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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对电刺激硬脑膜偏头痛大鼠模型５ＨＴ１Ｂ
受体的调节作用

朱玉璞　裴　培　刘　璐　赵洛鹏　曲正阳　王麟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１０００１０）

摘要　目的：探讨电针对电刺激硬脑膜大鼠偏头痛模型５ＨＴ１Ｂ受体的调节作用。方法：选取成年雄性ＳＤ大鼠４０只，随机

分为５组，每组８只，对照组（Ｃ，只进行手术，不进行硬脑膜电刺激）、模型组（Ｍ，造模不给予电针）、单穴组（ＥＡ１，造模并
给予电针风池穴）、双穴组（ＥＡ２，造模并给予电针风池穴、阳陵泉穴）和假穴组（ＳＡ，造模并给予电针假穴）。实验前检测
面部机械痛阈基线，实验第２、４、６天分别测定大鼠足面部的机械痛阈。实验第７天取三叉神经脊束核、三叉神经核，用相
对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测定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相对表达水平，用蛋白印迹法测定５ＨＴ１Ｂ受体蛋白相对表达水平。结
果：与模型组比较，单穴组和双穴组的痛阈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且双穴组高于单穴组（Ｐ＜００５）；单穴组和双穴组５ＨＴ１Ｂ
受体基因表达和蛋白表达比模型组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且双穴组高于单穴组（Ｐ＜００５）。结论：电针对偏头痛大鼠模型
有治疗作用，且双穴组优于单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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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头痛是一种多因素神经血管紊乱疾病，临床
表现为反复发作性头痛，并伴有神经、胃肠道及自主

神经功能紊乱症状［１］。在２０１２年由《柳叶刀》发起
的全球疾病负担调查中，偏头痛排第８位［２］。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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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第６大致残性疾病［３］，

但治疗却缺乏完整有效的手段［１］。偏头痛久治不

愈，可能会发展为慢性偏头痛最终致残，此类患者在

中国占９３％［４］，在美国占１２％［５］。目前，对于偏头

痛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仍然知之甚少，现代研究认为

多与三叉神经血管系统有关［６９］。经典疼痛传导通

路由三叉神经节（Ｔｒｉｇｅｍｉｎ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ａ，ＴＧ）、三叉神经
脊束核尾核（ＴｒｉｇｅｍｉｎａｌＮｕｃｌｅｕｓＣａｕｄａｌｉｓ，ＴＮＣ）和丘
脑组成。同时，有学者认为５ＨＴ１Ｂ受体在脑血管平
滑肌、内皮细胞、ＴＧ以及ＴＮＣ上均有分布［１０］。还有

研究发现，多数ＴＧ内的神经元具有５ＨＴ１Ｂ受体
［１１］。

可以确定５ＨＴ１Ｂ存在于 ＴＧ和 ＴＮＣ部位。目前，曲
普坦类是临床治疗偏头痛的一线用药，从药理学上

分析，曲普坦类是５ＨＴ１Ｂ受体激动剂，其抗偏头痛作
用的机制是收缩颅血管［１２］和阻滞三叉神经引起的

硬脑膜血浆蛋白渗出［１３］。由此可见，５ＨＴ１Ｂ受体在
偏头痛的发生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

也是偏头痛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靶点。在最近几十

年里，西方国家将针灸应用于包括偏头痛在内的各

种疾病的治疗［１４１５］。但是，目前对于电针治疗偏头

痛的机制尚不明确。所以，本实验采用电刺激硬脑

膜的方法建立大鼠偏头痛模型，应用面部机械痛测

定、相对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ＲＴＰＣＲ）测定和
蛋白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别从行为学、基因以及
蛋白方面对电针治疗偏头痛的机制进行阐述，以期

