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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不同持续时间的跑台训练对慢性脑缺血大鼠
学习记忆功能的影响

郭雅碧　 刘佩军　 郑彩霞　 黄海龙　 陆敏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持续时间的跑台训练对慢性脑缺血大鼠学习记忆功能的影响ꎮ 方法　 将入选

的雄性 ＳＤ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跑台训练组ꎬ每组 ３０ 只ꎬ采用双侧颈总动脉永久性

结扎法制备脑缺血模型ꎬ术后观察 ３ ｄꎬ造模成功的各组大鼠再根据训练时间的不同又分为 ７、１４ 和 ２８ ｄ 三个

亚组ꎬ每亚组 １０ 只ꎮ 跑台训练的速度为 １０ ｍ / ｍｉｎꎬ斜度 ０°ꎬ训练强度为每日训练 ３０ ｍｉｎꎮ 跑台训练各亚组分

别进行 ７、１４ 和 ２８ ｄ 的跑台训练ꎬ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大鼠每日仅固定于跑台训练装置ꎬ但不进行跑台训练ꎮ
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方法检测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ꎬ用尼氏染色法检测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锥体神经元的存

活率ꎮ 结果　 经跑台训练后ꎬ跑台训练组的逃避潜伏期[第 ７ 天(４３.８４±４.９８) ｓ、第 １４ 天(３７.１８±２.１７) ｓ、第 ２８
天(３０.７２±４.５６)ｓ]随着训练时间的延长逐渐缩短(Ｐ<０.０５)ꎬ而其跨越平台的次数[(１.９５±０.２６)次、(２.０５±
０.１３)次、(２.７５±０.２６)次]则逐渐增多(Ｐ<０.０５)ꎮ 跑台训练组在训练第 １４ 天和第 ２８ 天时的逃避潜伏期较同

时间点的模型组[(４８.９１±８.５２)ｓ 和(４８.６４±７.６１) ｓ]明显缩短(Ｐ<０.０５)ꎬ而跨越平台次数较同时间点的模型

组[(１.０７±０.１５)次和(１.２５±０.５０)次]明显增加(Ｐ<０.０５)ꎮ 尼氏染色发现ꎬ假手术组仅可见少量凋亡神经元ꎬ
训练第 １４ 天和第 ２８ 天时ꎬ模型组大鼠的受损神经元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多ꎬ而跑台训练组大鼠的受损神经元

数量明显少于模型组大鼠ꎮ 模型组海马 ＣＡ１ 区锥体神经元存活率在第 １４ 天亚组和第 ２８ 天亚组分别为

(０.５５±０.０５)％和(０.５０±０.０３)％ꎬ较同时间点假手术组[(０.７７±０.０４)％和(０.７０±０.０２)％]明显降低(Ｐ<０.０５)ꎻ
而跑台训练组的大鼠神经元存活率[(０.６２±０.０７)％和(０.６０±０.０７)％]明显高于模型组(Ｐ<０.０５)ꎮ 结论　 跑

台训练 １４ ｄ 和 ２８ ｄ 均可以改善慢性脑缺血大鼠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ꎬ跑台训练 ２８ ｄ 时作用更为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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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２０１５ＣＦＢ４６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Ｇｕｏ Ｙａｂｉ∗ꎬ Ｌｉｕ Ｐｅｉｊｕｎꎬ Ｚｈｅｎｇ
Ｃａｉｘｉａꎬ Ｈｕａｎｇ Ｈａｉｌｏｎｇꎬ Ｌｕ Ｍｉ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Ｔｏｎｇｊｉ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Ｔｏｎｇｊ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３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ｕ Ｍｉｎ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ｕｍｉｎ.ｔｊ＠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Ｎｉｎｅｔｙ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ｓｈａｍ￣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ꎬ ａ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ａ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ｎ＝ ３０ ｆｏｒ ｅａｃｈ)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 ７ ｄａｙｓꎬ １４ ｄａｙｓ ｏｒ ２８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１０ ｒａ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ｔ １０ ｍ / ｍｉｎ ｆｏｒ ３０ ｍｉｎ ａ ｄａｙ.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
ｍｉａ ｗａ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ꎬ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ｅｇａｎ ｔｈｒｅｅ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ｒｉｓ ｗａｔｅｒ ｍａｚｅ ｔｅｓｔｓ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Ｎｉｓｓｌ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１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ｔ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ｓｈｏｒｔｅｎ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ｙ
ｄａｙ ７ꎬ ｔｈｅ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ｙ ｄａｙｓ １４ ａｎｄ ２８. Ｉｔ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ｔ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ｅｗ ｄｅａｄ ｎｅｕ￣
ｒ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ｍ￣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ｄａｙｓ １４ ａｎｄ ２８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ｒ ｔｈｅ ｓｈａｍ￣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ａｙ ７.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ꎬ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ｉｎ ｒａｔ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１８８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１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ꎻ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ꎻ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ꎻ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２０１５ＣＦＢ４６８)

