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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 五号治疗大鼠脊髓损伤的电生理研究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 ∀ � ! !  ! !#

刘卫 东 韩凤岳

摘要 制作 �∃ 只 %�
&

右半横断的 ∋ ()∗ +, 大 鼠模型
,

随机分为三组
−

脊越 . 号组
、

激素组
、

空 白对

照组
,

分别给予脊髓 � 号方剂
、

激素
、

生理盐水
,

并观察动物行 为变化
。

/ 周后
,

以 电生理学方法测定

运动诱发电位和感觉诱发 电位
,

评价其功能恢复
。

发现奋斑 . 号方 荆具有 良好疗效
,

并在一定程度上优

于激素
。

关键词 奋越损伤 诱发 电位 奋越 . 号

应用中药方剂治疗大鼠急性脊髓损伤取得一定疗 线记忆示波器 旧 本 # 显示
、

记录
。

效
〔‘〕,

在此基础上筛选出脊髓 . 号方剂 ∀主要成分有
−

人参
、

白术
、

获等
、

黄蔑
、

当归
、

五味子
、

防己
、

甘

草 #
,

采用电生理学方法对其疗效和促进脊髓修复再生

的机制作进一步研究
。

实验材料及方法

采用 �∃ 只成年 0 ()∗
+ ,

大白鼠
,

以 1 号手术刀片

将其第 �& 胸髓
2

∀% � & #
、

右半侧切断
,

彻底止血并逐层缝
& 卜

口 !

把它们随机分为 3 组
,

每组 4 只
。

第 � 组为脊髓 .

号组
,

每 日灌喂脊髓 . 号药液 ∀&!� 生药量 56 7 体重 # 8

第 & 组为激素组
,

急性期内 ∀& 周 # 隔 日腹胶注射氢化

可的松 ∀�! 9 7 5 6 7 体重 #
,

并给予庆大霉素 ∀4 万单位

5 : 7 体重 # 腹腔注射 8 第 3 组为空白对照组
,

每日灌喂

生理盐水
。

每日观察动物行为变化
,

测定肌力和痛觉反

射情况
。

/ 周后
,

进行电生理学实验
。

∀; # 运动诱发电位

∀< = ># 测定
−

将大白鼠用戊 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

∀3 ?9 7 5: 7 体重 #
,

固定于实验台上
,

切开颅顶皮肤
,

以

台式牙科钻打开颅骨
,

暴露左侧大脑皮层感觉运动区
,

将刺激电极 ∀金制球形电极
,

尖端直径 ;9 9 # 置于此

区硬脑膜上
,

阴阳极相距 ≅9 9
。

采用稳流刺激
,

电流

强度 ; ?9 Α
,

频率 3 ! !Β − ,

方波时程 & ! !拜) ,

间隔 Χ 秒
。

记录电极置于右下肢排肠肌内
,

正极位于近侧
,

负极位

于远侧
,

相距 )9 9
。

刺激电极和记录电极间置一地极
。

∀&# 感觉诱发电位 ∀Δ => # 测定
−

麻醉
、

开颅与测定运

动诱发电位时相同
,

同时暴露并分离右侧大腿部坐骨

神经
,

将刺激电极平搭于坐骨神经干上
,

阴阳极相距

≅9 9
,

电流强度 ;9 Α
,

其余数据与运动诱发电位相同
。

记录电极置于左侧大脑皮层的运动感觉区
,

两极相距

≅9 9
。

刺激电极与记录电极间置一地极
。

以光电 3 导

 � ! 3 型刺激器 ∀日本 # 输出刺激
,

并以光电 Ε Φ 一 �! 双

实验结果

�
2

实验大白鼠行为观察
−

% � &

损伤术后当日
,

全部

动物出现右后肢全瘫
,

肌力 。级 ∀个别动物出现双下肢

瘫 #
,

左后肢痛觉消失
,

捏掐左足趾时
,

左后肢无回缩

反应
,

右后肢痛觉大致正常
。

术后 Γ 一 4 日
,

脊髓 互号

组大鼠右后肢运动功能开始恢复
,

肌力 . Η . 级
,

左后

肢痛觉有所恢复
,

用力捏掐左足趾时
,

左后肢出现不恒

定的回缩反应
。

术后  一 ∃ 日
,

激素组大鼠开始恢复
,

右

后肢肌力 . Η . 级
,

左后肢有缓慢而不恒定的痛觉回

缩反应
,

但动物一般状况差
,

明显瘦弱
,

体毛倒竖
,

无

光泽 8 但此时
,

空 白对照组尚无恢复
。

术后 & 周
,

脊髓

. 号组大鼠右后肢已能做爬行运动
,

肌力 ; 一 ∋ 级
,

左

后肢痛觉接近 正常水平 8 激素组大鼠右后肢肌力 . 一

班级
,

左后肢痛觉 回缩 反应能引出
8
空白对照组大鼠右

后肢出现轻微活动
,

肌力 . Η ; 级
,

左后肢痛觉恢复不

明显
。

术后 / 周
,

脊髓 Ι
一

号和激素组大鼠右后肢运动能

力和左后肢痛觉均接近正常水平
,

肌力 .ϑ Η ϑ 级 8 空白

对照组大鼠右后肢可作爬行运动
,

肌力 . Η ; 级
,

左后

肢痛觉部分恢复
。

&
2

电生理实验结果

∀;# 运动诱发电位 ∀< = ># 测定
−

潜伏期
、

波幅见

表 �
,

空白对照组中有 & 只大白鼠没有记录到运动诱发

电位
。

表 � 运动诱发电位

组别
实验

动物数
潜伏期 ∀9 ) # 波幅 ∀9 ϑ #

脊翻 �� 号组 & �士 !
2

/ � / ! ! 3 3 Γ ! 土 !
2

! ! / 3 &

激素组 Γ 4士 ! & ∃ / ! ! � Γ ! Κ 士 ! ! ! & � 3

空白对照组 !
2

! ! � 4 4士 !
2

! ! � & 4

注
−

大白鼠运动诱发电位正常值
,

潜伏期 ∀9 )# − /
2

�4 士 。
2

& Γ /
,

波幅 ∀9 ϑ#

! !  4 4  士 !
2

! & 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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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诱发电位 ∀Δ => # 测定
−

