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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对焦虑大鼠胸腺组织形态'心钠肽和

利钠肽受体"

F

表达的影响

黄文琴#

#魏大能#

#周奇志#

#余曙光#

#蔡定均#

#魏京金#

肖#夏#

#姚#弘#

#谢光春#

#杨名己#

#钟振东!

摘要#目的#通过观察电针对焦虑模型大鼠胸腺组织形态!胸腺心钠肽"

1G/?15 H1G/?0/-G?B I-IG?J-

#

F7K

$和利钠肽受体"

F

"

H1G/?0/-G?B I-IG?J- /-B-IG4/ G2I- F

#

7KL

"

F

$表达的影响#探讨针刺调节焦虑障

碍免疫功能的可能机制% 方法#将
%M

只健康
NC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

#"

只$!模型组"

#!

只$和电针组

"

#!

只$% 模型组和电针组大鼠均采用慢性不可预见性应激刺激方法复制焦虑模型% 电针组运用电针刺激

内关和神门穴#隔日
#

次#每次留针
#< >?H

#持续
#<

日% 其余两组在同一时间以相同方法固定
#< >?H

#未

予电针治疗% 运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测试大鼠焦虑行为&光学显微镜观察胸腺组织病理改变&免疫组化法观

察胸腺
F7K

!

7KL

"

F

的表达% 结果#模型组大鼠胸腺组织形态发生重度萎缩#胸腺小叶结构不清#胸腺皮

髓界限不清#淋巴细胞排列疏松#胸腺小体体积明显增大% 电针组大鼠胸腺轻度萎缩#胸腺小叶结构存在#皮

髓分界清楚#皮质区淋巴细胞稠密#髓质区增宽%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在开臂的次数"

4I-H

"

1/>O -H

"

G/ ?-O

#

D=

$占进入开闭臂总次数的百分比"

D=P

$明显下降"

K Q"

!

"<

$#

F7K

表达升高"

K Q"

!

"<

$#

7KL

"

F

表达降低"

K Q"

!

"#

$&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
D=P

值明显升高"

K Q "

!

"<

$#

F7K

表达降低"

K Q "

!

"<

$#

7KL

"

F

表达升高"

K Q"

!

"#

$% 结论#电针除具有降低大鼠焦虑情绪的作用外#还可通过干预胸腺
F7K

的

合成和分泌及其特异性受体
7KL

"

F

的表达#改善由于慢性应激所致的胸腺受损%

关键词#针刺&焦虑&胸腺&心钠肽&利钠肽受体"

F

=RR-BG 4R FB0I0HBG0/- 4H S?OG454T2 4R )U2>0O 1HJ =VI/-OO?4HO 4R F7K 1HJ 7KL

"

F ?H FHV?-G2

L1GO

#

SWF7X *-H

"

A?H

#

"

*=( C1

"

H-HT

#

"

YSDW Z?

"

[U?

#

"

\W NU0

"

T01HT

#

"

&F( C?HT

"

]0H

#

"

*=( '?HT

"

]?H

#

"

^(FD ^?1

#

"

\FD S4HT

#

"

^(= X01HT

"

BU0H

#

"

\F7X +?HT

"

]?

#

"

1HJ YSD7X YU-H

"

J4HT

!

#

# &455-T-

4R FB0I0HBG0/-

"

+4V?.0OG?4H

"

1HJ )0?H1

"

&U-HTJ0 WH?_-/O?G2 4R )/1J?G?4H15 &U?H-O- +-J?B?H-

"

&U-HTJ0

$

$#""9<

%&

! N?BU01H K/4_?HB?15 FB1J->2 4R +-J?B15 NB?-HB-O

"

=VI-/?>-HG15 FH?>15 (HOG?G0G- 4R N?BU01H

K/4_?HB?15 K-4I5-

$

O S4OI?G15

"

&U-HTJ0

$

$#"!#!