　 　 慢性脑缺血(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是神经系
统的一种常见病理状态ꎬ是血管性认知障碍发生与发
展的重要因素ꎮ 慢性脑缺血最早是由日本厚生省于
１９９０ 年提出ꎬ国内报道中也出现过如慢性低灌注状
态、慢性脑血管功能不全、脑供血不足以及慢性脑动脉
硬化等类似名称ꎬ若不及时治疗和控制将会导致持久

性或进展性的认知、神经功能障碍[１￣２]ꎮ 早期对慢性脑
缺血患者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ꎬ对改善患者认知功
能ꎬ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着重大的意义ꎮ 临床上运动
训练大多用于肢体及运动功能障碍的患者ꎬ但有研究
表明ꎬ运动训练可以增加大脑脑血管的活性ꎬ增加齿状
回颗粒下区神经干细胞的增殖和神经再生ꎬ从而促进

学习和记忆功能[３]ꎮ 海马区的神经元是学习记忆的

结构基础[４]ꎬ慢性脑缺血会造成海马区神经元损

伤[５]ꎬ而缺血后的海马区细胞元数量丢失则是认知功

能障碍的重要致病环节[６]ꎮ 经长期反复验证ꎬ双侧颈
总动脉结扎是目前公认最常用的制作慢性脑缺血模型

的经典方法[７]ꎮ 本研究中对双侧颈总动脉永久性结
扎的大鼠进行不同周期的跑台运动训练ꎬ通过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８]评价各组动物的行为学改变ꎬ并采用尼

氏染色观察海马 ＣＡ１ 区神经元的数量ꎬ旨在探讨跑台
训练对慢性脑缺血后学习记忆能力恢复的作用以及时
间相关性ꎮ

材料与方法

一、主要实验试剂和仪器

焦油紫:武汉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ꎻ多聚甲醛:武
汉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ꎻ中性树胶:武汉博士德生物有
限公司ꎻ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同济医学院药理实验室ꎻ动物
实验跑台:北京兴远天地科技有限公司ꎮ

二、实验动物及分组
选取 ＳＰＦ 级雄性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ＳＤ)大鼠 １００

只ꎬ体重 ２５０ ~ ３００ ｇꎬ由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
限公司提供ꎮ 将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
(３０ 只)、模型组(３５ 只)和跑台训练组(３５ 只)ꎮ 造
模前ꎬ所有大鼠均在屏障环境下饲养ꎬ(２１±２)℃ 恒
温ꎬ１２ ｈ 昼夜节律ꎮ 自由饮水饮食ꎬ并适应性喂养
１ 周ꎮ

模型组和跑台训练组的大鼠分别进行双侧颈总动
脉结扎手术制模ꎬ术后各有 ５ 只大鼠死亡ꎬ死因包括发
生呼吸抑制 ３ 只ꎬ术后不进食 ３ 只ꎬ肠梗阻 ２ 只ꎬ癫痫 １
只ꎬ结扎时颈总动脉断裂 １ 只ꎮ 连续观察 ３ ｄꎬ大鼠饮
食饮水正常ꎬ无其他异常表现时ꎬ各组大鼠再根据训练

