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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颅磁刺激对帕金森病小鼠黑质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及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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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重复经颅磁刺激（ｒＴＭＳ）对帕金森病（ＰＤ）小鼠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ＢＤＮＦ）表达的

影响，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３２只雄性Ｃ５７ＢＬ／６Ｊ小鼠随机分为生理盐水（ＮＳ）、ＰＤ模型（ＰＤ）、假刺激（ｓｒＴＭＳ）及

磁刺激（ｒＴＭＳ）组，每组８只。后３组采用１甲基４苯基１，２，３，６四氢吡啶（ＭＰＴＰ）皮下注射建立ＰＤ小鼠模型。ｒＴＭＳ组鼠

每天接受１Ｈｚ、１Ｔ的ｒＴＭＳ治疗（共５个序列，２５脉冲／序列），疗程为２周。经ｒＴＭＳ干预后，免疫组织化学检测黑质（ＳＮ）

区酪氨酸羟化酶（ＴＨ）和ＢＤＮＦ的表达变化，并借助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定量分析。结果：ＰＤ组酪氨酸羟化酶免疫组化阳性

（ＴＨｉｒ）和ＢＤＮＦ免疫组化阳性（ＢＤＮＦｉｒ）细胞计数、校正光密度值（ＣＤ）较 ＮＳ组减少（Ｐ＜０．０１）；ｒＴＭＳ组ＴＨｉｒ和ＢＤＮＦ

ｉｒ、ＣＤ值较ＰＤ组和ｓｒＴＭＳ组增加（Ｐ＜０．０５）；ｓｒＴＭＳ组与ＰＤ组间以上指标无统计学差异。相关分析显示黑质区ＴＨｉｒ与

ＢＤＮＦｉｒ细胞计数呈正相关（ｒ＝０．９４９，Ｐ＜０．０１），相应的ＣＤ值比较亦呈正相关（ｒ＝０．８８０，Ｐ＜０．０１）。结论：ｒＴＭＳ对ＰＤ小

鼠模型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而上调黑质区ＢＤＮＦ的表达可能是其作用机制之一。

［关键词］　磁刺激；帕金森病；黑质；酪氨酸羟化酶；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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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的病理变
化主要为黑质致密部（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ｎｉｇｒａｃｏｍｐａｃｔａ，

ＳＮｃ）多巴胺能神经元缺失，该神经元退变可能与神
经营养因子（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ＴＦｓ）缺乏有
关。Ｎａｇａｔｓｕ等

［１］研究发现，ＰＤ患者黑质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ＢＤ
ＮＦ）含量明显低于正常人［１］。因此，上调黑质ＢＤ
ＮＦ表达可能是治疗ＰＤ的有效策略之一。

　　重复经颅磁刺激（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ＴＭＳ）是近年来治疗ＰＤ的新技
术，可改善ＰＤ患者的运动障碍［２３］。Ｍüｌｌｅｒ等［４］研

究发现ｒＴＭＳ可促进大鼠特定脑区ＢＤＮＦ的表达
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Ｆｕｎａｍｉｚｕ等［５］发现ｒＴＭＳ
对大鼠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但机制
尚不明确。为进一步探讨ｒＴＭＳ对多巴胺能神经元
发挥保护作用的具体机制，本研究选取１甲基４苯
基１，２，３，６四氢吡啶 （１ｍｅｔｈｙｌ４ｐｈｅｎｙｌ１，２，３，６
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ＭＰＴＰ）小鼠ＰＤ模型，观察ｒＴ
ＭＳ对ＰＤ小鼠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保护作用及
对其ＢＤＮＦ表达的影响，从ＢＤＮＦ角度探讨其可能
的作用机制。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ＭＰＴＰ（Ｓｉｇｍａ公司），兔抗
鼠酪氨酸羟化酶（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ｓｅ，ＴＨ）多克
隆抗体（Ｃｈｅｍｉｃｏｎ公司），兔抗鼠ＢＤＮＦ多克隆抗体
（ＡＢｃａｍ公司），免疫组化ＳＰ染色试剂盒、ＤＡＢ显
色试剂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ＭａｇｐｒｏＸ１００磁刺激治疗仪（丹麦），ＬＥＩＣＡ２１３５冰
冻切片机（德国），奥林帕斯光学显微镜（日本），ＪＤ
图像采集及图像分析系统（南京大学）。