%

F;N)LF&)

$

D.]-BG?_-

$

)4 -VI54/- I4OO?.5- >-BU1H?O> 4R -5-BG/41B0I0HBG0/-

$

=F

%

R4/ /-T051G?HT

?>>0H- R0HBG?4H ?H 1HV?-G2 J?O4/J-/

$

FC

%

/1GO .2 4.O-/_?HT GU- -RR-BG 4R 1B0I0HBG0/- 4H GU- U?OG454T2 4R

GU2>0O 1HJ -VI/-OO?4HO 4R 1G/?15 H1G/?0/-G?B I-IG?J-

$

F7K

%

1HJ H1G/?0/-G?B I-IG?J- /-B-IG4/ G2I- F

$

7KL

"

F

%

?H GU2>0O6 +-GU4JO

$

)4G1552 %M NC U-15GU2 /1GO `-/- /1HJ4>52 J?_?J-J ?HG4 GU- .51Ha B4HG/45 T/40I

$

H b#"

%"

GU- >4J-5 T/40I

$

H b#!

%"

GU- =F T/40I

$

H b#!

%

6 FHV?-G2 >4J-5 `1O -OG1.5?OU-J ?H /1GO 4R GU-

>4J-5 T/40I 1HJ GU- =F T/40I .2 0O?HT BU/4H?B 0HI/-J?BG1.5- OG/-OO

$

&WN

%

OG?>051G?4H6 =F

$

#<E!< S[

%

1G 7-?T01H

$

K&$

%

1HJ NU-H>-H

$

S)9

%

`1O I-/R4/>-J ?H GU- =F T/40I

"

`?GU #<

"

>?H H--J5- /-G1?H?HT

"

4HB- -_-/2 4GU-/ J12

"

#< J12O ?H G4G156 7--J5- `1O R?V-J 1G O1>- 1B0I4?HGO R4/ #< >?H `?GU40G -5-BG/?B

OG?>050O ?H GU- 4GU-/ G`4 T/40IO6 FHV?-G2

"

5?a- .-U1_?4/ `1O >-1O0/-J .2 -5-_1G-J I50O

"

>1[-

$

=K+

%

G-OG6

K1GU454T?B15 BU1HT-O 4R GU2>0O G?OO0- `-/- 4.O-/_-J .2 4IG?B15 >?B/4OB4I-6 =VI/-OO?4HO 4R F7K 1HJ

7KL

"

F ?H GU2>0O `-/- >-1O0/-J .2 ?>>0H4U?OG4BU->?B15 1OO126 L-O05GO

$

)U- GU2>0O G?OO0- ?H 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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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5 T/40I `1O O-_-/-52 1G/4IU?-J

"

`?GU 0HB5-1/ OG/0BG0/- 4R GU2>?B 54.05-O

"

0HB5-1/ >1/T?H 4R GU2>?B

>-J0551

"

544O-52 1//1HT-J 52>IU4B2G-O

"

1HJ 4._?40O52 -H51/T-J _450>- 4R GU2>?B B4/I0OB5-6 )U- GU2>0O

G?OO0- ?H GU- =F T/40I `1O >?5J52 1G/4IU?-J

"

`?GU -V?OG-HG OG/0BG0/- 4R GU2>?B 54.05-O

"

B5-1/ >1/T?H 4R

GU2>?B >-J0551

"

J-HO-52 1//1HT-J 52>IU4B2G-O ?H B4/G?B15 /-T?4H

"

1HJ `?J-H-J >-J0551/2 1/-16 &4>

"

I1/-J `?GU GU- .51Ha B4HG/45 T/40I

"

GU- I-/B-HG1T- 4R 4I-H

"

1/>O -HG/?-O

$

D=P

%

?H GU- G4G15 D= G?>-O 4.

