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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犛１１

咖啡因对大鼠神经行为学与海马形态学及神经元内γ氨基丁

酸和５羟色胺表达的影响

黄　旭，李晨曦，蒋懋雨，张艳艳，汪　越；指导教师：贾雪梅

安徽医科大学２００９级临床医学七年制

　　【目的】　观察不同剂量咖啡因对大鼠神经行为学与海马形态学及神经元内γ氨基丁酸（ＧＡＢＡ）和５羟色胺

表达的影响，以探讨咖啡因改善学习记忆能力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将３０只雌性ＳＤ大鼠按完全随机分组法分成３组，对照组（狀＝１０）每天给予生理盐水灌胃，实验组分

低剂量组（狀＝１０）和高剂量组（狀＝１０），每天分别给予２０、６０ｍｇ／ｋｇ咖啡因灌胃，连续１８ｄ，进行咖啡因干预处理。

通过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实验测试各组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各组大鼠海马神经元内ＧＡ

ＢＡ和５羟色胺表达变化，借助 ＨＥ染色、尼氏染色和电子显微镜观察各组大鼠海马神经元形态结构改变。

【结果】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实验结果显示咖啡因可以改善大鼠学习记忆能力，高剂量咖啡因作用更加显著，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高剂量组（０．２１４１±０．００６６）和低剂量组（０．２７９４±０．００８１）

海马神经元内ＧＡＢＡ表达较对照组（０．３５５１±０．０１１７）减少（犉＝１７２．６０３，犘＜０．０５）；高剂量组（０．５５１３±０．０１７

８）和低剂量组（０．４８５６±０．００８５）５羟色胺表达较对照组（０．２９０３±０．００９７）增多（犉＝２８９．５４１，犘＜０．０５），且高

剂量组变化更加明显；ＨＥ染色未见异常；尼氏染色显示高剂量组（０．５５９８±０．００９５）和低剂量组（０．５７５９±

０．００４９）海马神经元内尼氏体较对照组（０．３８５３±０．００８１）增多（犉＝３１．７７６，犘＜０．０５），且低剂量组增多更加显

著；电镜观察发现实验组海马神经元内游离核糖体密度较对照组明显增高，高剂量组海马部分神经元局部内质网

轻度扩张、线粒体肿胀、神经髓鞘松解受损。

【结论】　在一定剂量范围内，咖啡因可剂量依赖性地改善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海马神

经元内ＧＡＢＡ表达和促进５羟色胺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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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辣椒对缺血性脑卒中影响的临床及实验动物研究

王芊芸１，朱肖琪２，董一言２；指导教师：王　韵

１．北京大学医学部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八年制

２．北京大学医学部２０１１级基础医学八年制

　　【目的】　通过临床问卷调查和实验动物模型探讨辣椒素是否对缺血性脑卒中有保护作用。分析食用辣椒是

否会影响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以及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观察辣椒素灌胃处理是否影响大鼠的神经学功能评价和

脑缺血情况，从而分析辣椒素对缺血性脑卒中是否存在保护效应。

【方法】　临床问卷调查：选取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和无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６００例，发放问卷进行调查，之后进行

病例对照分析，统计两组人群在是否食用辣椒、食用辣椒的频率及种类等方面的差异；动物实验：采用大鼠大脑中动

脉阻塞模型，结合神经学功能评价和ＴＴＣ染色技术观察辣椒素灌胃处理对大鼠缺血性脑卒中是否存在保护效应。

【结果】　通过统计临床调查得到的问卷数据，分析对照组和病例组在是否食用辣椒以及食用辣椒的频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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