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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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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黑骨藤乙醇提取物对大鼠坐骨神经钳夹损伤的作用及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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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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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骨藤乙醇提取物可改善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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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免疫炎症因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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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神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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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的常见疾病&其发生与周围神经干或其分支受

到外界直接或间接力量作用损伤有关&因具有病程

长+损害大+治疗困难等特点!

C

"

&受损后的神经修复与

再生过程复杂&目前西药治疗
*Z=

疗效局限!

!

"

*民族

药中含有的治疗
*Z=

药物&因其具有疗效确切+不良

反应小+多靶点作用等优点&近年来倍受国内外学者

关注*黑骨藤为萝雐科&杠柳属植物黑龙骨的干燥根

或全株&具有活络+通经+祛风+解毒等药效*苗族药

名为蛙莽塞&是贵州苗族地区民间广泛用于闭合性软

组织损伤+风湿与类风湿等疾病的民族药&有,万藤之

王-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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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发现&黑骨藤具

有抗急性痛风作用及修复线虫因热刺激引起的神经

损伤&对神经疼痛治疗和修复神经损伤有一定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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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建立大鼠坐骨神经夹持损伤模

型&检测黑骨藤对大鼠坐骨神经功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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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鼠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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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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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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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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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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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炉+电热恒温水浴锅购自上海越进

医疗器械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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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真空干燥箱购自上海医用恒

温设备厂&

&@',UHA

型台式低速离心机购自湖南星

科科学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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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检测仪购自华东电子

集团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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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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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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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有限公司#由贵州医科大学龙庆德副教授鉴定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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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并游离坐骨神经*在胫神经和腓总神经分

离处用止血钳夹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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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神经挤压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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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伤缝线&固定于神经外膜作为标记*此时大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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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行走箱通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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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CU)EO.P

$&等长+等宽白纸铺于箱底&通道远端放

一鼠笼*将大鼠双后肢蘸取碳素墨水&置于行走箱入

口&大鼠在爬行过程中&每侧后肢各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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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选择印迹清晰足印&分别测量正常足#

765P-:

&

Z

$

及伤侧足#

2\

4

250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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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

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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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尖到足跟的最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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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趾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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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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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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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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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的距离)#

E

$中

间足趾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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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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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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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

血清制备及指标测量
!

股总动脉取血&离心

#

EBBB5

'

P07

&

CBP07

$取血清&分装&置
`!Bc

冰箱

保存备用*

$'N%#

检测
N',C

+

N',D

+

&Z>,

!

水平&均严

格按说明书操作*

@)A)C

!

大鼠坐骨神经形态学观察
!

股总动脉取血后

解剖大鼠&取无损伤缝线标记处远侧端坐骨神经#约

B)DB.P

$&

Ud

甲醛溶液固定备用*常规石蜡包埋&切

片#

U

(

P

$&苏木素
,

伊红#

L$

$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

察&拍照记录*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B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
:e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6

检验&以

!

$

B)BO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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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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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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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坐骨神经病理形态学比较
!

#

组%术后

第
V

天神经纤维组织结构基本正常&大部分轴索大小形

态正常排列规则&个别轻度肿胀)大部分髓鞘结构清楚&

个别轻度变性)施万细胞形态数量分布正常)神经束膜

个别炎细胞浸润*第
CU

+

!F

天神经纤维组织结构基本

正常&轴索大小形态正常排列规则&髓鞘结构清楚&施万

细胞形态数量分布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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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术后各时间点坐骨神经的病理组织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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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B

'

度排列紊乱&中度轴索肿胀&轻度髓鞘变性&施万细胞

中度减少&神经束膜轻度炎症细胞浸润*第
CU

+

!F

天

神经纤维重度排列紊乱&重度轴索肿胀及脱失&重度

髓鞘变性及脱失&施万细胞重度减少&神经束膜轻度

炎症细胞浸润)且在第
!F

天时有中度纤维组织增生*

?

+

@

组%术后第
V

天时神经纤维轻度排列紊乱&轻度

轴索肿胀&轻度髓鞘变性&施万细胞轻度减少&神经束

膜轻度炎症细胞浸润*第
CU

天时
?

+

@

组大鼠神经纤

维轻度排列紊乱&

?

组大鼠中度轴索肿胀+中度髓鞘

变性+施万细胞中度减少&

@

组大鼠轻度轴索肿胀+轻

度髓鞘变性+施万细胞轻度减少&两组神经束膜均为

轻度炎症细胞浸润*

?

组第
!F

天时神经纤维轻度排

列紊乱&轻度轴索肿胀及脱失&轻度髓鞘变性及脱失&

施万细胞轻度减少&神经束膜轻度炎症细胞浸润&轻

度纤维组织增生)

@

组第
!F

天神经纤维组织结构基

本正常&大部分轴索大小形态正常排列规则&个别轻

度肿胀)大部分髓鞘结构清楚&个别轻度变性)施万细

胞形态数量分布正常)神经束膜个别炎症细胞浸润&

见图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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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

各组大鼠术后各时间点
%>N

比较
!

与
#

组比

较&

A

组各时间点
%>N

明显降低#

!

$

B)BC

$&证实模型

复制成功*

?

