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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在应激所致行为改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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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激所致行为效应的脑机制研究是目前生理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近年来，对于参与应激所致行为效应

的神经递质研究从5-HT、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范畴，逐渐发展到关注脑内含量最为丰富的谷氨酸能神经元所

产生的兴奋性递质，包括谷氨酸、天冬氨酸及其相应受体NMDAR可能在应激性行为效应的中枢机制中的作用。

近十年来的研究表明，中枢NMDAR是学习记忆的关键物质，在兴奋性突触传递、突触可塑性和脑发育过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不同类型的应激能导致动物的与行为密切相关脑区如杏仁核，海马的兴奋性氨基酸及NMDAR数
量增多，活性增高。突触间隙增多的兴奋性氨基酸与NMDAR结合后，通过激活NMDAR促进糖皮质激素的相关性
释放，共同产生的兴奋毒性作用引起上述脑区的神经元细胞缺失和变性；或干扰其他中枢神经递质在动物行为的

脑内奖赏机制中的正常功能；或通过持续激活NMDAR，导致细胞内Ca2＋超载，损害其信号传导途径下游的蛋
白激酶级联反应，使其底物蛋白的磷酸化或去磷酸化作用发生改变，影响突触可塑性和神经细胞间的信号传递，

导致动物出现相应的行为障碍。应激前给动物的上述脑区注射NMDAR阻滞剂，可以减轻动物的应激性焦虑和抑

郁行为。而NMDAR依赖性LTP下游途径的新信号分子，神经颗粒素，参与了脑内多种蛋白信号传导，可能是应激
性行为效应的另一重要中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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