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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测定大鼠局灶性脑缺血- 再灌流后不同时点脑组织中M PO 活性变化, 探讨炎症反应与脑缺

血- 再灌流损伤的关系。方法: 用线栓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缺血- 再灌流模型, 检测缺血 3 小时后再灌流不同时点

脑组织中M PO 活性、脑梗死体积及光镜病理学变化。结果: 缺血组脑组织有M PO 活性升高、中性粒细胞浸润, 以再

灌流后 48、72 小时最为明显, 脑梗死体积、神经元变性程度随再灌流时间延长而加重。结论: 局灶性缺血脑组织中

M PO 活性与缺血- 再灌流损伤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炎症反应是加重脑组织损伤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缺血- 再灌流　髓过氧化物酶　炎症反应　大鼠

作者单位: 065000　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医科大学附属石油中心医

院 (吴立克) ;

河北医科大学 (王晓娟、生学明)

　　脑缺血持续一段时间后再恢复灌流时会发生严重

的组织损伤现象称为脑缺血- 再灌流损伤 ( ischem ia

reperfu sion in ju ry, IR ) , 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有研究发现, 白细胞特别是中性粒细胞 (N eu tro lph il

cell, N C) 在缺血侧脑组织中浸润、聚集, 对 IR 损伤

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线栓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

缺血再灌流模型, 通过观察脑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

(M yeloperox idase, M PO ) 活性、脑梗死体积百分比、

光镜病理学变化, 探讨大鼠脑缺血再灌流后N C 浸润

规律及其对再灌流损伤的影响。

材 料 与 方 法

1. 实验分组　健康、雌性W istar 大鼠, 体重 220

～ 250g。随机分为假手术组和缺血组, 每组又分为

IR 6h (缺血组为缺血 3 小时再灌流 6 小时, 假手术组

为术后 6 小时)、IR 12h、IR 24h、IR 48h、IR 7d 六个时

点, 分别检测脑匀浆M PO 活性、脑梗死体积, 各时

点的大鼠均为 5 只。随机选取 9 只大鼠不做手术处

理, 测定其脑组织M PO 活性作为正常对照。各时点

选取 2 只大鼠做光镜病理学检查。

2. 动物模型的建立　参考 L onga 等建立的方

法[ 1 ] , 采用线栓法可逆性闭塞大鼠左侧大脑中动脉,

分离颈部各动脉后, 将一顶端加热后呈膨圆、直径

0. 165mm 的渔线插入左侧颈外动脉 (ECA ) , 轻柔送入

渔线至颈内动脉内, 缓慢向前推进 15～ 18mm 至遇阻

力为止, 制成大脑中动脉闭塞模型 (M CAO )。缺血 3

小时后于麻醉状态下拔出栓子至 ECA 内, 造成再灌

流。

3. M PO 活性测定　取缺血侧脑组织 100m g 加

0. 5%H TAB 2m l, 超声粉碎亚细胞成分 (30s, 3 次) ,

0～ 4℃10000g 离心 15m in, 取上清液 0. 1m l 加 2. 9m l

反应液 (0. 167m göm l)邻联茴香胺的 PBS 和 0. 0005%

过氧化氢) , 保持温度 25℃, 于分光光度计 460um 波

长下立即进行 2m in 的时间扫描, 以第 30s 到第 90s

的 1m in 内吸光度的变化代表酶活力的改变。1 单位

M PO 活力以 25℃时分解 1um o l H 2O 2 来表示。

4. 脑梗死体积测定　大鼠麻醉后迅速断头取脑,

弃去嗅结节、小脑和脑干, 自额极向后每 2mm 切片,

共切 6～ 7 张。将脑片悬置于 2% T TC 生理盐水中,

37℃避光孵育 30 分钟。存活组织呈深红色, 坏死组织

呈苍白色。染色后脑片放入 10% 甲醛溶液中固定。测

定梗死体积时, 先通过图象分析仪直接测出各脑片梗

死面积和该层总面积, 再乘以脑片厚度即得各自体

积[ 2 ]。各层面体积相加即得全脑梗死体积和总体积。

各样本以梗死体积ö全脑体积比作统计参数。

5. 光镜观察　各时点随机取鼠 2 只, 取脑后用

10% 甲醛固定, 在冠状切面下丘脑腹内侧核和背外侧

核排成 X 形, 丘脑与纹状体即将断开层面时留取切

片, 片厚 5um , 连续切片, 做尼氏染色和 H E 染色。

由大脑正中裂旁开 1cm 开始, 用目镜网格测试系统在

40×10 放大倍数下进行半定量分析, 连续记数 3 个视

野顶叶皮层第三层神经元总数及变性、坏死神经元所

占百分数及 40 倍下扩张的微血管数。

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在微机上进

行, 各项检测结果以均数±标准差 (M eanSD ) 记录。

两组间比较用 t - 检验, 多组间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当方差分析有显著性差异时, 进一步用 q 检验作两两

比较, 率的比较用X 2 检验。检验水准取 Α= 0. 05, 当

P < 0. 05 时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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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 M PO 活性　各组各时点M PO 活性变化如表