望能够揭示电针治疗偏头痛的相关机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实验动物　成年雄性 ＳＤ大鼠４０只，２００～
２２０ｇ，由北京维通利华公司提供。适应性喂养一
周，饲养环境：安静，１２∶１２ｈ明暗光照环境中（８：
００ＡＭ８：００ＰＭ），单笼喂养。
１１２　主要试剂　Ｔｒｉｚｏｌ（美国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Ｍ
ＭＬＶ逆转录酶（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ＤＮａｓｅＩ（美国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ＭＢＩ）公司）；６×Ｌｏａｄ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美国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ＭＢＩ）公司）；ｄＮＴＰ（１０ｍＭ）
（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２×ＥｘＴａｑＭｉｘ（宝
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Ｈ２Ｏ（韩国
Ｗａｌｇｅｎｅ公司）；Ｅｖａ＿ｇｒｅｅｎ（美国 Ｂｉｏｔｉｕｍ公司）；５
ＨＴ１Ｂ多克隆抗体（１∶１０００）（美国 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
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与模型制备　选取４０只成年雄性 ＳＤ
大鼠，随机分为５组，每组８只，对照组（Ｃ，只进行手

术，不进行硬脑膜电刺激）、模型组（Ｍ，造模不给予
电针）、单穴组（ＥＡ１，造模并给予电针风池）、双穴组
（ＥＡ２，造模并给予电针风池、阳陵泉）和假穴组
（ＳＡ，造模并给予电针假穴）。模型的建立参照先前
的实验方法　１）安置电极：用１０％戊巴比妥钠 ４０
ｍｇ／ｋｇ腹腔注射，待大鼠完全麻醉后，剔除头正中部
毛发，俯卧位置于脑立体定位仪上，并将耳杆插入大

鼠耳道内。皮肤消毒，逐层切开皮肤、肌肉等组织，

用蘸有双氧水的棉签擦去骨膜，颅骨彻底暴露后，以

颅中线冠状缝交叉点前４ｍｍ为前界，颅中线冠状
缝交叉点后６ｍｍ为后界，用台式牙科钻小心钻开２
个直径约１ｍｍ的圆孔，钻孔时使用４℃生理盐水以
降低钻及孔的温度，防止灼伤硬膜；暴露上矢状窦旁

硬脑膜后，将双极电极放置于钻好的刺激孔中（除电

极外均应是绝缘），轻柔接触硬膜，以５０２胶水和牙
托粉将电极固定于颅骨骨面，仅留电极接头于皮肤

外，并在孔内插入电极保护帽，以防止外刺激孔堵

塞。以上所有操作均在无菌条件下进行。术后分笼

单独饲养，温度为（２４±１）℃，麻醉清醒后自由摄取
水和食物，常规使用庆大霉素（００４ｍｉｌｌｉｏｎＩＵ／１００
ｇ），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和伤口愈合情况，实验严格按
照国际疼痛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ａｉｎ，ＩＡＳＰ）关于动物进行疼痛研究的伦理
纲要进行操作，电极脱落或死亡的大鼠予以剔除。

２）反复电刺激：大鼠安置电极后恢复一周，恢复后开
始电刺激硬脑膜，正式刺激前以１Ｈｚ进行预刺激５
～１０ｓ，观察到大鼠１次／ｓ的节律性点头动作表示
电极安放成功，确定电极安放成功后给予正式电刺

激。电刺激参数：刺激频率：２０Ｈｚ，电流强度：１８～
２０ｍＡ，脉宽：０５ｍｓ，波形：方波，刺激时间：１５
ｍｉｎ，在实验第１、３、５ｄ进行电刺激。对照组仅安置
电极不进行电刺激。

１２２　电针治疗　“穴位”电针：参照《实验针灸
学》的方法取穴，单穴组取大鼠双侧“风池”穴

（ＧＢ２０），双穴组取大鼠双侧“阳陵泉”穴（ＧＢ３４）。
假穴组取腰部非穴位点。在实验第１、３、５天进行电
针治疗。电针（直径０１６ｍｍ）进针２～３ｍｍ，连接
ＨＡＮＳ电针仪，电针参数：疏密波 ２／１５Ｈｚ，０５～１
ｍＡ，强度以大鼠耳郭轻度抖动或局部肌肉收缩为
度，刺激１０ｍｉｎ。
１２３　大鼠面部机械痛阈（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ＷＴ）的测定　本研究中大鼠面部机械刺
激反应阈值同样采用测定。原理是利用不同压力作