时间的不同又分为 ７、１４ 和 ２８ ｄ 三个亚组ꎬ每亚组 １０
只大鼠ꎮ

三、动物模型制备方法
术前所有大鼠禁食 １２ ｈꎬ禁水 ４ ｈꎻ腹腔注射 １０％

水合氯醛(３ ｍｌ / ｋｇ)麻醉大鼠后ꎬ将大鼠仰卧位固定ꎬ
颈前部去毛备皮ꎬ常规碘伏局部消毒后ꎬ行颈正中线切
口ꎬ长约 ２ ｃｍ 左右ꎬ止血钳分离皮下组织ꎬ暴露出双侧
胸锁乳突肌后ꎬ分离出双侧颈总动脉ꎬ分离颈总动脉时
小心谨慎ꎬ不能触到迷走神经而导致其损伤ꎮ 模型组
和跑台训练组大鼠分离出颈总动脉后ꎬ使用手术线结
扎好双侧颈总动脉的远、近心端ꎬ结扎好后仔细观察大
鼠的呼吸是否正常及是否出现抽搐的现象ꎬ以此判断
是否失误将迷走神经结扎ꎬ确保无误后ꎬ从结扎的中间
剪断血管ꎬ以完全阻断颈总动脉血流ꎬ用无菌生理盐水
清洁伤口ꎬ检查伤口ꎬ无明显出血后缝合切口ꎻ假手术
组仅分离出颈总动脉ꎬ不结扎血管ꎮ

手术过程中注意保护迷走神经ꎬ严密观察大鼠的
呼吸变化ꎬ注意无菌操作ꎬ保持大鼠肛温约在 ３６.５ ℃ꎮ
待大鼠苏醒后将其放回独立通风笼中饲养ꎬ术后每日
腹腔注射青霉素 ２０ 万 Ｕ / ｋｇꎬ连续 ３ ｄꎬ防止术后感染ꎮ

造模成功标准:①结扎过程中未过度刺激迷走神
经致大鼠出现呼吸抑制症状(如三凹征、口鼻出现粉
红色分泌物等)ꎻ②大鼠术后四肢运动能力完全正常ꎻ
③术后逐渐恢复正常饮食饮水ꎬ体重逐渐增加ꎻ④无癫
痫发作ꎮ 最终完成实验的模型组和跑台训练组大鼠均
造模成功ꎮ

四、跑台训练方法
跑台参数设置为 １０ ｍ / ｍｉｎꎬ斜度 ０°ꎬ训练强度为

３０ ｍｉｎ / ｄꎮ 造模前 ２ ｄꎬ将跑台训练组大鼠置于跑台上
进行适应性训练ꎬ每天 １０ ｍｉｎꎬ连续训练 ２ ｄꎮ 造模术
后所有大鼠给予正常饮食饮水ꎬ观察 ３ ｄ 后ꎬ跑台训练
组大鼠开始正式接受跑台训练ꎬ跑台训练各亚组分别
进行 ７、１４ 和 ２８ ｄ 的跑台训练ꎮ 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大
鼠每日仅固定于跑台训练装置ꎬ但不进行跑台训练ꎮ

五、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１.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测试程序包括定位航行和

