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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犛１５４

犇犛犛对血管性痴呆大鼠犘犛犇９５表达及功能的影响

刘　津，赵真涵，罗兴达，李玉磊，邱　平；指导教师：刘瑞珍，黄志华

赣南医学院

　　【立论依据】　血管性痴呆（ＶＤ）是一种由于脑血液循环障碍，进而使神经元损伤出现认知功能缺损的综合征，

目前尚缺乏疗效肯定的手段。突触后致密蛋白９５（ＰＳＤ９５）在ＮＭＤＡＲ和突触膜表面蛋白（如ｎＮＯＳ）之间起连接

作用，对兴奋性信号转导进行整合。ＮＭＤＡＲ参与了海马突触可塑性诱导及学习和记忆机制。在慢性脑缺血早

期，ＰＳＤ９５过表达介导了谷氨酸兴奋毒性对神经元的损伤；缺血晚期ＰＳＤ９５表达过低，则出现ＬＴＰ诱导障碍及学

习和记忆能力下降。本课题组预实验结果表明，ＤＳＳ可提高局灶性脑缺血（ＭＣＡＯ）再灌注损伤及２ＶＯ大鼠学习

记忆能力；另外，ＤＳＳ可降低 ＭＣＡＯ再灌注２４ｈ后大鼠皮层ＰＳＤ９５水平。

【设计思路】　本设计拟采用大鼠双侧颈总动脉结扎（２ＶＯ）慢性脑缺血模型，通过检测脑缺血不同时间点

ＰＳＤ９５ｍＲＮＡ和蛋白水平、ＰＳＤ９５与ＮＭＤＡＲ不同亚型的相互作用，探讨ＤＳＳ改善ＶＤ大鼠学习记忆的可能机

制。

【实验内容】　（１）大鼠２ＶＯ模型的制备；（２）水迷宫实验；（３）尼氏染色观察海马ＣＡ１区神经元丢失情况；（４）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及蛋白质印迹方法观察海马组织ＰＳＤ９５的 ｍＲＮＡ和蛋白水平变化；（５）免疫共沉淀方法检测

ＰＳＤ９５与ＧｌｕＮ２Ａ及ＧｌｕＮ２Ｂ的相互作用。

【材料】　２２０～２５０ｇＳＤ大鼠、抗体、ＰＣＲ及尼氏染色试剂盒等。

【可行性】　（１）理论：文献及前期结果支持ＤＳＳ通过调节ＰＳＤ９５蛋白表达及其与 ＮＭＤＡＲ的相互作用改善

学习记忆的假设；（２）模型：２ＶＯ模型为建立ＶＤ的有效模型 （３）设施：实验室具备相关实验仪器 （４）操作：学生掌

握实验相关操作技术。

【创新性】　本项目从临床问题出发，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从调控ＰＳＤ９５表达及功能的角度研究

ＤＳＳ对血管性痴呆大鼠学习记忆功能的改善作用及机制。本研究可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新药开发以及临床治疗

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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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犖犃微条形码技术在降解检材种属鉴定中的应用及法医学意

义

吴德鹏１，王羽佳２，王雪霏１；指导教师：丁　梅

１．中国医科大学２０１０级临床医学

２．中国医科大学２０１０级法医学

　　【立题依据】　标准ＤＮＡ条形码技术是基于ＣＯＩ基因序列分析而建立的一种物种鉴定方法，但由于目的基因

扩增片段长达６４５ｂｐ，在法医物证降解检材中的应用受到限制。因此，本研究拟建立ＤＮＡ微条形码技术，以解决

法医物证特殊检材种属鉴定的难题。

【设计思路】　设计分别扩增不同近缘动物ＣＯＩ基因的通用引物，构建相应的复合扩增体系，并从种属特异

性、林敏性、稳定性、案件适应性等方面进行验证。

【实验内容】　ＤＮＡ提取及处理：有机溶剂法提取实验样本的基因组ＤＮＡ；制备ＤＮＡ＜２００ｂｐ的降解检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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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动物ＤＮＡ不同比例混合的混合检材。引物设计与合成：设计４对种属特异性引物和１对无种属特异性的

ＮＤ３引物，并合成ＣＯＩ基因的标准引物。ＰＣＲ扩增：①以１０种动物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分别用自行设计的４对

引物进行扩增，以检验引物种属特异性；②以１０种动物不同浓度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分别用对应种属特异性的

引物进行扩增，以检验引物扩增效能；③以降解检材基因组ＤＮＡ为模板，分别用自行设计引物和标准引物进行扩

增，以评估引物应用价值。ＰＣＲ复合扩增：在确定自行设计引物特异性、扩增灵敏度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引物量和