１．２　动物分组及处理

１．２．１　动物分组及ＰＤ模型的制备　８～１２周龄清
洁级健康雄性Ｃ５７ＢＬ／６Ｊ小鼠３２只，由河北医科大
学动物中心提供，体质量１８～２０ｇ，安静环境饲养，
自由取食饮水，人工昼夜节律（１２ｈ／１２ｈ）。采用完
全随机法将动物分为４组：生理盐水对照组（ＮＳ）、

ＰＤ模型组（ＰＤ）、假刺激组（ｓｈａｍｒＴＭＳ，ｓｒＴＭＳ）、
磁刺激组（ｒＴＭＳ），每组８只。后３组小鼠制备ＰＤ
模型：小鼠颈部皮下注射 ＭＰＴＰ（溶于９ｇ／Ｌ生理盐
水中，浓度为１ｇ／Ｌ），每次１５ｍｇ／ｋｇ，连续注射４
次，每次间隔２ｈ。ＮＳ组注射与ＰＤ组等容量的生
理盐水。观察各组小鼠的行为学变化，对外界刺激
的反应等情况。

１．２．２　ｒＴＭＳ干预治疗　ｒＴＭＳ组小鼠末次注射

ＭＰＴＰ２４ｈ后，于清醒状态下置于长圆形塑料器具
中，头部暴露于 ＭＣ１２５圆形线圈下，线圈内径１０
ｍｍ，外径６０ｍｍ，最大输出场强３．７Ｔｅｓｌａ（Ｔ）。线
圈中心对准小鼠头部正中，距小鼠头顶的高度为１５
ｍｍ，刺激强度为２７％最大输出功率（约１Ｔ），频率

１Ｈｚ，刺激５个序列，每个序列刺激２５次，每个序列
之间间隔２ｍｉｎ，连续１４ｄ，每只小鼠每天实施ｒＴ
ＭＳ的时间相对固定。ｓｒＴＭＳ组置于相同环境，但
不接受磁刺激；ＮＳ组和ＰＤ组不予任何处理。

１．３　脑组织标本的采集　最后一次刺激２４ｈ后，
动物腹腔内注射１００ｇ／Ｌ水合氯醛（４０ｍｇ／ｋｇ）麻
醉，经左心室依次灌入生理盐水３０ｍｌ，４０ｇ／Ｌ多聚
甲醛溶液１００ｍｌ（０．５～１ｈ），取脑组织放入４０ｇ／Ｌ
多聚甲醛溶液后固定２４ｈ后，再依次浸入１５０ｇ／Ｌ
和３００ｇ／Ｌ蔗糖磷酸缓冲液（４℃）中。待脑组织下
沉冷冻后，用冷冻切片机切片，根据小鼠大脑解剖图
谱，平上丘水平进行ＳＮｃ冠状切片，厚３０μｍ。每３
张取一张，相邻切片分为２套分别用于ＴＨ 和ＢＤ
ＮＦ的免疫组化测定。

１．４　脑组织ＴＨ 和ＢＤＮＦ免疫组化染色　按ＳＰ
法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将切片分别浸入兔抗鼠ＴＨ
多克隆抗体（１５０００），兔抗鼠ＢＤＮＦ多克隆抗体
（１１００）中，４℃过夜，随后依次浸入生物素化羊抗
兔ＩｇＧ工作液和辣根酶 ＨＲＰ标记链酶卵白素工作
液（三抗）中，３７℃下各孵育１ｈ，ＤＡＢ将免疫产物显
示为棕黄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后，将切片裱于多
聚赖氨酸处理的载玻片上，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
明，中性树胶封片。用ＰＢＳ代替一抗作空白对照，
其余步骤同前。