空间搜索这两个部分的实验ꎬ定位航行实验用于测试
大鼠的学习能力ꎬ主要检测逃避潜伏期和探索路径长
度这两个指标ꎻ空间探索实验用于测试大鼠的记忆能

力ꎬ主要记录大鼠跨越平台次数[８]ꎮ 各组第 ７、１４ 和

２８ 天亚组大鼠分别从实验第 ５、１２ 天和 ２６ 天开始进
行水迷宫测试(包括 ５ 次定位航行实验和 １ 次空间探
索实验)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ꎬ共测试 ３ 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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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验操作:①定位航行实验———将各组大鼠
头部ꎬ面朝着池壁从 ４ 个象限内任意点放入水中ꎬ观察
大鼠寻找到平台所需时间ꎬ并记录下时间ꎬ即为逃避潜
伏期ꎻ如果大鼠未能在 ６０ ｓ 内找到隐藏平台ꎬ潜伏期
则记录为 ６０ ｓꎬ并由实验者将其引领至隐藏平台上ꎬ让
其在平台上停留 １０ ｓꎬ如果 ６０ ｓ 内找到隐藏平台ꎬ则让
其停留 ５ ｓꎻ②空间探索实验———进行 ５ 次定位航行试
验后ꎬ将平台撤除ꎬ开始 ６０ ｓ 的探索训练ꎻ此测试方法
是将原先平台象限的对侧象限作为大鼠入水点ꎬ将大
鼠面朝池壁放入水池中ꎬ记录大鼠 ６０ ｓ 内穿越原平台
位置的次数ꎬ以此作为空间探索的检测指标ꎬ穿越原平
台的次数越多ꎬ则反映空间探索能力越强ꎮ

２. 尼氏染色: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结束后ꎬ随机抽取
各亚组 ５ 只大鼠ꎬ腹腔注射 １０％水合氯醛(３ ｍｌ / ｋｇ)麻
醉大鼠ꎬ剪开肋骨并暴露心脏ꎬ在左心室壁上剪开切
口ꎬ将针头小心送至升主动脉ꎬ在升主动脉看到针尖
后ꎬ用剪刀在右心耳处剪一小口ꎻ先以 ０.９％生理盐水
自左心室快速灌注将血液冲洗干净ꎬ直至右心耳流出
清亮的液体ꎬ迅速以 ４％的多聚甲醛液替换生理盐水ꎬ
先快后慢ꎬ直至大鼠全身变僵硬ꎮ 然后断头取脑ꎬ依次
行后固定、脱水、透明、浸蜡、直至石蜡切片ꎮ 连续做冠
状切片ꎬ片厚 ５ μｍꎮ 切片放入尼氏染色液充分染色后
行脱水、透明和封片ꎮ

在 ４００ 倍镜下拍摄各亚组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尼氏
染色图像ꎬ借助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 Ｐｌｕｓ ６.０ 软件对各组大鼠海
马 ＣＡ１ 区存活神经元数量及神经元总数计数ꎬ神经元
存活率为正常神经元数量与神经元总数的比值ꎮ

六、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版统计软件包对各组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处理ꎬ实验数据以(ｘ－ ±ｓ)形式表示ꎮ 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ꎬ两两比较使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ｔ 检验法ꎬ数据
结果均采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６ 绘制ꎮ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一、３ 组大鼠不同时间点的逃避潜伏期比较
实验第 ７、１４ 和 ２８ 天时ꎬ模型组大鼠寻找平台路

线和时间明显延长ꎬ呈现显著的无序性(图 １)ꎬ且其逃
避潜伏期明显高于假手术组(Ｐ<０.０５)ꎻ跑台训练组大
鼠寻找平台路线和时间亦明显高于假手术组但短于模
型组(图 １)ꎬ其逃避潜伏期亦明显高于假手术组(Ｐ<
０.０５)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跑台训练组的逃避潜伏期逐
渐缩短ꎬ到第 １４ 天和第 ２８ 天时ꎬ跑台训练组的逃避潜
伏期明显低于模型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到实验第 ２８ 天时ꎬ跑台训练组的逃避潜伏期明显低于
组内第 ７ 天和组内第 １４ 天(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１ꎮ

图 １　 ３ 组大鼠定位航行实验时寻找平台的轨迹图

表 １　 ３ 组大鼠的逃避潜伏期比较(ｓꎬｘ－±ｓ)

组别 只数
逃避潜伏期

第 ７ 天 第 １４ 天 第 ２８ 天
假手术组 １０ ２５.５６±３.００ ２６.７８±５.４１ ２３.５６±３.００
模型组 １０ ４４.１４±８.２９ａ ４８.９１±８.５２ａ ４８.６４±７.６１ａ