用于大鼠面部眶周，引起大鼠的躲避反应，以引起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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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反应的压力表示大鼠的机械反应阈值。安静环境

中，将大鼠置于半透明有机玻璃笼中，靠近大鼠头部

的两侧笼壁上有１ｃｍ×５ｃｍ孔径。测试前大鼠适
应环境１５～３０ｍｉｎ，用电子 ｖｏｎＦｒｅｙ测痛仪直刺激
大鼠面部眶周，大鼠出现躲避行为视为阳性反应，否

则为阴性反应。每次刺激持续时间２ｓ，间隔１５ｓ，
出现阳性反应的力度即记为面部机械反应阈值。在

实验前进行面部的痛阈Ｂａｓｅｌｉｎｅ的测定，在第２、４、６
天分别进行痛阈测定。

１２４　取材　实验大鼠在第７天取材。ＰＣＲ取材
用１０％水合氯醛经腹腔注射麻醉大鼠，剪开胸部，
将灌注针由左心室穿入主动脉升部，注入生理盐水

灌注３０ｍｉｎ后，取ＴＧ和ＴＮＣ迅速放入液氮中冷冻，
冻实后备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取材用１０％水合氯醛经
腹腔注射麻醉大鼠，剪开胸部，将灌注针由左心室穿

入主动脉升部，注入生理盐水，灌注２０ｍｉｎ后，取出
脑组织后，取ＴＧ和ＴＮＣ迅速放入液氮中冷冻，冻实
后备用。

１２５　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的相对表达测定　用相对
定量ＲＴＰＣＲ测定。取组织后迅速放液氮中冷冻，
冻实后置于研钵中研磨，用Ｔｒｉｚｏｌ法抽提总 ＲＮＡ，取
少量组织用分光光度法和琼脂糖凝胶电泳测定

ＲＮＡ质量。按照逆转录试剂盒要求，将 １μｇ总
ＲＮＡ逆转录为ｃＤＮＡ，４℃冰箱保存备用。配置ＰＣＲ
反应体系 ２５μＬ备用，包含 ２×ＰＣＲＴａｑＭｉｘ１２５
μＬ，１０μｍｏｌ／Ｌ下游引物各 ０５μＬ，ｃＤＮＡ模板 １
μＬ，并用灭菌ｄｄＨ２０补足至２５μＬ。ＰＣＲ反应条件：
９４℃预变性３ｍｉｎ，９４℃变性２０ｓ，６０℃退火２０ｓ，
７２℃延伸３０ｓ，扩增４０个循环，最后溶解曲线６５～
９０℃。实验结束即可得到目的基因与内参基因的
扩增曲线和溶解曲线。目的基因和内参基因均设置

３个复孔，以表示 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ΔＣｔ（Ｃｔ值目的基因 －Ｃｔ值内参基因 ）实验组 －ΔＣｔ（Ｃｔ
值目的基因 －Ｃｔ值管家基因）对照组，２

－（△△ＣＴ） ＝ｆｏｌｄ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实验组／对照组）其中ＣＴ值为 ＰＣＲ扩增过程中，扩增
产物的荧光信号达到设定的阈值时所经过的扩增循

环次数。

１２６　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蛋白的测定　实验步骤严
格遵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将待测定的脑组织从液

氮中取出，在冰生理盐水中洗净，吸干水分后称重，

加裂解液后在冰上进行匀浆，提前预冷（４℃）离心
机后进行离心（１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２０ｍｉｎ）。每等分样品
取１／２上清液，测定其蛋白浓度，将１０ｇ蛋白与上样
缓冲液充分混匀，并煮沸加热５ｍｉｎ，置于 ＳＤＳ变性

聚丙烯胺凝胶电泳，转膜，５％脱脂牛奶封闭１ｈ，加
一抗和单克隆抗 βａｃｔｉｎ，洗膜，加二抗孵育１ｈ（抗
兔ＩｇＧ抗体），再次洗膜，显影，Ｇｅｌｐｒｏ软件分析可视
带的密度。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当方差齐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中的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ｌ分析，当方差不齐时用单因素方分析
中的Ｔａｍｈａｎｅ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大鼠面部机械痛阈（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ＭＷＴ）水平比较　Ｖｏｎｆｒｅｙ测试显示，
模型组、单穴组、双穴组和假穴组的大鼠面部痛域在

