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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运动训练对大鼠梗死灶周突触素mRNA和生长相关蛋白(GAP-43)mRNA的表达水平和大鼠运动功能的影响。 方法将肾性高血

压后的大脑中动脉闭塞脑梗死模型大鼠100只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n＝50），训练组大鼠进行运动训练，对照组大鼠常规饲养。2组大鼠

均于制模成功后第3，7，14天采用横木行走实验评定各亚组大鼠运动功能，在制模成功后第1，3，7，14，28天时用半定量逆转录-多聚酶

链式反应法检测各组大鼠脑梗死灶周边区突触素mRNA、GAP-43 mRNA水平。 结果造模后第7，14天，2组大鼠运动功能得分与本组造模

后第3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制模后第7，14天时，训练组运动功能得分［分别为(3.2±0.3)分和（5.8±0.9)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分别为 (1.6±0.4)分和（2.6±0.8)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组大鼠脑梗死灶周突触素mRNA和GAP-43 mRNA水平均在造

模后第1，3，7天时逐渐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训练组突触素mRNA水平在造模后第3，7，14和28天时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 训练组GAP-43 mRNA水平仅在造模后第3和第7天时(0.295±0.03、0.512±0.045)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运动训练可使大鼠脑梗死灶周突触素mRNA和GAP-43 mRNA水平增高，促进运动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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