　　结果判定：选取ＳＮｃ解剖结构明显的切面，光
镜下（×４００）对各组黑质区ＴＨ、ＢＤＮＦ免疫阳性细
胞进行细胞计数。每只小鼠取３张切片，各组切片
选取部位尽量一致，每张随机选一侧ＳＮｃ区３个不
同的视野，计数胞体轮廓清晰的细胞，求平均值。并
应用图像分析系统测定黑质区免疫阳性细胞的光密

度值（Ｄ值），同时测定同一张切片上的大脑脚锥体
束的Ｄ值作为背景，用ＴＨ、ＢＤＮＦＤ值减去锥体束
的Ｄ值作为实际Ｄ 值（矫正光密度值，ＣＤ），用ＣＤ
值进行比较分析，每只动物取３张切片，每张切片随
机选取ＳＮｃ区６个免疫阳性细胞，求平均值。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各组实验数据用珚ｘ±ｓ表示，采
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作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
两比较用ＳＮＫｑ检验。两变量间的相关性用双变
量相关分析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计算其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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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１　行为学观察　小鼠在每次注射 ＭＰＴＰ后约５
ｍｉｎ渐出现震颤、竖尾、竖毛、身体僵硬、运动迟缓减
少、后肢张开、步态不稳，对外界刺激反应低下，扎
堆，甚至尿失禁等改变，随着给药次数的增加，其运
动减少、肢体僵硬、步态不稳、反应迟缓的表现越来
越明显，而ＮＳ组小鼠无异常行为，表明ＭＰＴＰ致小
鼠ＰＤ模型制备成功。ｒＴＭＳ治疗后小鼠未出现惊
厥等异常情况。

２．２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　ＴＨ 免疫组化染色
阳性（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ｓｅｉｍｍｕｎ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
ｉｒ）为细胞质和突起着棕黄色。ＮＳ组ＳＮｃ区ＴＨｉｒ
细胞密集，着色深，突起较长，细胞形态正常；ＰＤ组
和ｓｒＴＭＳ组ＳＮｃ区ＴＨｉｒ细胞数量及ＣＤ值均较

ＮＳ组明显减少（Ｐ＜０．０１），胞质着色浅，分布较稀
疏，细胞可见皱缩，突起较短；ｒＴＭＳ组黑质区ＴＨｉｒ
细胞计数及ＣＤ值较ＰＤ组和ｓｒＴＭＳ组明显增加
（Ｐ＜０．０５），细胞染色深，分布较密集；而后二者间
无显著差异。详见图１和表１。

图１　小鼠ＳＮｃ区ＴＨ免疫组化（ＡＤ）和ＢＤＮＦ免疫组化（ＥＨ）染色结果

Ｆｉｇ１　Ｉｍｍｕｎｏ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ｉｒｃｅｌｌｓ（ＡＤ）ａｎｄＢＤＮＦｉｒｃｅｌｌｓ（ＥＨ）ｉｎＳＮｃｏｆｍｉｃｅ
Ａ，Ｅ：ＮＳｇｒｏｕｐ；Ｂ，Ｆ：ＰＤｇｒｏｕｐ；Ｃ，Ｇ：ｓｒＴＭＳｇｒｏｕｐ；Ｄ，Ｈ：ｒＴＭＳｇｒｏｕｐ．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０

表１　小鼠ＳＮｃ区ＴＨｉｒ细胞计数及ＣＤ值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Ｃ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ｉ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ＢＤＮＦｉｒｃｅｌｌｓｉｎＳＮｃｏｆｍｉｃｅ
（ｎ＝８，珚ｘ±ｓ）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ｕｎｔｏｆ
ＴＨｉｒｃｅｌｌｓ