实验第２、４、６天都有下降。在实验前，各组大鼠面
部痛阈值对照组（３２８０±２３３）ｇ，模型组（３１９２±
７９８）ｇ，单穴组（３２９６±７７６）ｇ，双穴组（３１８６±
４６５）ｇ，假穴组（２９３３±４９０）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实验第２天，模型组（７８２±１５７）ｇ与
对照组（３７５０±９５１）ｇ比较，痛阈有显著下降（Ｐ＜
０００１）；单穴组（２４２７±５７２）ｇ相较于模型组
（７８２±１５７）ｇ痛阈显著升高（Ｐ＜００５），双穴组
（２７５３±７７）ｇ痛阈相较于模型组（７８２±１５７）ｇ
痛阈显著升高（Ｐ＜００５），同时，双穴组（２７５３±
７７）ｇ痛阈高于单穴组（２４２７±５７２）ｇ（Ｐ＜００５）；
模型组（７８２±１５７）ｇ与假穴组（６４４±１９５）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第４天，模
型组（６７４±２５８）ｇ与对照组（３２６１±７７１）ｇ比
较，痛阈有显著下降（Ｐ＜０００１）；单穴组（２０５１±
３８９）ｇ相较于模型组（６７４±２５８）ｇ痛阈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双穴组（２７３３±７９６）ｇ痛阈相较于模
型组（６７４±２５８）ｇ痛阈显著升高（Ｐ＜００１），同
时，双穴组（２７３３±７９６）ｇ痛阈高于单穴组（２０５１
±３８９）ｇ（Ｐ＜００５）；模型组（６７４±２５８）ｇ与假穴
组（９８７±３１６）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第６天，模型组（７１４±１３４）ｇ与对照
组（３３９１±６４３）ｇ比较，痛阈有显著下降（Ｐ＜
００５）；单穴组（２１６３±１０８）ｇ相较于模型组（７１４
±１３４）ｇ痛阈显著升高（Ｐ＜００５），双穴组（２３９４
±３７７）ｇ痛阈相较于模型组（７１４±１３４）ｇ痛阈显
著升高（Ｐ＜００５），同时，双穴组痛（２３９４±３７７）ｇ
阈高于单穴组（２１６３±１０８）ｇ（Ｐ＜００１）；模型组
（７１４±１３４）ｇ与假穴组（１３２８±２７６）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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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各组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相对表达水平比较　实
验结果显示，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在各组 ＴＮＣ和 ＴＧ中
均有表达，模型组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相对表达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单穴组
和双穴组在ＴＮＣ和ＴＧ基因相对表达明显较高（Ｐ＜
００５）。与假穴组比较，单穴组和双穴组在 ＴＮＣ和
ＴＧ的基因相对表达也呈现高表达态势（Ｐ＜００５）。
同时，单穴组在 ＴＮＣ和 ＴＧ的基因相对表达水平低
于双穴组（Ｐ＜００５）。单穴组和双穴组在 ＴＮＣ和
ＴＧ的基因相对表达水平高于假穴组（Ｐ＜００５）。
在ＴＮＣ和 ＴＧ，假穴组与模型组比较基因相对表达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图１。

图１　各组大鼠ＴＮＣ和ＴＧ中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相对表达量

　　注：Ｍ组与 Ｃ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Ｍ组与 ＥＡ２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ＥＡ２组与ＥＡ１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ＥＡ１组与 Ｍ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

＜０００１

２３　各组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蛋白表达水平比较　模
型组５ＨＴ１Ｂ受体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单穴组和双穴组在 ＴＮＣ
和ＴＧ蛋白表达明显较高（Ｐ＜００５）。与假穴组比
较，单穴组和双穴组蛋白表达也呈现高表达态势（Ｐ
＜００５）；同时，单穴组的表达低于双穴组（Ｐ＜
００５）。在ＴＮＣ和ＴＧ，单穴组和双穴组的蛋白水平
大于假穴组（Ｐ＜００５）。假穴组与模型组比较，５
ＨＴ１Ｂ受体蛋白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图２。
３　讨论

