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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腦部發炎疾病症狀指的是腦部因為發炎反應而造成某些疾病的發生，常見的腦部發炎症

狀包括意識不清、頭痛、以及肢體無力等神經病變症狀，最後導致常見的疾病如：阿茲海默

症、帕金森氏症、精神分裂症及癲癇等併發疾病。罹患腦部發炎疾病的病患，腦部的細胞激

素含量較高。由於細胞激素催化了發炎，會產生大量自由基，因此腦細胞會受到更多的攻擊

與破壞。活性氧類(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是細胞代謝產生的副產物，但是隨著年紀增

長和環境的影響，濃度過高的活性氧類會對細胞的蛋白質、脂質和 DNA造成損傷，造成細

胞的衰老凋零，是許多疾病的根源，如運動神經元、發炎性腸道疾病。發炎便是因為體內特

定區域內自由基過量和 ROS 產生所引起。在我們先前代謝體的研究中，使用了 PTZ (戊四

氮, pentylenetetrazole)，藉由競爭方式阻斷抑制性神經傳導物與其受器的結合而誘發腦部發

炎，造成斑馬魚大腦異常之改善反應及代謝體分析，PTZ影響了腦部的代謝體，也就是神經

傳遞物質的改變。上述之抑制性的神經傳遞物質為 GABA(γ-氨基丁酸，Gamma-

Aminobutyric Acid)，是一種胺基酸，與受體結合時除了能調節神經活動，也能參與運動與情

緒的調控。當腦部異常時 GABA受體會受到阻斷，造成抑制訊號過低，同時穀胺酸這個興

奮性的傳遞物質會在腦部發炎時升高，更容易造成腦部發炎，藉由神經傳導物質(如:穀胺酸

和 GABA)調節來減緩腦部發炎策略，改善病人的病況。又因腦部代謝體、神經傳導物質與

腦波，三者存在相互影響的情況，然而這樣的研究在人體上並不容易取得樣本，因此本研究

在符合研究倫理與規範上，使用斑馬魚進行代謝體實驗。本研究的目的在證實天然物萃取物

能夠降低腦部的發炎症狀，且對腦波具有正向影響，並爭取應用於未來生物學科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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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腦代謝體介紹 

大腦代謝體是指大腦中所有代謝物的總和，這些小分子物質如葡萄糖、胺基酸、脂質等，

是維持大腦運作所需的基本元素。代謝體不僅負責提供能量，還參與細胞間的訊息傳遞、氧

化還原平衡以及神經保護功能。隨著神經科學的進展，研究人員發現，大腦代謝體的變化往

往與許多神經疾病和炎症反應有關，這讓科學家得以從代謝物的視角，探索腦部健康和疾病

之間的關聯。 

三、斑馬魚大腦代謝體實驗 

  從實驗中可以得出，天然物萃取物確實有效預防斑馬魚腦部發炎狀况，能從行為學上觀

察到減緩腦部發炎的作用及改善了因 PTZ 影響而降低的免疫因子濃度，並使其超越正常組，

也有效改善了因 PTZ 所增加的過敏因子的濃度並使其低於正常組。代表天然物萃取物具有效

減緩腦部發炎和增加免疫反應及降低過敏反應的作用。 

  

   

四、腦波介紹 

  腦波是大腦神經元活動的外在表現，通過記錄腦電波（EEG）可以了解大腦的運作狀態。

當大腦處於健康狀態時，腦波會呈現出規律的頻率範圍，但若發生異常，則可能出現異常的

腦波放電情況，這通常與炎症、腦部損傷、癲癇等疾病有關。腦波的改變能提供早期疾病診

斷的線索，因此是研究腦部疾病的重要工具。使用雷射掃描顯微鏡來成像斑馬魚的大腦。下

圖為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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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謝體與腦波的關聯 

  當大腦代謝體發生變化，特別是在炎症或代謝異常時，神經元的活動也會受到影響，導

致腦波的異常變化，如意識不清、頭痛、肢體無力。斑馬魚的實驗顯示，當發炎發生時，大

腦的代謝體組成與正常情況下不同，這種改變反映在腦波的放電模式上。因此，研究大腦代

謝體與腦波的關聯，有助於我們理解神經炎症對大腦功能的影響，並開發早期診斷與干預方

法。通過斑馬魚模型的實驗結果，我們或許可以預測在人類中進行類似治療的效果，這對於

腦部炎症的預防與治療具備重要的意義。 

 

六、結論 

  發炎過程中，細胞激素的增加可能影響神經元的興奮性，進而導致腦波模式的改變。這

些變化不僅有助於診斷腦部發炎相關疾病，還能提供有關疾病進展和治療反應的資訊。因此，

結合腦波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腦部發炎對神經功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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