Ｃｏｕｎｔｏｆ
ＢＤＮＦｉｒｃｅｌｌｓ

Ｃ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ＴＨｉｒｃｅｌｌｓ

Ｃ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
ＢＤＮＦｉｒｃｅｌｌｓ

ＮＳ ７１．８８±４．２６ ９２．８５±７．６１ ０．３３２１±０．０３６０ ０．３１８０±０．０２２４
ＰＤ ３１．６７±３．３５ ６２．９９±５．９７ ０．２１９６±０．０１８２ ０．２７９３±０．０２２０

ｓｒＴＭＳ ３２．４５±３．３１ ６１．６３±６．６１ ０．２２５９±０．０２９２ ０．２８４２±０．０１９５

ｒＴＭＳ ３６．６７±３．８２△ ７０．２０±６．１２△ ０．２７９５±０．０２５８△ ０．３０６９±０．０２０３△

　Ｐ＜０．０１ｖｓＮ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ｖｓＰＤｏｒｓｒＴＭＳ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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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ＤＮＦ免疫反应阳性（ＢＤＮＦｉｍｍｕｎｏｒｅａｃｔｉｖｉ
ｔｙ，ＢＤＮＦｉｒ）为细胞质着棕黄色。ＮＳ组 ＳＮｃ区

ＢＤＮＦｉｒ细胞密集，着色深；ＰＤ 组和ｓｒＴＭＳ组

ＳＮｃ区阳性细胞数及 ＣＤ值均较 ＮＳ组明显减少
（Ｐ＜０．０１），有些细胞呈空泡状，胞质着色浅，分布
较稀疏；ｒＴＭＳ组ＳＮ区ＢＤＮＦｉｒ细胞计数、ＣＤ值
较ＰＤ组和ｓｒＴＭＳ组明显增加（Ｐ＜０．０５），染色
深，分布较密集；而后二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
见图２和表２。

２．３　ＰＤ小鼠ＳＮｃ区ＴＨ与ＢＤＮＦ表达的相关性
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ＰＤ小鼠ＳＮｃ区ＴＨｉｒ与ＢＤ
ＮＦｉｒ细胞计数呈明显正相关（ｒ＝０．９４９，Ｐ＜
０．０１），相应的 ＣＤ 值比较亦呈明显正相关（ｒ＝
０．８８０，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ＰＤ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近年来提
出了ＮＴＦｓ缺乏假说，ＮＴＦｓ是靶组织分泌的一组
特异性的蛋白质分子，有维持和促进神经细胞生长、
存活、分化和执行功能的作用［６］。其中ＢＤＮＦ是脑
中含量最多的ＮＴＦ，活体及离体实验均表明ＢＤＮＦ
能促进中脑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存活、分化［７］。Ｈｙ
ｍａｎ等［８］在培养的胚胎中脑多巴胺神经元中加入

ＢＤＮＦ，免疫组化观察存活的 ＴＨ 阳性神经元的数
量，结果发现ＢＤＮＦ能直接作用于多巴胺神经元，
促进其ＴＨ表达，对脑组织具有保护作用。因此，上
调黑质ＢＤＮＦ表达可能是治疗ＰＤ的有效策略之
一。

　　近年来，ｒＴＭＳ在ＰＤ治疗中的作用成为神经科
学的研究热点。当给予大脑皮质神经元一组或一个
序列的磁刺激时，在脑深部产生感应电流，可以引起
皮质局部或远处的神经元兴奋性改变［９］。Ｐａｓｃｕａｌ
Ｌｅｏｎｅ等［２］首先应用ｒＴＭＳ治疗ＰＤ患者并获得一
定疗效，以后这一技术不断更新并应用于临床，不断
取得较好的效果［３］，但其治疗ＰＤ的具体机制尚未
明确。电磁场可使细胞形态、ＤＮＡ、ＲＮＡ、蛋白质合
成、跨膜转运、酶活性以及生物遗传等产生显著变
化。Ｍüｌｌｅｒ等［４］研究发现，对大鼠额区经过长时间