"

_?40O52 J-B/-1O-J ?H GU- >4J-5 T/40I

$

K Q"

&

"<

%"

F7K -VI/-OO?4H 4._?40O52 ?HB/-1O-J

$

K Q"

&

"<

%"

1HJ

7KL

"

F -VI/-OO?4H 4._?40O52 J-B/-1O-J

$

K Q"

&

"#

%

6 &4>I1/-J `?GU GU- >4J-5 T/40I

"

D=P `1O 4._?40O52

-5-_1G-J

$

K Q"

&

"<

%"

F7K -VI/-OO?4H 4._?40O52 J-B/-1O-J

$

K Q"

&

"<

%"

1HJ 7KL

"

F -VI/-OO?4H 4._?40O52

?HB/-1O-J

$

K Q"

&

"#

%

?H GU- =F T/40I6 &4HB50O?4H

$

=F H4G 4H52 B405J /-J0B- 1HV?-G2 4R /1GO

"

.0G 15O4

B405J ?>I/4_- BU/4H?B OG/-OO ?HJ0B-J GU2>0O ?H]0/2 GU/40TU ?HG-/_-H?HT O2HGU-O?O 1HJ O-B/-G?4H 4R F7K

"

1O `-55 1O GU- -VI/-OO?4H 4R 7KL

"

F

$

1 OI-B?R?B /-B-IG4/ 4R F7K

%

6

c=\*DLCN

$

1B0I0HBG0/-

&

1HV?-G2

&

GU2>0O

&

1G/?15 H1G/?0/-G?B I-IG?J-

&

H1G/?0/-G?B I-IG?J- /-B-IG4/

G2I- F

##焦虑障碍$

1HV?-G2 J?O4/J-/

"

FC

%是临床常见的

一种精神类疾病(

#

)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焦虑障碍会

导致免疫系统的损害(

!

%

$

)

* 胸腺作为中枢免疫器官"在

焦虑等慢性心理应激中"易受到损伤(

9

"

8

)

* 近年来"随着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

H-0/4

"

-HJ4B/?H- ?>>0

"

H4/-T051G4/2 H-G`4/a

"

7=(

%研究的发展"焦虑障碍与

神经'内分泌'免疫的关系越来越受关注(

:

%

#!

)

* 胸腺心

钠肽$

1G/?15 H1G/?0/-G?B I-IG?J-

"

F7K

%作为
7=(

中广

泛存在的肽类激素(

#%

%

#9

)

"与焦虑障碍的发病有密切相

关性(

#8

)

"且在胸腺的
F7K

系统可能与免疫和神经内分

泌系统之间的沟通关联(

#:

"

!"

)

* 胸腺既是
F7K

的靶器

官(

!#

"

!!

)

"也是
F7K

的合成部位(

!%

"

!M

)

"且在胸腺免疫细

胞上有与环磷酸鸟苷$

B2B5?B T01H4O?H- >4H4IU4O

"

IU1G-

"

BX+K

%耦合的特异性
F7K

受体(

!<

)

&此外"

F7K

对胸腺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

"

!$

)

'凋亡和再生(

!9

)

等都有影响* 同时"针刺能调节多种器官和组织的

F7K

水平(

!8

"

!:

)

"抑制多种原因所致的胸腺损伤(

%"

%

%!

)

*

然而"针刺能否通过调控胸腺
F7K

及其受体"抑制胸腺

受损"起到调节焦虑障碍免疫功能的作用"目前国内外

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通过观察电针对焦虑模型大鼠胸

腺组织形态及胸腺
F7K

'利钠肽受体"

F

$

H1G/?0/-G?B

I-IG?J- /-B-IG4/ G2I- F

"

7KL

"

F

%表达的影响"探讨

电针调节焦虑障碍免疫功能的可能机理*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M

只
NC

健康雄性大鼠"清洁级"

8

周

龄"体重
#8"

&

!"" T

"由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提供"许可证号#

N&^c

$川%

!""8

%

!M

* 常规饲养"自

由饮食'饮水"自动光暗控制为
9

#

""

+

#:

#

""

光照"

#:

#

""

+

9

#

""

熄灯* 每隔
%" >?H

通风
%" >?H

* 实

验前适应性饲养
#

周*

!