1 所示。假手术组各时点M PO 活性与正常对照组比

无明显差异。缺血组各时点M PO 活性较假手术组均

有升高, IR 12h 以后各时点对比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5)。缺血组在 IR 后M PO 活性表现出先逐渐升高

再逐渐下降的趋势, 尤其在 IR 48、72h 两时点, M PO

活性显著性升高, 与其他几个时点相比有显著差异 (P

< 0. 05)。
表 1　假手术组和缺血组不同时点M PO 活性

时点 IR 6h IR 12h IR 24h IR 48h IR 72h IR 7d

假手术组1. 32±0. 10 1. 33±0. 09 1. 35±0. 08 1. 33±0. 07 1. 36±0. 11 1. 36±0. 10

缺血组 1. 49±0. 11 2. 00±0. 223 3. 48±0. 223 4. 49±0. 223 5. 96±0. 193 3. 07±0. 213

　　注: 正常组大鼠 9 只, M PO 活性为 1. 30±0. 12, 方差分析缺血组

与假手术组比较3 P < 0. 05, 缺血组 IR 48h、IR 72h 与其余各时点比较

P < 0. 05

2. 脑梗死体积　假手术组各时点脑梗死体积为

0。缺血组在 IR 6h 即可看到明显梗死灶, 累及左侧大

脑半球基底节区、额顶叶皮层及颞叶海马区, 随再灌

流时间的延长梗死体积百分比逐渐增大, 至 IR 7d 梗

死体积百分比已达 39. 18±0. 62%。
表 2　假手术组和缺血组不同时点脑梗死体积 (% )

时点 IR 6h IR 12h IR 24h IR 48h IR 72h IR 7d

假手术组 O 0 0 0 0 0
缺血组 20. 33±

0. 74

22. 00±

0. 40

29. 12±

0. 47

29. 64±

0. 41

37. 48±

0. 75

39. 18±

0. 62

　　3. 光镜病理学结果　我们在镜下将神经元变性程

度分为 0～ 5 级, 级别越高变性程度越严重。0 级: 神

经元胞体及胞核形态正常, 核周尼氏小体丰富, 此为

正常锥体细胞。1 级: 神经元形态基本正常, 尼氏小

体略减少, 胞核无明显变化。2 级: 细胞肿胀, 原来稍

凹陷的细胞边缘变成稍凸出, 神经元内尼氏小体明显

减少, 胞浆均匀染成兰色, 细胞核常偏居一侧, 核仁

无变化。3 级: 神经元胞体缩小, 尼氏小体消失, 胞核

内染色质深染浓缩, 核仁与染色质分不清。4 级: 神

经元胞体及核均浓缩, 常为三角形, 尼氏小体消失,

核裂解, 核仁消失, 胞膜与周围分界清楚, 细胞周围

间隙明显增宽。5 级: 最严重者, 除上述变化外, 胞浆

中出现空泡, 核膜溶解, 有的坏死神经元细胞已液

化, 被吞噬细胞吞噬。神经细胞的卫星细胞增多, 有

的侵入胞体使细胞残缺不全。

假手术组各时点顶叶皮层神经元基本正常。缺血

组在 IR 6h 时顶叶皮层神经元变性不明显, 多为 0～ 1

级; 12 小时出现 1～ 2 级神经元变性, 24 小时多为 2

～ 3 级变性, 48 小时多为 3～ 4 级变性, 72 小时及 7

天神经元多为 4～ 5 级变性。随再灌流时间延长, 顶叶

皮层神经元变性程度逐渐加重, 变性神经元的数目也

逐渐增多, 见表 3。
表 3　顶叶皮层神经元变性 (% )