偏头痛作为临床常见疾病，具有反复发作，迁延

难愈，疼痛剧烈的特点，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主要流行的学说有血管源学说、神经学说、三叉

神经血管学说、遗传学说及离子学说等。中医学认

为偏头痛属于“头痛”范畴，亦称“偏头风”，风池穴

是电针治疗偏头痛的常用穴位。本课题组的早前调

查表明，风池穴是目前偏头痛动物实验中较为常用

的穴位［１６］。本实验利用行为学、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相
对表达水平以及５ＨＴ１Ｂ受体基因蛋白表达水平等多

种指标对假说进行了验证。ｖｏｎＦｒｅｙ测痛数据显
示，在实验第２、４、６天，对照组痛阈高于模型组（Ｐ＜
００５），说明造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在实验第２、
４、６天，单穴组和双穴组显著偏高（Ｐ＜００５），且单
穴组和双穴组高于假穴组（Ｐ＜００５），同时，双穴组
高于单穴组（Ｐ＜００５）。５ＨＴ１Ｂ受体在 ＴＮＣ和 ＴＧ
均有分布。其中，对照组中５ＨＴ１Ｂ的表达水平高于
模型组（Ｐ＜００５），说明造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
在单穴组和双穴组中５ＨＴ１Ｂ受体表现为高表达（Ｐ
＜００５），且双穴组高于单穴组（Ｐ＜００５）。这说明
电针对偏头痛可以通过激活５ＨＴ１Ｂ起到治疗作用，
并且局远配穴治疗方案要优于局部单穴治疗。在

ＴＮＣ和ＴＧ，单穴组和双穴组的蛋白水平大于假穴组
（Ｐ＜００５）。假穴组与模型组比较蛋白水平差异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治疗作用是由刺激特
定穴位起作用的。

图２　各组大鼠ＴＮＣ和ＴＧ中５ＨＴ１Ｂ受体蛋白表达水平

　　目前在偏头痛的药物治疗当中，５ＨＴ１Ｂ受体激
动剂仍然属于一线用药，因此这提示我们５ＨＴ１Ｂ受
体在抑制偏头痛的发作过程当中具有重要意义。相

关研究显示，５ＨＴ１Ｂ受体和舒马曲坦引起的脑血管
收缩有关［１７］，这一作用在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当中占

有一席之地，因此，电针对偏头痛的的治疗作用可能

部分是通过激活 ５ＨＴ１Ｂ受体来起作用。有研究显
示，针刺风池穴可以提高脑内的５ＨＴ水平［１８］。临

床应用当中，曲普坦类药物的缩血管作用所引起的

不良反应阻碍了其在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的应用。而

相关研究发现，５ＨＴ在偏头痛病理生理机制当中，
可能不仅作为其血管活性物质起作用，还可能具有

神经递质或神经调质作用［１９］。最近数据表明偏头

痛患者的５ＨＴ系统的５ＨＴ转运蛋白基因发生了改
变［２０］。因此，电针上调５ＨＴ表达水平不仅起到缩
血管作用，同时调节神经内分泌的作用，而这一作用

并非像曲普坦类药物一样作用于全身，而是直接作

用于神经系统，因此可避免药物治疗带来的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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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使得电针治疗更加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此外，

本实验中没有利用５ＨＴ１Ｂ受体激动剂和抑制剂进行
验证，是本实验的不足，同时也是未来继续进行实验

研究的方向。同时本实验未能在电生理方面进行验

证。

参考文献

［１］ＬｉｏｎｅｔｔｏＬ，ＣａｓｏｌｌａＢ，ＭａｓｔｒｏｐｉｅｔｒｉＦ，ｅ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ｚｏｌｍｉｔｒｉｐｔ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ｓ［Ｊ］．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Ｄｒｕｇ

