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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冰樵教授研究团队发现防止脑出血新方法 

  复旦大学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脑科学研究院赵冰樵教授研究团队，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和国家973项目等经费支持下，经3年艰苦攻关，首次

发现一种在特定细胞内合成并提取出的物质“重组ADAMTS13”可以有效减少溶栓治疗脑中风时引起的

脑出血，该成果有望为脑中风患者接受更安全有效的治疗带来新的契机。相关论文1月1日在线发表在

国际神经科学领域权威期刊《神经学年报》（Annals of Neurology ，影响因子11.089）上。 

  脑中风是全球性三大致死和致残性疾病之一,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安全。目前，治疗急性

脑中风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发病时3至6小时内使用药物“重组tPA”进行溶栓治疗，但许多患者使用

“重组tPA”后，脑出血的风险明显增加，从而大大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因此如何克服

“重组tPA”引起的脑出血，一直是全世界脑中风研究领域的重大瓶颈问题。为搞清楚脑出血这一发

病机制，赵冰樵率领他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为期3年的研究工作，结果发现体内一种名叫“血管性血友

病因子”（VWF）在溶栓过程中起“破坏血脑屏障，诱发脑出血”的重要“坏作用”，并证明通过

“重组ADAMTS13”干预VWF的方法，可以大量减少脑出血的发生。 

  血脑屏障是人体中枢系统中最重要的脑保护屏障，它可阻止某些“不良分子”由血液进入脑组

织，从而维持神经系统内环境的稳定，而“ADAMTS13”作为体内一种金属酶，可防止血栓在血管内形

成。赵冰樵研究团队的实验证实“重组tPA”在溶栓治疗时会破坏血脑屏障，而血脑屏障通透性的增

加，是它诱发脑出血的“元凶”。因此找到一种减轻“重组tPA”对血脑屏障破坏的方法，将有助于

减少或消除脑出血的风险，而延长“重组tPA”溶栓的治疗时间窗（发病3-6小时 ），可挽救更多患

者的生命和降低致残率,也就是说使那些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窗的患者，在注射“重组tPA”和“重组

ADAMTS13”后能得到有效抢救。为此，研究人员向小鼠脑内分别注射药物“重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和“重组tPA”,首次发现“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对血脑屏障的破坏作用与“重组tPA”类似。该结果

提示，两者可能对血脑屏障都有破坏作用。这一结果引起了赵冰樵研究团队浓厚的兴趣，进一步研究

发现, “ADAMTS13”作为专门裂解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的一种金属酶，可以调节血管通透性分子的表

达,避免血脑屏障主要组分的降解,从而大大减少“重组tPA”对血脑屏障的破坏,最终有效抑制由它引

起的脑出血。 

  该项研究首次提出并证明“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的破坏作用和“重组ADAMTS13”在溶栓过程中防

止脑出血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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