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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佐剂性诱导骨关节炎大鼠模型血清和脊髓背根神经节中SP表达变化，及其与痛觉评

昔布的干预效应。方法 将40只SD大鼠随机分为4组：A组(正常组10只)、B组(正常+塞来昔布组10只

10只)、D组(骨关节炎+塞来昔布组10只)，C和D组予以左膝和尾部皮内分别注射完全弗氏佐剂(CFA)

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塞来昔布对于血浆和脊髓背根神经节内SP含量的影响，采用痛觉评

关节炎后疼痛行为的影响。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A和B组)，骨关节炎大鼠模型(C和D组)脊髓和脊髓背根神

明显升高(P<0.01)，且SP含量与疼痛疼痛评分呈正相关(r=0.83，P<0.01;r=0.61，P<0.01);并且塞

SP含量较C组显著降低(P<0.05)。结论 SP在骨关节炎痛的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塞来昔布抑制SP的合成或

解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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