跑台训练组 １０ ４３.８４±４.９８ａ ３７.１８±２.１７ａｂ ３０.７２±４.５６ａｂｃｄ

　 　 注:与同时间点假手术组比较ꎬ ａＰ<０.０５ꎻ与同时间点模型组比较ꎬ
ｂＰ<０.０５ꎻ与组内第 ７ 天时比较ꎬ ｃＰ<０.０５ꎻ与组内第 １４ 天时比较ꎬ ｄＰ<
０.０５

二、３ 组大鼠不同时间点的跨越平台次数比较
实验第 ７、１４ 和 ２８ 天时ꎬ模型组大鼠的跨越平台

次数明显少于假手术组(Ｐ<０.０５)ꎻ实验第 ７ 天时ꎬ跑
台训练组大鼠的跨越平台次数与模型组比较ꎬ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而在第 １４ 天和第 ２８ 天时ꎬ跑
台训练组大鼠的跨越平台次数明显高于模型组(Ｐ<
０.０５)ꎻ实验第 ７ 天和第 １４ 天时ꎬ跑台训练组大鼠的跨
越平台次数与假手术组比较ꎬ明显降低(Ｐ<０.０５)ꎬ但
到第 ２８ 天时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跑台
训练组大鼠第 ２８ 天时的跨越平台次数明显多于第 ７
天和第 １４ 天ꎬ组内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各组大鼠的跨越平台次数比较(次ꎬｘ－±ｓ)

组别 只数
跨越平台次数

第 ７ 天 第 １４ 天 第 ２８ 天
假手术组 １０ ２.９７±０.５０ ２.８６±０.１３ ３.０５±０.５０
模型组 １０ １.７５±０.１６ａ １.０７±０.１５ａ １.２５±０.５０ａ

跑台训练组 １０ １.９５±０.２６ａ ２.０５±０.１３ａｂ ２.７５±０.２６ｂｃｄ

　 　 注:与假手术组同时间点比较ꎬ ａＰ<０.０５ꎻ与模型组同时间点比较ꎬ
ｂＰ<０.０５ꎻ与同组第 ７ 天时比较ꎬ ｃＰ<０.０５ꎻ与同组第 １４ 天时比较ꎬ ｄＰ<
０.０５

三、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神经元存活率
训练第 ７、１４、２８ 天时ꎬ假手术组的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神经元细胞膜完整ꎬ细胞呈梭形ꎬ体积大ꎬ可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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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尼氏体ꎬ呈深蓝色ꎬ同时核膜完整ꎬ胞核呈浅蓝色ꎬ核
仁清晰ꎮ 假手术组仅可见少量凋亡神经元ꎬ表现为细
胞呈不规则形ꎬ胞浆皱缩ꎬ体积变小ꎬ尼氏体数量减少ꎬ
胞核界限不清ꎮ 在第 １４、２８ 天时ꎬ模型组大鼠的正常
神经元数量较假手术组均明显减少ꎬ受损神经元明显
增多ꎻ而跑台训练组大鼠的正常神经元数量较同时间
点模型组的大鼠均明显增多ꎮ 详见图 ２ꎮ

对各组大鼠的正常神经元数量及神经元总数计
数ꎬ并计算比值ꎬ经统计分析后发现ꎬ在第 １４ 天和第
２８ 天时ꎬ模型组的大鼠神经元存活率较假手术组均显
著下降(Ｐ<０.０５)ꎻ跑台训练组的大鼠较模型组神经元
存活率均显著增多(Ｐ<０.０５)ꎬ但第 ７ 天时假手术组、
模型组、跑台训练组组间神经元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３ꎮ

表 ３　 各组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锥体神经元存活率的比较

(％ꎬｘ－±ｓ)

组别 只数
神经元存活率

第 ７ 天 第 １４ 天 第 ２８ 天
假手术组 ５ ０.７８±０.０２ ０.７７±０.０４ ０.７０±０.０２
模型组 ５ ０.６５±０.０６ ０.５５±０.０５ａ ０.５０±０.０３ａ