潜伏期
、

波幅见

表 &
,

空白对照组中有 3 只大白鼠没有记录到感觉诱发

电位
。

表 & 感觉诱发电位

组别
实验

动物数
潜伏期 ∀9 ) # 波幅 ∀9 ϑ #

脊徽 �� 号组 4 �  
2

�士 !
2

∃  3 !
2

! ! Γ 4 &士 !
2

! ! ! � /  

激素组 4 � �
·

/士 !
2

 !  !
·

! ! & � !士 !
·

! ! ! 3 / �

空白对照组 3 & 3
2

!士 �
2

� Γ ! !
2

! ! & ! Γ士 !
·

!! ! ∃∃ �

注
−

大白鼠感觉诱发电位正常值
,

潜伏期 ∀9 ) #
−

�/
2

 士

!
2

Γ � 3
,

波幅 ∀9 ϑ #
− !

2

! ! � � & 士 !
2

! ! ! / ∃ ∃

由表 � 和表 & 可见
−

脊髓 ; 号组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
,

无论运动诱发电位还是感觉诱发电位
,

在潜伏期及

波幅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 Λ 。
2

! Γ #
,

脊髓 . 号组潜伏期

表 3

的延长及波幅的下降 ∀相对正常而言 # 均少于空白对照

组
。

脊髓 ; 号组与激素组相比
,

在诱发电位波幅上存在

明显差异 ∀> Λ !
2

! Γ #
,

而潜伏期的差异不明显
。

各组间

比较见表 3
。

讨 论

�
2

诱发电位在临床上应用广泛
,

是脊髓损伤后判

断损伤程度和预后的重要指标
〔,

·

’〕 ,

其变化往往先于临

床症状和病理切片表现出来
。

再生恢复较好的动物其

诱发电位表现为潜伏期延长较少
,

波幅下降较小
,

而恢

复不 良的动物则相反
。

本实验中运动诱发电位主要检

测中枢神经系统下行传导通路
,

感觉诱发电位则检测

上行传导通路的情况
。

实验中电生理指标与动物行为

变化基本平行
。

各组间比较

运动诱发电位
组间对比

感觉诱发电位

潜伏期有明显差异 波幅有明显差异 潜伏期有明显差 异 波幅有明显差异

是是否是否是是是否 是是否脊 ��
−

空白

脊 ��
−

激素

激素
−

空白

注
−

有明显差异即 >Λ !2 !Γ

&
2

从实验动物诱发电位及行为变化上看
−

∀;# 脊髓 . 号组与空白对照组间存在明显差异
,

提

示脊髓 ; 号方具有良好疗效
。

∀&# 脊髓 ; 号组与激素组比较其意 义在于
−

激素是

临床上治疗脊髓急性损伤的常用药物
,

有一定的效果
。

本实验中两组在诱发电位的潜伏期上差异不显著
,

但

在波幅上却存在明显差异
,

有学者认为脊髓机能的恢

复与诱发电位的波幅密切相关
,

在一定意义上波幅的

变化较潜伏期更为重要
〔3 〕 ,

而且
,

从动物的行为变化上

观察
,

脊髓 . 号组动物恢复较早
,

一般状况也明显优于

激素组
。

因此有理由认为脊髓 亚号方的疗效较激素为

韩凤岳
,

等
2

�� �Γ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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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新技术培训班通知

为推广近年来骨科领域内的新技术
、

新疗法
,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

中国骨伤杂志编辑部
、

北

京骨伤外固定研究会
。

定于 � � �  年 Γ 月 �3 日Η Γ 月 �∃ 日在北京举办骨科新技术培训班
,

特邀陈

宝兴
、

孟和等国内著名专家
、

教授主讲
,

并安排手术操作示教
,

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对象
−

各级医院骨科具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医师二

二
、

内容
−

�
2

骨穿针外固定器的临床应用
8

&
2

经皮穿刺颈腰椎间盘切吸术
8

3
2

小切 口足外科疗法
8

/2 微型外科新技术
。

三
、

费用
−

学费 Γ ∃! 元
,

资料费 �!! 元
。

∀另有教学录相带
,

二盘 3 !! 元
,

需要者另购
。

# 统

一安排食宿
,

费用自理
。

四
、

报到时间
− � � �  年 Γ 月 �& 日

五
、

报到地点
−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新仓 �∃ 号 《中国骨伤》杂志编辑部 ∀地铁东直 门站或由北

京站乘 &/ 路公共汽车海运仓站下
,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内#
。

注
−

凡参加学习班的学员
,

拟购返程车票者请将返程时间
、

车次在回执 中注明
。

报名回执请

于 � � �  年 / 月 �Γ 日前寄回
,

以便安排食宿
。

回执请寄至
−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新仓 �∃ 号 《中国骨

伤》编辑部 钟方 收 ∀邮编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