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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大鼠梗死边缘区微血管生成及其超微结构以及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分子-1（CD31）表达的影响。 方法采

用线栓法制作大鼠左侧大脑中动脉闭塞（MCAO）模型。60只成年SD大鼠随机分成康复训练组（n=30）和对照组（n=30）。另选6只大

鼠作为假手术组。康复训练组从术后48 h开始每天予以转棒、平衡木、滚筒等训练；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则置于普通笼内饲养，不予以任何

针对性训练。3组大鼠在造模术后第3，7，14天灌注、固定并取材，以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脑梗死边缘区微血管的形态学改变；同时采用
CD31标记微血管，以免疫组织化学法及免疫印迹法检测梗死边缘区CD31蛋白的表达。 结果①透射电镜观察下，康复训练组大鼠随着训
练时间的延长其梗死边缘区的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水肿情况减轻，细胞核及核仁的形态逐渐恢复，基底膜层的吞饮小泡明显减少，优于对

照组。②康复训练组与对照组大鼠脑梗死边缘区标记微血管的CD31于造模术后第3天均有表达，第7天达峰值，第14天CD31的表达明显回

落；康复训练组各时间点CD31表达均高于对照组，统计学分析显示，于造模后第7天时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康复训练
能促进脑梗死边缘区微血管超微结构的恢复及新生血管的生成，这可能是康复训练促进受损神经功能恢复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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