跑台训练组 ５ ０.６９±０.０４ ０.６２±０.０７ｂ ０.６０±０.０７ｂ

　 　 注:与假手术组同时间点比较ꎬ ａＰ<０.０５ꎻ与模型组同时间点比较ꎬ
ｂＰ<０.０５

讨　 　 论

慢性脑缺血后ꎬ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学习记忆

能力障碍[９] ꎮ 改善慢性脑缺血患者的学习记忆功能
障碍成为临床上重要的研究领域ꎮ 研究发现ꎬ脑组
织在慢性脑缺血发生后ꎬ导致海马区神经元进行性
减少ꎬ使海马 ＣＡ１ 区的锥体细胞产生一系列的损伤
改变ꎬ表现在行为学上就是长期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障碍[１０ꎬ１１] ꎮ 结扎大鼠双侧颈总动脉以后ꎬ能够导致
全脑的血流灌注减少ꎬ并且这种状态可以持续存在ꎬ
造成海马区锥体细胞层神经元凋亡[１２ꎬ１３] ꎮ 尼氏体是
神经元的特征性结构之一ꎬ若神经元损伤不严重或
及时消除有害因素ꎬ尼氏体可以恢复至一定水平ꎬ细
胞代谢和神经功能也进一步恢复[１４] ꎮ 本实验中ꎬ观
察脑缺血模型组大鼠ꎬ发现海马 ＣＡ１ 区神经元可见
较多细胞碎片ꎬ同时尼氏体数量明显减少ꎬ说明神经
元的功能受到严重损伤ꎮ 本研究中ꎬ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试
验结果显示ꎬ脑缺血模型组大鼠较假手术组大鼠逃
避潜伏期延长ꎬ穿环次数减少ꎬ表明大鼠的学习记忆
功能发生损害ꎮ

多项研究发现ꎬ运动对脑缺血有一定影响ꎬ包括增
强生存率、减少神经损伤ꎬ改善功能障碍和维护神经与
血管的完整性[１５￣１９]ꎮ 跑台训练符合大鼠日常的运动
情况ꎬ能够精确地调控大鼠的训练强度、改变其坡度和
速度等[２０￣２２]ꎮ 本研究采用跑台训练作为大鼠的运动
方式ꎬ在训练后的各个时间点观察ꎬ发现跑台训练组大
鼠与模型组比较ꎬ海马 ＣＡ１ 区锥体细胞碎片明显减
少ꎬ尼氏体数量明显增加ꎬ说明跑台训练能够改善脑缺

图 ２　 各组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不同时间点的组织形态学表现(尼氏染色ꎬ×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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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引起的神经元损害ꎮ 跑台训练组的逃避潜伏期与模
型组比较明显缩短ꎬ且随着训练时间的延长ꎬ这种趋势
越明显ꎮ 在空间探索实验中ꎬ模型组跨越平台次数降
低ꎬ跑台训练组大鼠跨越平台次数与模型组相比增多ꎮ
从大鼠寻找平台的轨迹图来看ꎬ跑台训练组大鼠更有
目的性ꎬ明显优于模型组ꎬ并且随着训练时间的延长ꎬ
大鼠的搜寻更快ꎬ经历较短的搜寻轨迹就能找到平台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通过对慢性脑缺血大鼠跑台训
练结果的观察ꎬ从形态学和行为学改变分析ꎬ发现跑台
训练可以减少脑缺血后海马区神经元的丢失ꎬ改善大
鼠的学习记忆能力ꎬ并且随着训练时间的延长ꎬ学习记
忆能力的改善更加明显ꎮ 运动训练可以成为慢性脑缺
血后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ꎬ促使学习记忆功能恢复ꎮ
在我们研究的时间点ꎬ虽然发现随着训练时间的延长ꎬ
学习记忆的改善越明显ꎬ但是由于脑部血供不足持续
长久存在ꎬ长期的影响如何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观
察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ａｐｉ ＤꎬＣｏｌａｎｔｕｏｎｉ Ａ.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ｍｉ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ｓ￣
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Ｊ] . Ｊ Ｖａｓｃ Ｒｅｓꎬ２０１５ꎬ５２ ( １):２２￣３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５９ / ０００３８１０９６.