Ｍｅｔａｂ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２，８（８）：１０４３１０５０．

［２］ＭｕｒｒａｙＣＪ，ＶｏｓＴ，ＬｏｚａｎｏＲ，ｅｔａｌ．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ｌｉｆｅｙｅａｒｓ（ＤＡ

ＬＹｓ）ｆｏｒ２９１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ｉｎ２１ｒｅｇｉｏｎｓ，１９９０２０１０：ａ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２０１０［Ｊ］．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２，３８０（９８５９）：２１９７２２２３．

［３］ＳｔｅｉｎｅｒＴＪ，ＳｔｏｖｎｅｒＬＪ，ＶｏｓＴ．ＧＢＤ２０１５：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ｉｓ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ｃａｕｓｅ

ｏｆ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ｕｎｄｅｒ５０ｓ［Ｊ］．Ｊ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Ｐａｉｎ，２０１６．１７（１）：１０４．

［４］ＬｉｕＲ，ＹｕＳ，ＨｅＭ，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ｄｏｏｒｔｏｄｏｏｒｓｕｒｖｅｙ［Ｊ］．Ｊ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Ｐａｉｎ，２０１３，１４：４７．

［５］ＨｅｐｐＺ，ＢｌｏｕｄｅｋＬＭ，ＶａｒｏｎＳ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ｐｒｏｐｈ

ｙｌａｘｉｓ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Ｊ］．ＪＭａｎａｇＣａｒｅＰｈａｒｍ，２０１４，２０

（１）：２２３３．

［６］ＳａｎｔｏｓＪＡ，ＬóｐｅｚＤíａｚＴＭ，Ｇａｒｃíａ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ＭＣ，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

Ｖｉｌｌａｌóｎｃｈｅｅｓｅ（ｆｒｅｓｈ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Ｓｐａｎｉｓｈｓｈｅｅｐ′ｓｍｉｌｋｃｈｅｅｓｅ）［Ｊ］．Ｉｎｔ

ＪＦｏｏ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６，３３（２３）：３０１３０６．

［７］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Ｃ，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ｇｅｍｉｎ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ｈ

ｗａ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Ｊ］．Ｊ

Ｃｌｉｎ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８（２）：８９９９．

［８］ＮｏｓｅｄａＲ，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Ｒ．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ｉ

ｇｅｍｉｎ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ｉｎ［Ｊ］．Ｐａｉｎ，

２０１３，１５４Ｓｕｐｐｌ１：Ｓ４４５３．

［９］ＰｉｅｔｒｏｂｏｎＤ，ＭｏｓｋｏｗｉｔｚＭＡ．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Ｊ］．Ａｎｎｕ

Ｒｅｖ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１３，７５：３６５３９１．

［１０］ＢｏｕｃｈｅｌｅｔＩ，ＣｏｈｅｎＺ，ＣａｓｅＢ，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ｓｕｍａｔｒｉｐｔａ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ｔｒｉｇｅｍ

ｉｎ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ａａｎｄ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ｖｅｓｓｅｌｓ［Ｊ］．Ｍｏ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１９９６，５０

（２）：２１９２２３．

［１１］ＬｉｕＹ，ＸｕＳ，ＷｏｏｄｒｕｆｆＡＬ，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ｇｌｙｃ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Ｐ［１９］ＶＰ８：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ｚｏｏ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ＰＬｏＳＰａｔｈｏｇ，２０１７，１３（１１）：ｅ１００６７０７．

［１２］ＦｅｎｉｕｋＷ，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ＰＰ，ＰｅｒｒｅｎＭＪ，ｅｔ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ｅｏｆ

５ＨＴ１ｌｉｋ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Ｊ］．ＪＮｅｕｒｏｌ，１９９１，

２３８Ｓｕｐｐｌ１：Ｓ５７６１．

［１３］ＭｏｓｋｏｗｉｔｚＭＡ，ＣｕｔｒｅｒＦＭ．ＳＵＭＡＴＲＩＰＴＡＮ：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Ｊ］．ＡｎｎｕＲｅｖＭｅｄ，１９９３，４４：１４５１５４．

