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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配艾灸对震颤麻痹大鼠行为学和细胞凋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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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以中

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严重缺失为主要病变，广泛累

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较为常见且症候复杂多样的慢性神

经元变性疾病。目前其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内、外源

性神经毒素可能起到重要作用。治疗方面，针灸治疗

PD的有效性已为临床及实验研究所证实¨。2J，尤其是

电针或头针已被较多学者研究并证明有效p。J。针刺

治疗震颤麻痹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近年来关于针

刺治疗PD的机理，比较集中于纹状体、尾核、中脑、苍

白球系等脑区，实验室研究多关注于多巴胺(DA)的含

量变化，临床指标多以肌电图和脑部电生理改变为主。

但前者多处在动物试验阶段，其他指标少见，细胞凋亡

几乎没有。由于对其获效机制的研究较少，尤其在电

针配艾灸舞蹈震颤区治疗方面，目前基础研究没有，因

此，研究关于电针配艾灸舞蹈震颤区治疗PD的机理

和便捷疗效方面有着更良好的应用前景。我们通过临

床上大量病例研究证明其安全有效，故本研究通过对

实验性PD大鼠的电针艾灸治疗，观察电针配艾灸对

PD模型大鼠行为学及黑质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对治

疗PD的机制进行进一步探讨，同时提出新的更高效

便捷的方法。

1实验材料

sD大鼠，健康雄性，体重230—2609，清洁级(由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动物中心提供)，6一羟基多巴胺(6