[２] Ｋｉｍ ＨＡꎬ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Ａꎬ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 ＧＲ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ｙｐ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ｘｉ￣
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Ｊ] . Ｎａｕｎｙｎ Ｓｃｈｍｉｅｄｅｂｅｒｇｓ Ａｒｃｈ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３８５
(１０):９５３￣９５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１０￣０１２￣０７９０￣７.

[３] Ｃｏｔｍａｎ ＣＷꎬ Ｂｅｒｃｈｔｏｌｄ ＮＣ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 ＬＡ.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ｂｕｉｌｄｓ ｂｒａ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０７ꎬ３０(９):４６４￣４７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ｔｉｎｓ.２００７.０６.０１１.

[４] Ｐｏｕｃｅｔ Ｂꎬ Ｓａｖｅ Ｅꎬ Ｌｅｎｃｋ￣Ｓａｎｔｉｎｉ ＰＰ.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ｃｅｌｌｓ[Ｊ] .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００ꎬ１１(２￣３):９５￣１１１.

[５] Ｆａｒｋａｓ Ｅꎬ Ｌｕｉｔｅｎ ＰＧꎬ Ｂａｒｉ 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ꎬ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
ｔｅｒｙ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ｙｐ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Ｊ] .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 Ｒｅｖꎬ２００７ꎬ５４ ( １):
１６２￣１８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ｒｅｖ.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３.

[６] 盖祥云ꎬ赵瑛ꎬ刘琳ꎬ等. 脑缺血后神经细胞凋亡致血管性痴呆的

研究进展[Ｊ] .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０７(１１):６１４￣６１６.
[７] Ｊｉｗａ ＮＳꎬ Ｇａｒｒａｒｄ Ｐꎬ Ｈ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 Ａ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０ꎬ１１５(４):８１４￣８２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 ｊ.１４７１￣４１５９.２０１０.
０６９５８.ｘ.

[８] Ｍｏｒｒｉｓ 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ｗａｔｅｒ￣ｍａｚ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ｓｐａｔ 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Ｍｅｔｈｏｄｓꎬ１９８４ꎬ１１(１):４７￣６０.

[９] Ｗａｎｇ Ｆꎬ Ｇｅｎｇ Ｘꎬ Ｔａｏ Ｈ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ｒａ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Ａ１ ａｒｅａ[Ｊ] . Ｊ Ｍｏ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０ꎬ４１(１):１４５￣１５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２０３１￣００９￣９３１１￣７.

[１０] Ｃｈｅｎｇ ＯꎬＬｉ ＺꎬＨａｎ Ｙꎬｅｔ ａｌ.Ｂａｉｃａｌ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ｂｉｌ￣

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ｒａｔ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ｓ[ Ｊ] .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４７０: １１１￣１１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ｂｒａｉｎｒｅｓ.
２０１２.０６.０２６.

[１１] Ｔａｋａｓａｋｉ Ｋꎬ Ｕｃｈｉｄａ Ｋꎬ Ｆｕｊｉｋａｗａ Ｒ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ｄｉｎｅ￣５￣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ｏｃｈｏｌｉｎｅ ｏｎ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Ｊ] .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ｃｉꎬ２０１１ꎬ１１６(２):２３２￣
２３７.

[１２] Ｃａｉ Ｑꎬ Ｙａｏ Ｚꎬ Ｌｉ Ｈ. Ｃａｔａｌｐｏｌ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ｔ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ｔｅ 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ｔｈｅ Ａｋ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ｙｐ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 Ｊ] .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５６０:２７￣３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１.