#试剂与仪器#

F7K

多克隆兔抗$上海圣克鲁斯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N&

"

8"$8$

%&

7KL

"

F

多克隆

兔抗 $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O

"

9<#9L

%&十字迷宫视频跟踪系统$

K+

"

!""

型"成都泰

盟科技有限公司%&电针仪$

X$8"<

"

!

型"青岛鑫升实业

有限公司%&华佗牌毫针$

"

!

#: >>

'

#" >>

"苏州医疗

用品厂有限公司%&跳台仪$

N))

"

!

型"北京医科院药研

所制%&振荡器$

cN

型"江苏金坛市金城同胜实验仪器

厂%&数码三目摄像显微摄像系统$

;F!""C?T?G15

型"麦

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图像分析系统$

(>1T-

"

K/4

K50O $

!

"

"美国
+-J?1 &2.-/H-G?BO

公司%*

%

#动物分组及造模#运用
NKNN #9

!

"

软件将

%M

只健康
NC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
#"

只'模型组

#!

只和电针组
#!

只* 参照文献(

%%

"

%M

)"采用慢性不

可预见性应激$

BU/4H?B 0HI/-J?BG1.5- OG/-OO

"

&WN

%

方法复制焦虑模型"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大鼠每日接

受各种不同的应激刺激"包括#禁水禁食
!M U

&摇摆+拥

挤
# U

&束缚
%" >?H

&夹尾
#" >?H

&高密度居住
!M U

&足

底电击
#< >?H

&暖泳
!" >?H

和冷泳
#< >?H

*以上
9

种

应激刺激随机安排"每日
#

种"持续
#<

日*

M

#治疗方法#电针组参照,实验针灸学-

(

%<

)

"选

取内关'神门穴"针刺进针
% >>

"针柄连接
X$8"<

%

!

型电针治疗仪$青岛鑫生实业有限公司%* 电针参

数#疏密波"频率
#<E!< S[

"刺激强度以大鼠针刺处肢

体轻微抖动为度"每次留针
#< >?H

* 于造模当天开始

治疗"隔日
#

次"左右交替"持续
#<

日* 其余两组在

同一时间以相同方法固定
#< >?H

"未予电针治疗*

<

#检测指标及方法

<

!

#

#行为学测试#参照文献(

%%

"

%$

)* 采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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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十字迷宫实验$

-5-_1G-J I50O >1[- G-OG

"

=K+

%测

试行为学* 将大鼠置于高架十字迷宫开臂一端"运用

K+

"

!""

十字迷宫视频跟踪系统自动监测记录
< >?H

内大鼠在开臂停留时间$

4I-H

"

1/>O G?>-

"

D)

%和进入

开臂的次数$

4I-H

"

1/>O -HG/?-O

"

D=

%分别占进入两

臂区停留总时间和总次数的百分比$

D)P

和
D=P

%*

=K+

测试的项目中"焦虑动物的
D=P

和
D)P

会明显

降低* 且动物在开臂停留时间越短$即
D)P

越小%"或

进人开臂次数越少$即
D=P

越小%"表示其焦虑程度越

高* 行为学测试于造模第
#M

日进行*

<

!

!

#取材方法#造模及电针治疗结束后"留取

血浆和胸腺组织标本* 大鼠乙醚轻度麻醉后"取股动

脉采血
! >d

"肝素抗凝"以
M

('

% """ / E>?H

"离心

< >?H

"取上清于 %

!"

(冰箱保存待测* 大鼠处死后

快速摘取胸腺组织"以
MP

多聚甲醛液进行固定"并常

规脱水"包埋"以备检测*

<

!

%

#胸腺组织病理学观察#常规石蜡切片"

S=

染色"应用光学显微镜进行胸腺病理学观察*

<

!