一OHDA．HBr)，购自美国Sigma chemical Co公司。阿

朴吗啡Apomorphine．HCl，APO，购自美国Sigma chemi—

cal co公司。TUNEL细胞凋亡试剂盒购自美国Sigma

chemical Co公司。

2实验方法

2．1实验动物分组72只大鼠随机分成6组，每组

12只。正常组(12只)、假手术组(12只)、模型组(12

只)、电针组(12只)，药物组(12只)、电针配艾灸组

(12只)。正常对照组：常规饲养。常温常湿，自由饮

水。假手术组：进行建立实验模型手术，不注入6一

OHDA。手术后不作其他处理。模型组：建立实验模

型后不作其他处理。电针组：造模后给予电针治疗。

造模后，取右侧舞蹈震颤区(位于运动区前1．5cm的

平行线即是)上点与下点用0．25mm X 25mm毫针针

刺，连接KWD一808Ⅱ型全能脉冲电疗仪，疏密波，频

率1HZ，电压O．1V，强度以大鼠摆尾为度，每日1次，

时间30min，共治疗20天。左旋多巴药物组：造模后

给予400mg／kg的剂量左旋多巴灌胃治疗，每日1次，

共治疗20天。电针配艾灸组：造模后给予电针和艾灸

治疗。电针方法同电针组，同时艾灸每日1次，时间

30rain，共治疗20天。

2．2实验模型的建立手术前准备，成熟健康SD大

鼠，雄性，体莺230—2609。动物在室温下笼中常规喂

养，术前不禁食。6一羟基多巴胺溶于0．02％的抗坏

血酸液中配制成0．2％的溶液，一20℃冰箱密封避光

保存备用。阿朴吗啡用双蒸水配成0．01％溶液备用，

以上溶液要求严格无菌。选择性右侧偏侧大鼠PD模

型旧。9J，制备动物用0．3％戊巴比妥钠10mL／kg腹腔

注射麻醉后，固定在立体定位仪上。在无菌条件下，正

中切开大鼠颅顶部皮肤，剥离骨膜，暴露前囟、人字缝。

用鼠颅骨钻于手术要求部位钻一直径为5mm的颅骨

孔。参照Pellegri—no等¨¨121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参

看Whishaw等体重在180—2509范围内的大鼠使用此

图谱的数学折算方法，确定右侧黑质部位坐标位置。

用微量进样器分2次将6一OHDA按下列坐标位置注

入右侧黑质部建立右侧选择性大鼠PD模型。B坐标

系统：外耳道连线低于上门齿板上缘5mm，即水平0

平面。第1次注射4“L，针尖斜面朝嘴侧，坐标为前囟

后3．0mm，正中线右侧2．5mm，硬脑膜腹侧8．6mm。

第2次注射3“L，针尖斜面朝尾侧，坐标为前囟后

2．4mm，正中线右侧2．7mm，硬脑膜腹侧8．6mm。注

射速度为l；rL／min，每次注射完毕留针10min，然后以

1．0nun／rain速度缓慢拔针。手术完毕，用医用明胶海

绵填塞颅骨孔，缝合切口，放回笼中喂养。APO诱发

动物旋转行为观察造模术后2周，大鼠腹腔注射

0．0l％，AP010mL／kg诱发大鼠旋转行为，验证6一

OHDA对中脑黑质DA神经元的损伤效应。注射

APOlomin开始记录，共记录30rain。旋转速度达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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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min视为选择性偏侧大鼠PD模型制备成功。

3观察指标测定、统计分析

3．1 行为学检测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对各组大

鼠进行APO诱发的旋转行为测试，比较治疗前后行为

学的改变。

3．2 测定组织中的细胞凋亡 原位末端标记法

(TUNEL法)检测细胞凋亡：切片滴加蛋白酶K，消化

5min，TBS漂洗，滴加末端标记酶置温盒内37℃水浴

2h，TBS漂洗封闭液室温孵育30min，TBS漂洗，DAB

显色，显微镜观察。细胞核中有棕黄色颗粒者为

TUNEL染色阳性的凋亡细胞。美国计算机图象分析

处理系统上，测定阳性细胞数目的平均光密度(IOD／

area)o

3．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l7．0统计软件做分析，结

果以z±s表示，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q检验。

4结果

4．1行为学检测表l显示，治疗前模型组、电针组、

药物组、电针配艾灸组之间PD大鼠旋转次数无显著

性差异；治疗后电针组、药物组PD大鼠旋转次数明显

少于模型组(P<0．01)，其中电针组和药物组无明显

差异(P>0．05)。治疗后电针配艾灸组PD大鼠旋转

次数明显少于电针组、药物组(P<0．01)。

表l针刺对PD大鼠旋转次数的影响[(x±s)次／分]

注：与模型组比较，一P<o．01，与电针组、药物组、电针配艾灸组

比较，△△P<O．01。

表2针刺治疗对PD模型大鼠细胞凋亡平均光密度的影II向(x±s)

注：与模型组比较，一P<0．01；与电针组，药物组，电针配艾灸组

比较，△△P<0．Ol。

4．2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凋亡的检测表2显示。

治疗前模型组、电针组、药物组之间PD大鼠细胞凋亡

无显著性差异，治疗后电针组、药物组PD大鼠细胞凋

亡明显少于模型组(P<0．01)。其中电针组和药物组

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电针配艾灸组PD大

鼠凋亡明显少于电针组、药物组(P<0．01)。

5讨论

中医认为PD为“内风”所致，肝主风，主筋，本病

的主症震颤、强直、运动减少等均为筋脉失养的表现，

所以选择电针配艾灸“舞蹈震颤区”作为治疗手段，同

时也填补了国内外无电针配艾灸舞蹈震颤区治疗震颤

麻痹的动物实验研究¨3|。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中脑

黑质神经细胞凋亡阳性数最高，电针治疗、美多巴治疗

后神经细胞凋亡阳性数明显减少‘14](P<0．01)。但

是2个治疗组之间神经细胞凋亡阳性数无明显差异

(P>0．05)。电针配艾灸对震颤麻痹大鼠的治疗作用

优于电针组。本研究结果提示电针配艾灸治疗PD行

为学变化可能是通过抑制中脑黑质神经细胞凋亡起作

用的，其效应优于美多巴治疗，为临床提供了一种简、

便、廉、效的治疗方法。至于其抑制中脑黑质神经细胞

凋亡的具体作用途径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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