时点 IR 6h IR 12h IR 24h IR 48h IR 72h IR 7d

假手术组 0 0 0 0 0 0

缺血组 30. 20 37. 50 56. 40 70. 70 76. 70 74. 40

　　H E 染色法观察微血管形态及炎性细胞组织浸润。

假手术组顶叶皮层微血管形态正常, 未见N C 浸润。

再灌流 12 小时, 缺血组即出现顶叶皮层内微血管肿

胀变形, 微血栓形成, 毛细血管数目增多, 随再灌流

时间的延长, 以上现象逐渐加重。以再灌流 72 小时及

7 天两时点最为严重。中性粒细胞于再灌流 24～ 48 小

时大量浸润, 72 小时最为显著。微血管数目增加于再

灌流后 72 小时达到高峰 (见表 4) , 管腔受压变形, 血

管外间隙增宽, 管周水肿严重。
表 4　微血管数目

时点 IR 6h IR 12h IR 24h IR 48h IR 72h IR 7d

假手术组 16 18 17 15 18 19

缺血组 20 22 31 37 45 44

　　注: t 检验 P < 0. 05

讨　　论

1. 脑缺血- 再灌流后M PO 活性变化

M PO 主要存在于中性粒细胞嗜天青颗粒中, 单

核细胞中也有少量M PO。在心脏、肾和皮肤等疾病

研究中证实M PO 活性是评价中性粒细胞在组织中浸

润程度的可靠指标。本文采用生化方法测定能够反映

组织白细胞数量的M PO 活性, 并通过病理检查观察

组织中N C 浸润程度, 结果显示缺血- 再灌流后 6 小

时脑组织中M PO 活性开始升高, 72 小时达高峰, 7

天时M PO 活性仍高于假手术组, 提示在缺血- 再灌

流后 6 小时缺血侧脑组织已经有了明显的炎症反应,

中性粒细胞粘附、聚集, 炎症反应在再灌流后 2～ 3 天

达高峰, 持续到 7 天左右。这与国外的报道基本一致。

Barone [ 3 ]研究脑缺血- 再灌流损伤时发现再灌流损伤

与中性粒细胞的作用密切相关, 再灌流时中性粒细胞

在缺血区血管内聚集, 同时伴有血管内皮肿胀、血小

板淤积阻塞微血管形成无复流现象 ( no reflow

phenom inon ) , 且中性粒细胞被激活产生炎症介质、

细胞因子, 激活 iNO Sm RNA 产生大量NO 参与神经

损伤, 并激活黄嘌呤氧化酶系统产生大量O 2-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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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同时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粘附后, 启动粘附因子表

达, 促进炎症细胞进一步粘附并透过内皮细胞膜进入

脑组织, 引起细胞骨架重新排列, 使细胞间隙增大,

血脑屏障破坏[ 4 ]。A kopow 等[ 5 ]研究发现白细胞浸润

程度与脑缺血的预后密切相关, 轻度白细胞浸润者脑

梗死体积小、神经功能恢复好, 而重度白细胞浸润者

脑梗死体积大、预后差。因而白细胞在缺血侧脑组织

的浸润是参与 IR 损伤的重要机制。

2. 脑缺血- 再灌流后梗死体积的变化

我们的实验发现缺血组在 IR 6h 即出现明显梗死

灶, 累及左侧大脑半球基底节区、额顶叶皮层及颞叶

海马区, 随再灌流时间的延长梗死体积百分比逐渐增

大。脑组织缺血后得到血液的再灌流本是治疗的目的

所在, 但在一定条件下, 再灌流反而引起更加严重的

后果, 虽然再灌流损伤发生的机制尚未彻底阐明, 但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它与炎症反应有关[ 6 ]。在脑缺血后

期及再灌流期, 血管源性中性粒细胞通过血脑屏障与

脑内巨噬细胞、小胶质细胞一起激活 iNO S 合成大量

NO , 形成NO 由缺血中心区向半暗带及正常区递减

的梯度[ 7 ] , 同时再灌流期黄嘌呤氧化酶系统启动, 产

生大量氧自由基, 加重细胞毒性, 不断扩梗死体积。

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后, 缺血中心区位于缺血侧基底

节区并向外扩大展至皮质区, 而尾状核及顶叶皮层被

证明为缺血半暗带[ 8 ] , 在缺血后 3 小时梗死中心区已

有了明显的神经损害, 而半暗带神经元在缺血- 再灌

流后 24～ 72 小时仍有许多是可逆性损害[ 9 ]。故再灌

流后的炎性反应主要影响半暗带, 使半暗带脑组织逐

渐发生不可逆性损伤, 不断扩大梗死体积。

3. 脑缺血- 再灌流后半暗带病理变化

我们在实验中观察到缺血- 再灌流后 6 小时, 缺

血组顶叶皮层 (半暗带) 即已有了神经元的变性、细胞

肿胀、尼氏小体减少, 至再灌流 72 小时变性神经元已

达 76. 7% , 多数神经元胞体缩小、尼氏小体消失、胞

浆均匀不等, 核内染色质深染、浓缩, 核仁分界不清,

部分神经元胞体及核均固缩为三角形, 核裂解、核仁

消失, 细胞周围间隙明显增宽, 有些神经元坏死后小

胶质细胞的胞浆突起深入神经细胞中, 出现“噬神经

现象”。H E 染色观察顶叶微血管的变化, 显示缺血-

再灌流后 6 小时缺血侧有微血管肿胀, 随时间的延长

有些血管变形、栓塞、红细胞淤积、管周水肿, 并有

白细胞粘附、渗 出, 代表炎症反应的中性粒细胞于再

灌流 24～ 48 小时大量浸润, 微血管数目增加于再灌

流后 72 小时达到高峰, 这一方面说明炎症反应性微

血管增生, 另一方面又表示微血管肿胀变形、管腔扩

张, 使得原来不易识别的微血管体积扩大能在镜下识

别。从而进一步证实再灌流期炎症反应是加速半暗带

损伤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应用强力霉素、甲烯土

霉素等可通过抑制N C 浸润改善脑缺血及再灌流损

伤[ 10 ]。我们的实验为白细胞参与脑缺血- 再灌流损伤

提供了基础依据。

综上所述, 大脑中动脉较长时间缺血后再灌流可

以明显加重组织损伤, 缺血区的炎症反应是再灌流损

伤的重要机制之一, 选择性地应用抑制炎症反应的药

物可能有利于改善缺血性卒中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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