M

#胸腺
F7K

和
7KL

"

F

水平#采用免疫组化

$

NK

法%检测* 主要步骤参照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盒说明书* 结果判定#阳性细胞

胞质呈棕黄色* 每张切片随机选
M

个视野"应用

;F!""C?T?G15

数码三目摄像显微摄像系统采集图像"运

用
(>1T-

"

K/4 K50O $

!

"

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光密度分析"

并计算平均光密度$

1_-/1T- 4IG?B15 J-HO?G2

"

FDC

%*

$

#统计学方法#运用
NKNN #9

!

"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V

)

O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差齐时用
dNC

检验"方差

不齐时用
)1>U1H-

$

O G

检验*

K Q"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大鼠一般情况#空白组大鼠精力充沛'活

动度可'体毛光泽'大便正常&模型组大鼠精神欠佳'活

动减少'体毛欠光泽'大便偏多&电针组大鼠精神尚可"

活动尚正常'体毛光泽'大便正常* 在造模过程中"模

型组大鼠死亡
#

只"因受伤剔除
#

只* 因此"行为学测

试样本量为空白组
#"

只'模型组
#"

只和针刺组

#!

只*在取血和取胸腺过程中"模型组和针刺组又各

损失一个样本* 因此病理学和免疫组化检测样本量为

空白组
#"

只'模型组
:

只和针刺组
##

只*

!

#各组大鼠高架十字迷宫行为学比较$表
#

%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D=

值明显下降$

K Q"

!

"<

%&与

模型组比较"电针组
D=

值明显升高$

K Q "

!

"<

%&

D)

值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K e"

!

"<

%*

表
#

$各组大鼠高架十字迷宫行为学
D=

和

D)

值比较#$

P

"

V

)

O

%

组别
H D= D)

空白
#" %$

*

MM

)

#%

*

#% #$

*

%<

)

#%

*

<9

模型
#"

!#

*

9#

)

:

*

:!

!

#<

*

"%

)

#"

*

9"

电针
#!

%8

*

$:

)

!"

*

%$

"

#$

*

:%

)

8

*

::

##注#与空白组比较"

!

K Q"

!

"<

&与模型组比较"

"

K Q"

!

"<

%

#各组大鼠胸腺组织病理学观察 $图
#

%#光学

显微镜下"大鼠胸腺组织有被膜和小梁"小梁将胸腺实

质分隔成许多完全不同的小叶"每个小叶又可分为皮质

和髓质* 皮质为密集排列的
)

淋巴细胞构成* 髓质内

主要是由上皮性网状细胞及少许
)

淋巴细胞构成* 数

层上皮性网状细胞形成大小不等的胸腺小体* 空白组

大鼠胸腺组织结构存在"皮髓分界清楚"皮质区淋巴细

胞稠密"髓质区淋巴细胞稀少"胸腺小体体积无明显增

大* 模型组大鼠胸腺组织形态发生重度萎缩"胸腺小叶

结构不清"胸腺皮髓界限不清"淋巴细胞排列疏松"胸腺

小体体积明显增大* 电针组大鼠胸腺轻度萎缩"胸腺小

叶结构存在"皮髓分界清楚"皮质区淋巴细胞稠密"髓质

区增宽*

图
#

$各组大鼠胸腺组织病理学变化$$

S=

染色" '

#""

%

M

#各组大鼠胸腺
F7K

表达比较$图
!

"表
!

%

免疫组化阳性细胞的细胞膜和细胞浆呈棕黄色* 空白

组
F7K

阳性细胞主要在胸腺被膜下层'皮质和皮髓

交界处&模型组出现
F7K

阳性细胞明显增多的现象"

主要是在皮质和皮髓交界处&电针组
F7K

阳性细胞

较模型组减少"主要分布在皮质和皮髓交界处*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胸腺
F7K

表达升高

$

K Q"

!