ｒＴＭＳ刺激后，海马、顶叶和梨状区皮质ＢＤＮＦｍＲ
ＮＡ表达明显增高。张小乔等［１０］研究发现ｒＴＭＳ能
促进大鼠脑梗死后梗死侧皮质ｃＦｏｓ和ＢＤＮＦ的表
达，推测ｒＴＭＳ可通过诱导ｃＦｏｓ表达来促进梗死
侧皮质ＢＤＮＦ的表达，从而对脑梗死发挥神经保护
效应。Ｙｕｋｉｍａｓａ等［１１］亦发现抑郁患者经过ｒＴＭＳ
治疗好转后血浆ＢＤＮＦ浓度明显升高。以上研究

均表明，ｒＴＭＳ可能通过影响特定脑区神经元的活
动，促进ＢＤＮＦ的表达而发挥其神经保护作用。本
研究发现ｒＴＭＳ治疗后ＰＤ小鼠ＳＮｃ区ＴＨｉｒ细胞
明显增多，分布密集，且染色深，ＣＤ值明显高于ＰＤ
组和ｓｒＴＭＳ组，提示ｒＴＭＳ可能通过阻止ＰＤ小鼠
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进行性退变，发挥神经保护
作用。

　　正常情况下，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中广泛存在
着ＢＤＮＦ自分泌和旁分泌环路，人ＳＮｃ区多巴胺能
神经元中有 ７４％ 的细胞表达 ＢＤＮＦ［１］。Ｎｕｍａｎ
等［１２］发现ＢＤＮＦｍＲＮＡ与其受体ｔｒｋＢｍＲＮＡ共
存于多巴胺神经元，提示多巴胺能神经元可能依靠

ＢＤＮＦ的局部合成来获得营养支持。本研究发现

ＭＰＴＰ致ＰＤ小鼠模型ＳＮｃ区ＢＤＮＦ蛋白表达较

ＮＳ组明显降低，提示在ＭＰＴＰ致ＰＤ小鼠模型存在

ＢＤＮＦ缺乏。ｒＴＭＳ后ＳＮｃ区ＢＤＮＦｉｒ细胞计数
及表达量明显高于ＰＤ组和ｓｒＴＭＳ组（Ｐ＜０．０５）。
相关分析显示黑质区 ＴＨｉｒ与ＢＤＮＦｉｒ细胞计数
及相应的表达量呈明显正相关。提示ｒＴＭＳ可能是
促使了局部内源性ＢＤＮＦ蛋白的表达，从而保护多
巴胺能神经元，有助于ＰＤ神经功能康复。除ＢＤ
ＮＦ以外，胶质细胞系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ｇｌｉａｌ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ＧＤＮＦ）［１３］，神经
营养素３（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３，ＮＴ３）［１４］等也与 ＴＨ 共
存于中脑ＳＮｃ和腹侧被盖区（ＶＴＡ）多巴胺能神经
元，对多巴胺能神经元具有营养作用。因此，可能是
多种ＮＴＦｓ参与营养多巴胺能神经元，ｒＴＭＳ是否
影响了其他 ＮＴＦｓ，共同保护多巴胺能神经元仍需
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ｒＴＭＳ可以提高

ＭＰＴＰ致ＰＤ小鼠模型黑质区ＢＤＮＦ蛋白表达，表
明ｒＴＭＳ可能通过促进ＢＤＮＦ合成而有效减缓多
巴胺能神经元的退行性变化，从而发挥神经保护作
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ＮａｇａｔｓｕＴ，ＳａｗａｄａＭ．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ｏｓｔｍｏｒｔｅｍｂｒａｉｎｓｉｎ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Ｊ］．ＪＮｅｕ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Ｓｕｐｐｌ，２００７，（７２）：１１３１２０．

