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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节段背根神经节慢性压迫大鼠的痛觉敏化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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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机械压迫背根神经节及其附近的神经根可能会引起腰痛和坐骨神经痛，而在患者人群中多节段的腰

骶神经根病比单一能级水平更常见，常常表现出多节段神经根受压和椎间孔狭窄。本研究目的是观察多节段背根

神经节慢性压迫（ｍＣＣＤ）模型大鼠自发和诱发痛行为，初步探讨其可能的神经机制。

【方法】　将１６８只成年雄性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大鼠（２００～２２０ｇ）随机分成多节段背根神经节慢性压迫（狀＝８９）

组和正常（正常对照，狀＝７９）组。本实验自发痛行为由位于大鼠视野盲区的摄像头记录，机械和温度（冷和热）刺激

诱发痛行为进行评估。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和多导微电极阵列方法观察ｍＣＣＤ组大鼠外周背根神经节和中枢神经

系统前扣带回皮层的可塑性变化。

【结果】　ｍＣＣＤ模型大鼠在术后３ｈ～４２ｄ中表现出持续和明显的自发痛行为，如湿狗样行为和自发性缩爪，

在术后１～４２ｄ中出现明显同侧和对侧机械性触诱发痛和痛觉过敏、冷和热痛觉异常行为，热痛觉过敏。在 ｍＣ

ＣＤ模型大鼠同侧及对侧背根神经节中神经损伤标志物激活转录因子３（ＡＴＦ３）的表达明显增加，ＡＴＦ３表达增加

出现于所有大小的背根神经节神经元中，同时对侧和同侧前扣带回皮层的长时程增强（ＬＴＰ）消失。

【结论】　ｍＣＣＤ大鼠出现自发痛行为和对侧机械、温度性痛觉敏化，双侧背根神经节神经元损伤和前扣带回

皮层突触可塑性变化可能参与该模型双侧机械和温度性痛觉敏化以及自发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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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犉κ犅在氯胺酮致发育期大鼠皮质神经毒性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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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文献表明ＮＦκＢ活化可上调ＣｙｃｌｉｎＤ１，异常启动细胞周期诱导神经细胞凋亡。课题组前期研究发

现氯胺酮能上调未成熟神经细胞ＣｙｃｌｉｎＤ１的表达，且呈时间剂量依赖性，提示 ＮＦκＢ在氯胺酮诱导未成熟神经

毒性方面起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体内和体外模型观察氯胺酮诱导的未成熟神经细胞凋亡过程中ＮＦκＢ活性的

变化，探讨ＮＦκＢ在其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体内模型：Ｐ７ＳＤ幼鼠每９０分钟经腹腔注射不同剂量的氯胺酮 （０、５、１０、２０ｍｇ／ｋｇ）共５次，７．５ｈ后

提取大脑皮质细胞浆蛋白及核蛋白。体外模型：Ｅ１８胎鼠皮质神经细胞培养２４ｈ，加入不同浓度的氯胺酮（０、１、

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μｍｏｌ／Ｌ），作用不同时间（６、１２、２４、４８ｈ）提取大脑皮质细胞浆蛋白及核蛋白。ＭＴＴ法检测氯胺酮对

Ｅ１８胎鼠皮质神经细胞体外存活率的影响；蛋白质印迹法检测Ｐ７幼鼠皮质及Ｅ１８胎鼠皮质神经细胞中核蛋白

Ｐ６５、Ｐ５０和浆蛋白ＩκＢ的表达水平。

【结果】　ＭＴＴ法显示在体外模型中氯胺酮作用６ｈ后实验组神经细胞存活率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作用１２

ｈ后１００、１０００μｍｏｌ／Ｌ实验组神经细胞存活率低于对照组，作用２４ｈ后１０、１００以及１０００μｍｏｌ／Ｌ实验组神经细

胞存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作用４８ｈ后实验组神经细胞存活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蛋白质印迹结果显示在体内模型中１０、２０ｍｇ／ｋｇ实验组细胞核中Ｐ６５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２０ｍｇ／

ｋｇ实验组细胞核中Ｐ５０蛋白水平高于对照组，１０、２０ｍｇ／ｋｇ细胞浆中ＩκＢ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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