[１３] Ｃａｉ ＱＹꎬ Ｃｈｅｎ ＸＳꎬ Ｚｈａｎ Ｘ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ｐｏｌ ｏｎ ｏｌ￣
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ｔ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ｍｙｅｌｉｎ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ｉｎ 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ｙｐ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ꎬ２０１１ꎬ４９７(１):２２￣２６.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ｌｅｔ.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３.

[１４] Ｌｉ ＸＨꎬ Ｘｉｎ Ｘ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ｎｔａｍｅｔｈｙｌｑｕｅｒｃｅｔ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Ｇｏｔｏ￣Ｋａｋｉｚａｋｉ ｒａｔｓ[ Ｊ] . 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３):７５５￣７６７. ＤＯＩ:１０.３２３３ / ＪＡＤ￣１２２０１７.

[１５] Ｓｔｅｔｌｅｒ ＲＡꎬ Ｌｅａｋ ＲＫꎬ Ｇａｎ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ｕｒ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Ｃ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Ｊ] . Ｐｒｏｇ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１１４ ( １): ５８￣８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ｐ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２０１３.１１.００５.

[１６] Ｙａｎｇ ＪＬꎬ Ｌｉｎ ＹＴꎬ Ｃｈｕａｎｇ ＰＣꎬ ｅｔ ａｌ. ＢＤＮＦ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ＤＮＡ ｒｅｐａｉｒ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ＲＥＢ￣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ｕｒｉｎｉｃ / ａｐｙｒｉｍｉｄｉｎｉｃ ｅｎｄ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１[Ｊ] .Ｎｅｕ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ꎬ２０１４ꎬ
１６(１):１６１￣１７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２０１７￣０１３￣８２７０￣ｘ.

[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Ｙ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ｎ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 ｒａｔｓ[Ｊ] . Ｊ Ｓｔｒｏｋｅ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ꎬ２０１４ꎬ２３(６):
１６９６￣１７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ｓｔｒｏｋｅ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ｄｉｓ.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６.

[１８] Ｄｏｒｎｂｏｓ ＤＲꎬ Ｚｗａｇｅｒｍａｎ Ｎꎬ Ｇｕ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
ｄｕｃｅｓ ｂｒａｉ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ｂｙ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Ｒ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９１(６):８１８￣８２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 / ｊｎｒ.２３２０３.

[１９] Ｔａｈａｍｔａｎ Ｍꎬ Ａｌｌａｈｔａｖａｋｏｌｉ Ｍꎬ Ａｂｂａｓｎｅｊａｄ 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ｅ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
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４￣ｖｅｓｓｅｌ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 (４￣ＶＯ) ｉｎ ｒａｔｓ[ Ｊ] . Ａｒｃｈ Ｉｒａｎ
Ｍｅｄꎬ２０１３ꎬ１６(１２):６９７￣７０４. ＤＯＩ:０１３１６１２ / ＡＩＭ.００４.

[２０] Ｈａｙｅｓ Ｋꎬ Ｓｐｒａｇｕｅ Ｓꎬ Ｇｕ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ｃｅｄꎬ ｎｏｔ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ꎬ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 Ｊ] .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１１５(３):２８９￣２９６.

[２１] Ｄｅ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ｌｏｓ ＡＰꎬ Ｚｕｇｎｏ ＡＩꎬ Ｄｏｓ ＳＡꎬ ｅｔ ａｌ. Ｎａ＋ꎬＫ( ＋)￣ＡＴＰ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Ｊ] .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Ｌｅａｒｎ Ｍｅｍꎬ２００５ꎬ８４
(２):１０２￣１１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ｌｍ.２００５.０５.００２.

[２２] Ｍａｔｔｓｏｎ ＭＰꎬ Ｍａｕｄｓｌｅｙ Ｓꎬ Ｍａｒｔｉｎ Ｂ. ＢＤＮＦ ａｎｄ ５￣ＨＴ: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ｄｕｏ
ｉｎ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０４ꎬ２７(１０):５８９￣５９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ｔｉｎｓ.２００４.
０８.００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０３)
(本文编辑:汪　 玲)

５８８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