［２］　ＰａｓｃｕａｌＬｅｏｎｅＡ，ＶａｌｌｓＳｏｌéＪ，ＢｒａｓｉｌＮｅｔｏＪＰ，ＣａｍｍａｒｏｔａＡ，

ＧｒａｆｍａｎＪ，ＨａｌｌｅｔｔＭ．Ａｋｉｎｅｓｉａｉｎ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Ⅱ．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ｂ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ｏｔｏｒｃｏｒｔｅｘ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４，４４：８９２８９８．
［３］　ＨｅｌｍｉｃｈＲＣ，ＳｉｅｂｎｅｒＨＲ，ＢａｋｋｅｒＭ，ＭｎｃｈａｕＡ，ＢｌｏｅｍＢＲ．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ｏｏｄ

ａｎｄｍｏｔ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ＮｅｕｒｏｌＳｃｉ，

２００６，２４８（１２）：８４９６．



第３期．董巧云，等．经颅磁刺激对帕金森病小鼠黑质区多巴胺能神经元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的影响 ·２４９　　 ·

［４］　ＭüｌｌｅｒＭＢ，ＴｏｓｃｈｉＮ，ＫｒｅｓｓｅＡＥ，ＰｏｓｔＡ，ＫｅｃｋＭＥ．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ｏ

ｋｉｎｉｎｍＲＮＡ，ｂｕｔｎｏｔ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ｍＲＮＡ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ｓｏｆｒａｔｂｒａｉｎ［Ｊ］．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３：

２０５２１５．
［５］　ＦｕｎａｍｉｚｕＨ，ＯｇｉｕｅＩｋｅｄａＭ，ＭｕｋａｉＨ，ＫａｗａｔｏＳ，ＵｅｎｏＳ．Ａ

ｃｕｔｅ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ｄｏ

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ｒａｔｓ［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Ｌｅｔｔ，２００５，３８３
（１２）：７７８１．

［６］　曲　伸，高桂枝．神经营养因子与中枢神经系统疾病［Ｊ］．第二

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１：４８８４９１．
［７］　ｖｏｎＢｏｈｌｅｎｕｎｄＨａｌｂａｃｈＯ，ＭｉｎｉｃｈｉｅｌｌｏＬ，ＵｎｓｉｃｋｅｒＫ．Ｈａｐｌｏ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ｏｒｔｒｋＢａｎｄｔｒｋＣ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ｄｕｃｅｓｃｅｌｌｌｏｓｓ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ｐｈａ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ｎｉｇｒａ［Ｊ］．

ＦＡＳＥＢＪ，２００５，１９：１７４０１７４２．
［８］　ＨｙｍａｎＣ，ＨｏｆｅｒＭ，ＢａｒｄｅＹＡ，ＪｕｈａｓｚＭ，ＹａｎｃｏｐｏｕｌｏｓＧＤ，

ＳｑｕｉｎｔｏＳＰ，ｅｔａｌ．ＢＤＮＦｉｓａ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ｄｏｐａｍｉｎ

ｅｒｇｉｃｎｅｕｒ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ｎｉｇｒａ［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１，３５０：

２３０２３２．
［９］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ＥＭ，ＬｉｓａｎｂｙＳＨ．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

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１，１１２：１３６７１３７７．
［１０］张小乔，梅元武，刘传玉．经颅磁刺激对脑梗死大鼠皮质ｃＦｏｓ

和ＢＤＮＦ表达的影响［Ｊ］．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２００６，

２８：８６８９．
［１１］ＹｕｋｉｍａｓａＴ，ＹｏｓｈｉｍｕｒａＲ，ＴａｍａｇａｗａＡ，ＵｏｚｕｍｉＴ，Ｓｈｉｎｋａｉ

Ｋ，ＵｅｄａＮ，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ｃａｔｅｃｈｏｌ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Ｊ］．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６，３９：５２５９．
［１２］ＮｕｍａｎＳ，ＳｅｒｏｏｇｙＫＢ．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ｋＢａｎｄｔｒｋＣｍＲＮＡｓ