+

@

组
%>N

与同时间点
A

组比较升高&但

术后
V3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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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

$)

?

组术后
!F

3

明显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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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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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术后
CU

+

!F3

出现明显增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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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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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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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Ue!)ED Ò)!EeC)V! Ù)FUe!)BF

A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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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术后各时间点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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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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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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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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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

$&

?

组血清
N',C

水平有所降低&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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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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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术后各时间点血清
N',D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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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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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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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与
A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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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大鼠血清
N',D

水平

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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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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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大鼠
N',D

有所降低&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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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O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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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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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术后各时间点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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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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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术后
V

+

CU

+

!F3

血清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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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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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A

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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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大鼠术后

V

+

CU

+

!F3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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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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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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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水平虽

有所降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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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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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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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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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术后各时间点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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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术后
V3

术后
CU3

术后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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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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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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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WOeF)FC

-

ED)OOeD)FF

-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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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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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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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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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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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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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术后各时间点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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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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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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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术后
V3

术后
CU3

术后
!F3

#

组
UB)CFeF)VD ED)DCeCC)OO EO)BVeD)VF

A

组
OV)WBeCE)OU

-

OD)DDeCC)DE

-

OU)VWeCE)VF

.

?

组
OC)EFeCB)WB OB)EWeF)!F U!)UUeV)WC

Q

@

组
UO)EWeCC)CB

Q

UU)UBeCB)E!

Q

EO)DDeC!)B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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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BC

&与
#

组比较)

Q

%

!

$

B)BO

&

.

%

!

$

B)BC

&与
A

组比较

B

!

讨
!!

论

!!

%>N

是对神经功能进行量化评价的客观指标!

F

"

*

神经损伤对
%>N

的影响继发于踝关节跖屈&脚趾屈肌

和足内在因素的损伤&足迹的特征表现为大鼠印迹长

度增加&脚趾展开的减少以及中脚趾展开减少!

W

"

*对

%>N

的分析已被证明是评估
%ZN

和修复后功能的可

靠+可重复+经济且能定量的方法&通过对
%>N

的测

量&可以直接反映
%ZN

后的运动神经功能!

CB

"

*本研

究结果显示&

A

组较
#

组
%>N

明显降低#

!

$

B)BC

$&证

实了
%ZN

模型建立成功&在本实验剂量下&使用黑骨

藤乙醇提取物治疗
%ZN

模型大鼠&可使大鼠的
%>N

明

显增加&且对
%>N

的提高呈剂量及时间依赖性&说明

本实验剂量的黑骨藤乙醇提取物治疗&可以改善
%ZN

模型大鼠的坐骨神经功能&对
%ZN

模型大鼠神经的功

能修复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周围神经纤维断裂后&会出现一系列复杂的病理

变化&如断端远侧的轴突&很快发生华勒氏变性而崩

解&近侧端发生逆行性退变!

CC

"

&是神经功能受损的病

理基础*在本实验中&坐骨神经
L$

染色证实&在本

实验时程内黑骨藤乙醇提取物的治疗&能够明显减轻

神经纤维的肿胀+减少神经组织炎症细胞的浸润等&

帮助神经组织恢复正常的组织形态&且
@

组较
?

组效

果明显&术后
!F3

较术后
V

+

CU3

效果明显&说明本实

验剂量和时程内&黑骨藤乙醇提取物的治疗可以改善

受损坐骨神经的形态学损伤&减轻炎性反应程度&是

本实验中
%ZN

模型大鼠神经功能改善的病理学基础*

MZ&

蛋白家族在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对神经

轴突再生等起重要调节作用的&在神经病理性疼痛的

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激活
MZ&

信号通路能

够刺激促炎因子
&Z>,

!

和
N',C

的产生&加重神经病

理性疼痛的进展!

C!

"

*

*Z=

后&伤害性刺激从外周传入

中枢&胶质细胞上相关分子模式感知这些信息后&会

引起胶质细胞激活&并使炎症细胞浸润释放促炎性细

胞因子&如
N',C

+

N',D

+

&Z>,

!

等&导致坐骨神经发生

炎性反应!

CE,CU

"

&神经炎性反应使传递痛觉的神经元兴

奋&促进中枢敏化形成&在行为上则表现为痛觉等现

象!

CO

"

*神经炎性反应在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形成中起

着关键作用&减轻神经炎性可以减轻疼痛保护改善神

经损伤!

C!

"

*本实验结果显示&与
A

组比较&

?

组在术

后
!F3&Z>,

!

水平明显降低&

@

组术后
V3N',C

+

N',

D

+

&Z>,

!

水平均明显降低#

!

$

B)BO

$*证实了黑骨

藤乙醇提取物的治疗可减轻
%ZN

模型大鼠神经炎症

从而减轻神经疼痛&改善损伤的神经功能*

传统医药中&黑骨藤主要用于跌打损伤+风湿等

痛证*本研究以近年来免疫炎症理论在
*Z=

中的应

用为前提&结合课题组前期研究工作&建立坐骨神经

钳夹伤模型&证实黑骨藤对
%ZN

有一定保护作用&并

且其药效与剂量+时间有关&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

免疫炎症因子分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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