"<

%&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胸腺
F7K

表达降

低$

K Q"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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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组大鼠胸腺
F7K

表达比较

$免疫组化染色" '

M""

%

<

#各组大鼠胸腺
7KL

"

F

表达比较$图
%

"表
!

%

光镜下观察"

7KL

"

F

阳性反应物主要分布于细胞膜和

细胞浆"呈棕黄色或褐色"空白组主要在胸腺皮质和髓

质&模型组
7KL

"

F

阳性细胞较空白组呈现减少趋势&

电针组较模型组"可见更多的阳性细胞*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胸腺
7KL

"

F

表达降低

$

K Q"

!

"<

%&与模型组比较"电针组胸腺
7KL

"

F

表达

升高$

K Q"

!

"#

%*

图
%

$各组大鼠胸腺
7KL

"

F

表达比较

$免疫组化染色" '

M""

%

表
!

$各组大鼠胸腺细胞
F7K

和
7KL

"

F

表达比较#$

V

)

O

%

组别
H F7K 7KL

"

F

空白
#" "

*

#"$%

)

"

*

""": "

*

!#"9

)

"

*

""$9

模型
:

"

*

#"9#

)

"

*

"""M

!

"

*

#:<:

)

"

*

""9:

!

电针
##

"

*

#"$<

)

"

*

"""$

"

"

*

!#!!

)

"

*

"":<

""

##注#与空白组比较"

!

K Q"

!

"<

&与模型组比较"

"

K Q"

!

"<

"

""

K Q"

!

"#

讨##论

&WN

模型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焦虑障碍造模方

法之一"是焦虑障碍病理生理研究广泛运用的动物模

型* 在前期研究中"采用高架十字迷宫"观察
&WN

模

型大鼠的行为学变化发现"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的焦

虑行为明显增加(

%9

"

%8

)

* 本实验采用慢性不可预知应

激刺激的造模方法"复制焦虑模型* 本实验结果显示"

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
D=P

值明显下降&与模型组比

较"电针组
D=P

值明显升高* 提示模型动物呈现焦

虑状态"本实验造模成功"且电针具有良好的抗焦虑

效应*

7=(

学说认为"慢性心理应激可通过神经递质'细

胞因子'激素等影响免疫功能(

%:

"

M"

)

* 有研究显示"持

续
$

日条件反应箱电刺激
#< >?H

慢性心理应激的小

鼠"胸腺指数明显下降"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及淋巴细胞

转化率均明显下降"胸腺细胞凋亡率升高"胸腺组织病

理损伤加重(

9

)

&持续
<

日
%" >?H

足底电击慢性心理

应激小鼠"胸腺细胞的总数量明显减少(

M#

)

&持续

#M

日的
8 U

慢性束缚心理应激"能造成小鼠胸腺细胞

的损伤(

M"

)

* 可见"多种方式建立的慢性心理应激均可

导致胸腺受损* 本实验结果显示"

&WN

慢性心理应激

焦虑模型大鼠"胸腺发生病理性改变"这与文献报道相

似(

M"

"

M#

)

* 针刺作为传统治疗手段"一方面"对慢性心

理应激所致免疫功能受损产生治疗作用(

M"

"

M#

)

&另一方

面"能对慢性应激导致的胸腺损伤表现出保护作

用(

%"

"

%#

)

* 有研究表明"针刺能上调大强度运动应激大

鼠过低的胸腺指数(

%"

)

&提高游泳训练模型小鼠过低的

胸腺系数(

%#

)

&减少由于创伤应激诱导的胸腺细胞凋

亡"并改善胸腺增殖能力(

M!

)

* 可见"针刺可抑制由于

慢性应激所致的胸腺受损* 本实验观察到"电针组大

鼠较模型组"胸腺病理损伤明显减轻* 提示电针能抑

制
&WN

焦虑模型大鼠的胸腺受损"对焦虑模型大鼠

胸腺产生保护作用"这与文献报道相类似(

%"

"

%#

"

M!