ｂｙａｄｕｌｔｍｉｄｂｒａｉｎ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ｎｅｕｒｏｎｓ：ａｄｏｕｂｌｅｌａｂｅｌｉｎｓｉｔｕｈｙ

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Ｊ］．ＪＣｏｍｐＮｅｕｒｏｌ，１９９９，４０３：２９５３０８．
［１３］ＰｏｃｈｏｎＮＡ，ＭｅｎｏｕｄＡ，ＴｓｅｎｇＪＬ，ＺｕｒｎＡＤ，ＡｅｂｉｓｃｈｅｒＰ．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ＧＤＮ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ｒａｔ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ｉｎｓｉｔｕ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Ｅｕｒ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１９９７，９：

４６３４７１．
［１４］ＳｅｒｏｏｇｙＫＢ，ＬｕｎｄｇｒｅｎＫＨ，ＴｒａｎＴＭ，ＧｕｔｈｒｉｅＫＭ，Ｉｓａｃｋｓｏｎ

ＰＪ，ＧａｌｌＣ Ｍ．Ｄｏｐａｍｉｎｅｒｇｉｃｎｅｕｒｏｎｓｉｎｒａｔｖｅｎｔｒａｌｍｉｄｂｒａ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３

ｍＲＮＡｓ［Ｊ］．ＪＣｏｍｐＮｅｕｒｏｌ，１９９４，３４２：３２１３３４．

［本文编辑］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贾泽军

·读者 作者 编者·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在线投稿系统使用说明

　　为了加快稿件的处理速度，提高办刊效率，《第二军医大学学报》已于２００７年１月开始正式启用在线投稿和在线审稿系

统。为了系统的正常运行和规范投稿行为，现就作者投稿作如下说明。

　　１．论文请参阅本刊投稿须知并按要求撰写。投稿前请仔细通读全文，确认论文撰写流畅，内容完整，结构安排合理，图表

表述清晰，参考文献引用足够。

　　２．作者请先登陆我刊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ｊｓｍｍｕ．ｃｎ），初次投稿者，请先进行权限注册，注册成功后，用该帐号登陆。点击

“在线投稿”菜单，开始在线投稿的步骤。

　　３．仔细阅读投稿声明，然后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并上传稿件。

　　４．上传的文稿必须是 ＷＯＲＤ文档或ＲＡＲ文件，文件大小不超过１０ＭＢ。如文中有图片，请将图片插入文中上传。

　　５．在上传文稿的过程中，如遇网络不畅、无法上传的情况，请将稿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编辑部，由编辑部代为上传。在

Ｅｍａｉｌ中，请写明已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上传成功后，作者可自行修改密码）。

　　６．稿件成功上传后，系统将自动弹出稿件回执。请保存此回执，以备查询。

　　７．在确定编辑部未将稿件送专家审阅前，如对已上传的文稿有修改，修改后的文稿务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编辑部，并说

明情况。切不可通过“在线投稿系统”上传，以免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８．作者投稿后，用已注册帐号登陆系统后方可查询稿件，按“稿件编号”或“作者姓名”方式查询稿件的审稿及编辑加工情况。

　　９．稿件上传成功后请将单位介绍信及审稿费直接邮寄至本刊编辑部。

　　如有疑问请直接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地　址：上海市翔殷路８００号，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邮编２００４３３

　　电　话：０２１２５０７４３４１转８２６，或０２１２５０７４３４４

　　Ｅｍａｉｌ：ｂｘｕｅ＠ｓｍｍｕ．ｅｄｕ．ｃｎ，ｂｘｕｅ３０４＠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