲活動力似乎有增加的趨勢，其中以高

濃度 ( O.lmg/ml )在 120 分鐘的反應 55.0 土 1 1.均為最好會

雖然三種濃度對精蟲活動力的影響在統計學上並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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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差異性 O 補中益氣湯對異常組精蟲的刺激似乎較

好事以高濃度 0.1 mg/ml 為例，精蟲活動力原來為32.0+

6.9% 刺激作用 120 分鐘後達到 55.0+1 1.均增加大約

23% '但刺激反應的最高峰到底在何時?必須再作進一

步的研究 O

為何補中益氣湯對精蟲活動力較差的精液刺激效

果較好?活動力差的精液問題是出在「精漿異常」雪

還是「精蟲異常J ? 1990年 Check 指出「差的精蟲活動

力可能在某些例子，與精漿比較有關，甚於是精蟲J ( 

Poor quality sperm might, in some instance, be related to a defect in the 

seminal fluid rather then in an intrinsic sperm defect. ) ( 90 )傳統中
醫治療精液異常的兩大重點?其一在補腎 9 其二在補

脾 o r 腎J 是先天雪而「脾」是後天雪白現代醫學知

道精漿有益於精蟲的活動力，其異常亦有害於其活動

力?前者如許多酵素，後者如免疫因子 9 則後天的好

壞可以影響到精蟲的活動力 O 而本研究以補「脾」藥

作實驗 9 發現補「後夭J 之藥能促進精蟲的活動力 O

影響精蟲活動力的機轉有很多因素 9 補中益氣湯

對精蟲活動力作用機轉為何?以及此方中是那一種藥

材最具影響力?或各中藥之間相互作用、配合?皆有

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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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1.針對正常經精蟲以不同濃度的 Pentoxifylline 與補中益

氣湯作用下 9 其活動力增加量的最高峰均出現在刺激

30 分鐘作用時，在 Pentoxifylline 刺激作用下，隨時間進
行而其活動力逐漸減弱，而以補中益氣湯刺激作用後

精蟲活動力貝11 可由 30 分鐘持續影響到 120 分鐘 O 兩種

藥物之中濃度與高濃度對精蟲活動力的影響與低濃度

相同，不同濃度問並未出現顯著差異 O

2. 針對異常經精蟲( Athenozoospermic specimen) ，不同濃度

的 Pentoxifylline 刺激?影響精蟲活動力增加量的最高峰

出現在 30 分鐘，但隨著時間進行其活動力逐漸減弱，

三種濃度對精蟲活動力的影響?彼此間並無顯著差

異 O 至於補中益氣湯在不同濃度刺激作用下，精蟲活

動力則隨時間進行而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最高峰出現

在 120 分鐘，且以高濃度( 0.1 mg/ml )刺激作用的精蟲活

動力增加趨勢最為明顯 O

3. 無論正常是旦與異常組，利用 Pentoxifylline 與補中益氣

湯刺激作用下，對精蟲活動力平均值的比較?在 ω 分

與 120 分鐘時，不論於何種濃度，以補中益氣湯刺激的

精蟲活動力平均值均高於以 Pentoxifylline刺激作用的平

均值 9 因此在這兩個觀察點上，補中益氣湯的效果較

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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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於正常組與異常組Pentoxifylline 與補中益氣湯兩種藥

物的刺激作用對精蟲活動力增加"程度"比較，不管是

絕對增加量或相對增加百分比的比較，兩組之間並無

顯著差異 O

5. 本實驗樣本採用精蟲活動力大於 20% 的精液，若改

採用精蟲活動力小於 20% 精液，在藥物刺激作用下其

結果是否與本實驗結果相同?另外若再加高補中益氣

湯的濃度是否對精蟲活動力的刺激作用更有效?且刺

激作用於 120 分鐘以後情形又是如何?尚須做進一步的

探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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