［１４］ＭｅｌｃｈａｒｔＤ，ＬｉｎｄｅＫ，ＦｉｓｃｈｅｒＰ，ｅｔ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Ｊ］．

Ｃｅｐｈａｌａｌｇｉａ，１９９９，１９（９）：７７９７８６．

［１５］ｖｏｎＰＳ，ＴｉｎｇＷ，ＳｃｒｉｖａｎｉＳ，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Ｊ］．Ｃｅｐｈａｌａｌｇｉａ，２００２，２２（５）：３９５４００．

［１６］刘璐，裴培，王麟鹏．针刺治疗实验性偏头痛模型大鼠机制的研

究进展［Ｊ］．中国针灸，２０１６，３６（３）：３３１３３６．

［１７］ＢｏｕｃｈｅｌｅｔＩ，ＣａｓｅＢ，ＯｌｉｖｉｅｒＡ，ｅｔａｌ．Ｎ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５

ＨＴ１Ｄａｎｄ５ＨＴ１Ｆ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ｂｏｖｉｎ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Ｊ］．Ｂｒ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００，１２９（３）：５０１５０８．

［１８］ＬｉｕＬ，ＰｅｉＰ，ＺｈａｏＬＰ，ｅｔ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

ＧＢ２０ＥｘｅｒｔｓＡｎｔｉｎｏｃｉｃｅｐ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ｖｉａ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ｅｒｏ

ｔｏｎ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Ｒａｔｓ［Ｊ］．Ｅｖ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１８４６２９６．

［１９］ＲａｍíｒｅｚＲＭＢ，ＬａｂｒｕｉｊｅｒｅＳ，ＶｉｌｌａｌóｎＣＭ，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１Ｂ／１Ｄ／１Ｆ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ｓ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ｄｒｕｇｓ［Ｊ］．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３，１４（１２）：

１５９９１６１０．

［２０］ＤｕｓｓｏｒＧ．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５ＨＴ１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ｉｎｅ：ｎｅｗｄａｔａ，ｂｕｔｏｌ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ｔｉｌｌｎｏｔ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ａｌｌｉａｔＣａｒｅ，

２０１４，８（２）：１３７１４２．

（２０１６－０７－０７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上接第３０５７页）
［１０］ＴａｋｅｍｏｔｏＤ，ＹａｓｕｔａｋｅＹ，ＴｏｍｉｍｏｒｉＮ，ｅｔａｌ．ＳｅｓａｍｅＬｉｇｎａｎｓ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ｅｓａｎｄＡｎｔｉ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ｙＨｕｍａｎｓＷｉｔｈ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ＤａｉｌｙＦａ

ｔｉｇｕｅ［Ｊ］．ＧｌｏｂＪ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２０１５，７（６）：１１０．

［１１］ＧｕａｎＺ，ＶａｎＢｅｕｓｅｃｕｍＪＰ，ＩｎｓｃｈｏＥＷ．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ｎａｌｍｉ

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Ｓｅｍｉｎ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１５，３５（２）：１４５１５５．

［１２］Ｂａｒｔｏｎ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Ｌｉｆｅ

Ｓｃｉ，２０１４，１１８（２）：９７１０９．

［１３］ＫｕｍａｒＳ，ＰｒａｈａｌａｔｈａｎＰ，ＳａｒａｖａｎａｋｕｍａｒＭ，ｅｔａｌ．Ｖａｎｉｌｌｉｃａｃｉｄｐｒｅ

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１ａｎｄｕｐ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ｉｎ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ｒａｔｓ［Ｊ］．Ｅｕｒ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４，７４３：１１７１２５．

［１４］ＭóｎｉｃａＦＺ，ＢｉａｎＫ，Ｍｕｒａｄ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ｃＧＭＰ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Ａｄｖ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６，７７：１２７．

［１５］ＡｙｄｉｎＭ，ＧｕｎｇｏｒＢ，ＡｋｄｕｒＡＳ，ｅｔａｌ．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ｄｉｄｎｏｔａｌｔｅｒ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ＪＡｆｒ，２０１７，２８（３）：１４１１４６．

（２０１７－０３－０８收稿　责任编辑：王明）

·２６０３·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