)

*

F7K

作为
7=(

中重要的一种肽类激素"它及其受

体广泛存在于体内各类器官和组织中(

!!

)

* 现代研究

已证实"慢性心理应激可引起多种器官和组织
F7K

及其受体
7KL

"

F

的水平的改变(

M%

%

M<

)

* 有研究发现"

暴露于强势小鼠的社会慢性心理应激小鼠"血浆
F7K

水平增加(

M%

)

&暴露于慢性可变应激源环境中
M

周的慢

性心理应激小鼠"血浆和左心室
F7K

浓度增加(

MM

)

&暴

露于居室入侵刺激
!

周的慢性心理应激大鼠"神经系

统和心血管系统
F7K

'

7KL

"

F

增加(

M<

)

* 可见"慢性

心理应激模型的神经心血管系统的
F7K

及
7KL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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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发生紊乱* 本实验结果显示"

&WN

焦虑模型大鼠

胸腺
F7K

水平明显升高"

7KL

"

F

水平明显降低* 提

示"

&WN

焦虑模型大鼠胸腺
F7K

'

7KL

"

F

水平发生

紊乱"与文献报道(

MM

"

M<

)有一定的相似性* 此外"针刺

能调节 体 内 多 种 器 官 和 组 织 紊 乱 的
F7K

水

平(

#M

"

!8

"

!:

)

* 有研究发现"针刺能提高大鼠过低的心肌

F7K

含量(

#M

)

&上调大鼠过低的下丘脑
F7K

含量(

!8

)

&

下调大鼠过高的血浆
F7K

含量(

!:

)

* 本实验结果发

现"电针可下调
&WN

焦虑模型大鼠胸腺过高的
F7K

水平'上调过低的
7KL

"

F

水平"并趋向于正常* 提示

电针对焦虑所致胸腺
F7K

'

7KL

"

F

水平紊乱"有良性

调节作用*

现代研究发现"

F7K

在胸腺细胞增殖和分化'凋

亡与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

"

!$

"

!9

)

* 有研究显示"将

F7K

加入胎鼠胸腺器官培养
9

天后"细胞产率降低至

正常的
$<P

"

&CM

f

&C8

f胸腺细胞减少至
%<P

(

!$

)

*

另有研究显示"

F7K

能抑制刀豆球蛋白
F

$

B4H

"

B1H1_15?H F

"

&4H F

% 引起的胸腺细胞增殖(

!!

)

* 可

见"

F7K

与胸腺细胞增殖以及凋亡密切相关* 从本实

验结果来看"焦虑模型大鼠胸腺受损的同时"伴有胸腺

F7K

'

7KL

"

F

水平的紊乱* 提示
&WN

慢性心理应激

所致胸腺
F7K

'

7KL

"

F

水平紊乱可能与胸腺受损有

关* 此外"本实验研究还发现"电针在改善焦虑模型大

鼠胸腺受损的同时"还能调节其胸腺紊乱的
F7K

'

7KL

"

F

水平* 提示电针对
&WN

焦虑模型大鼠胸腺的

保护作用"与其对胸腺
F7K

'

7KL

"

F

水平的调节作用

也有密切联系*

综上"电针具有降低大鼠焦虑情绪'抑制胸腺受

损"调节胸腺
F7K

'

7KL

"

F

水平的作用* 结合既往研

究发现"

F7K

可影响胸腺细胞增殖和分化'凋亡与再

生"提示电针可能通过干预胸腺
F7K

的合成和分泌

及其受体
7KL

"

F

的表达"进而影响胸腺细胞的成熟'

分化'增殖'凋亡和再生等环节"从而改善由于慢性应

激所致的胸腺受损* 由于
F7K

受体可偶联活性的第

二信使
BX+K

"

F7K

又可刺激离体胸腺细胞
BX+K

的形成(

!<

)

"而针刺是否还可通过影响
F7K

受体下游

信号分子传导来调节焦虑障碍的免疫功能. 将尚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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