退火温度构建含有５对引物的复合扩增体系，并用于单一样本和混合样本基因组ＤＮＡ的扩增。扩增产物检测：

用聚丙烯凝胶电泳结合银染的方法检测各种动物模板ＤＮＡ的扩增效果，以判定引物的扩增特异性和灵敏度，及

降解检材和混合检材的扩增效果；用循环测序的方法获得各扩增产物的碱基序列，并通过ＢＬＡＳＴ软件与ＤＮＡ数

据库比对及遗传距离分析，判定检材的种属来源。

【实验材料】　常见家禽（鸡、鸭、鹅、鹌鹑、鸽子）和常见家畜（水牛、黄牛、山羊、绵羊、马、驴、犬）共７科１８种动

物及人类血液样本各５例。

【可行性】　（１）不同种属动物ＣＯＩ基因序列可从相应ＤＮＡ数据库获得；（２）熟练掌握引物设计的操作方法和

ＰＣＲ技术；（３）具备本研究所需的各种仪器、设备和试剂。

【创新性】　为法医物证降解检材的种属鉴定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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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激素犵犺狉犲犾犻狀／狀犲狊犳犪狋犻狀对棕色脂肪细胞分化的影响

王岳鑫，陈佳琰，张新宇；指导教师：李　茵

北京大学医学部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

　　【立项依据】　Ｇｈｒｅｌｉｎ和ｎｅｓｆａｔｉｎ是两种主要由胃粘膜Ｘ／Ａ样细胞分泌的激素，对于全身的能量代谢有重要

的调控作用，其作用基本上是相互拮抗的。例如，给予ｇｈｒｅｌｉｎ后，动物摄食、体重增加，白色脂肪组织中脂质沉积

增加，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而ｎｅｓｆａｔｉｎ的作用却是相反的。因此ｇｈｒｅｌｉｎ和ｎｅｓｆａｔｉｎ的平衡对于代谢综合征的改善

有重大意义。人体内的脂肪组织分为两种，不同于以储能为主要功能的白色脂肪组织，棕色脂肪组织与非颤栗性

产热有关，其活性受多种因素的调节。棕色脂肪细胞特异性表达解偶联蛋白１（ＵＣＰ１），使得能量以热能的形式释

放出去而不是转化为ＡＴＰ。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成年人的身体中依然存在棕色脂肪组织，并且其活性与肥胖成负

相关，表明棕色脂肪组织可能对能量代谢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能量代谢的调控过程中，ｇｈｒｅｌｉｎ和ｎｅｓｆａｔｉｎ可能

对棕色脂肪组织的功能有着调控作用。

【设计思路】　研究主要采用体外实验的方法，培养分离的乳鼠原代前棕色脂肪细胞，诱导分化，在分化过程中

的不同时间给予一定剂量的ｇｈｒｅｌｉｎ或ｎｅｓｆａｔｉｎ的刺激，然后观察激素对于细胞分化的影响。

【实验内容】　分离出生两天内的乳鼠原代前棕色脂肪细胞，分化并给予激素刺激，一定时间后收细胞提取

ＲＮＡ和蛋白进行ＲＴＰＣＲ、蛋白质印迹、ＣｏＩＰ检测，测定线粒体功能、拷贝数等实验，同时进行 ＨＥ、Ｏｉｌｒｅｄ染色

等，从而在分子水平上和形态学上检验激素对棕色脂肪细胞分化的影响。

【材料】　Ｃ５７小鼠，ｇｈｒｅｌｉｎ和ｎｅｓｆａｔｉｎ多肽，多种抗体、引物、试剂等。

【可行性】　Ｇｈｒｅｌｉｎ和ｎｅｓｆａｔｉｎ已经被证实对多个与能量代谢相关的靶器官的功能有调控作用，并且与肥胖

的形成和肥胖后一系列的代谢改变有关。而肥胖的过程中，棕色脂肪组织的活性明显下降。最近有研究表明ｇｈ

ｒｅｌｉｎ受体敲除后，棕色脂肪组织中 ＵＣＰ１的表达量上升；寒冷刺激下，被激活的ｎｅｓｆａｔｉｎ＋神经元与调控棕色脂肪

组织活性的神经元存在共定位，说明两种激素可能与棕色脂肪组织的功能相关。

【创新性】　本研究探索胃肠道激素对棕色脂肪细胞功能的影响，把胃肠道和棕色脂肪组织有机的联系在了一

起，为解决代谢综合征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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