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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损伤（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ＳＣＩ）会导致损伤水
平以下自主神经元损伤，运动和感觉的障碍，肠、膀
胱等功能的丧失， 交通事故和外伤是导致该病发生
的主要原因，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椎管狭窄、自
发性压迫性脊髓损伤患病率不断增加 ［１］，也会导致
脊髓损伤发病率进一步上升。一般来说，脊髓损伤后
可出现神经元死亡，脱髓鞘，轴突变性，炎症，神经胶
质瘢痕形成和囊性空化等病理现象 ［２］，并能引起神
经网络破坏、重组等一系列可塑性变化［３］，从而导致
神经信号传导中断和神经功能丧失。 Ｈｏｌｍｅｓ［４］最新
研究认为：随着对中枢神经系统（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鄄
ｔｅｍ，ＣＮＳ）损伤部位微环境作用的理解逐步加深，有

可能找到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神经再生的方法： 一方
面，可以通过干扰受损神经元的内部调节途径，重新
启动神经元固有的再生途径；另一方面，改善脊髓损
伤神经局部微环境， 从而消除抑制神经轴突再生的
分子因素，减少炎性浸润，促进损伤后神经功能的恢
复。 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神经元固有抑制因子对脊
髓损伤后功能恢复的影响， 而忽略了神经元外环境
在脊髓损伤后功能恢复中的作用。 目前越来越多的
学者研究发现， 神经元外环境对脊髓损伤的功能恢
复同样重要 。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 （ｐｅｒｉ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ｎｅｔｓ，ＰＮＮｓ）是由中枢神经系统细胞外基质组成的重
要神经元外环境之一， 由细胞外基质和不同的糖胺
聚糖，蛋白聚糖（ｐｒｏｔｅｇｌｙｃａｎ，ＰＧ）在某些神经元周围
凝结形成，在稳定细胞微环境、维持神经元性能、保
护神经元免受有害物质影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同时也参与调节多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
制。在脊髓损伤模型中，ＰＮＮｓ高度结构化，包裹在细
胞外构成了神经元和细胞外之间的物理屏障， 阻碍
神经恢复， 而使用酶法去除 ＰＮＮｓ 可促进脊髓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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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是由细胞外基质分子高度凝聚且环绕神经元形成的复杂的网络结构。 在维持神经
元性能、保护神经元免受有害物质的影响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然而，在脊髓损伤后，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形成一道包
裹在神经元外，限制神经可塑性的物理屏障，阻碍神经元轴突再生和髓鞘形成，同时，也会促进局部神经炎症吸收。 本
文主要阐述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的组成、功能及其对脊髓损伤后轴突再生、髓鞘形成及神经炎症等方面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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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功能恢复［５－６］。 在脊髓损伤继发性病变的产生和治
疗效应的过程中， 如何促进脊髓神经轴突的再生以
及如何减弱损害神经再生的炎性反应， 一直是脊髓
神经损伤修复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论述
了 ＰＮＮｓ 的组成以及它们在脊髓损伤后神经再生与
神经炎症中的影响及潜在治疗应用。
１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的组成及特征

１． １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的组成

ＰＮＮｓ 被发现以来，近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对
其可视化、显微解剖结构、组成以及与神经功能相关
性［７－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现大脑和脊髓中
的 ＰＮＮｓ由相同的分子组成［９］，脊髓腹角中约 ３０％的
运动神经元， 中央灰质中 ５０％的大中性神经元和背
角中 ２０％神经元的周围存在 ＰＮＮｓ［１０］。 目前已知的
ＰＮＮｓ 主要组成包括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 （ｃｈｏｎ鄄
ｄｒｏｉｔｉｎ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ｏｇｌｙｃａｎ，ＣＳＰＧ）， 透 明 质 酸

（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ＨＡ），连接蛋白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 ｌｉｎｋ ｐｒｏ鄄
ｔｅｉｎ－１，Ｃｒｔｌ１）和肌糖蛋白（ｔｅｎａｓｃｉｎ，ＴＮ）［１１－１２］。 其中，
ＣＳＰＧ 包括 Ｌｅｃｔｉｃａｎｓ 家族， 即聚集蛋白聚糖（ａｇｇｒｅ鄄
ｃａｎ）， 多功能蛋白聚糖 （ｖｅｒｓｉｃａｎ）， 神经蛋白聚糖
（ｎｅｕｒｏｃａｎ），短小蛋白聚糖（ｂｒｅｖｉｃａｎ），磷酸酶蛋白聚
糖（ｐｈｏｓｐｈａｃａｎ），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 ２（ＮＧ２）等多
种类型［１３－１４］。 聚集蛋白聚糖存在于所有的 ＰＮＮｓ 中，
而神经蛋白聚糖、多功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蛋白
聚糖 ２和磷酸酶蛋白聚糖仅存在于部分 ＰＮＮｓ中。
１． ２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主要组成的特征

１． ２． １ 透明质酸 透明质酸是由数百个重复的二

糖亚基组成的聚合物， 并且是 ＰＮＮｓ 中惟一不被硫
酸化或未结合到蛋白核心的糖胺聚糖［１５］。 透明质酸
由透明质酸合酶（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ａｎ 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ＨＡＳ）直接在
细胞外空间形成 ［１６］，它存在 ３ 种透明质酸合酶异构
体（透明质酸合酶 １、透明质酸合酶 ２、透明质酸合酶
３，即分别为 ＨＡＳ１、ＨＡＳ２、ＨＡＳ３），它们合成各种长
度和速度不同的透明质酸链， 而 ＨＡＳ１ 和 ＨＡＳ２ 快
速产生可达 ２ ０００ ｋＤａ 的透明质酸长链，而 ＨＡＳ３ 则
以慢速产生透明质酸短链［１７］。 ３ 种透明质酸合酶均
在核周围表达， 而脊髓的神经元则表达 ＨＡＳ１ 和
ＨＡＳ３，但 ＨＡＳ３ 是成熟脊髓中惟一鉴定出的亚
型［１８］。 分解 ＨＡ 后导致 ＰＮＮｓ 缺失，表明 ＨＡ 在维持
ＰＮＮｓ结构完整性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９］。
１． ２． ２ 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 硫酸软骨素蛋白聚

糖由两个核心蛋白域组成：Ｃ 末端的全局域 Ｇ３ 和 Ｎ
末端的一个或两个全局域（Ｇ１ 和 Ｇ２），Ｇ１ 结构域包
含一个免疫球蛋白和两个重复的蛋白聚糖；Ｇ２ 域仅
在聚集蛋白中发现，包含两个重复的 ＰＧ，Ｇ１ 结构域
中的重复蛋白聚糖可以通过连接蛋白与 ＨＡ 结

合［２０］。 有研究发现，脊髓损伤部位 ＣＳＰＧ 表达增加，
通过软骨素酶分解 ＣＳＰＧ 后 ［２１］，能有效促进轴突再
生和神经元修复。
１． ２． ３ 肌糖蛋白 肌腱蛋白家族由 ４ 种不同的糖
蛋白组成，但迄今为止，在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中
仅观察到肌糖蛋白－Ｒ（Ｔｎ－Ｒ）和肌糖蛋白－Ｃ（Ｔｎ－Ｃ）
两种糖蛋白［２２］。 在翻译后加工过程中的变化和基质
金属蛋白酶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ＭＭＰ）的活性
的影响下，肌糖蛋白高度异质。肌糖蛋白 Ｃ具有由两
个均三聚体组成的四元结构， 从而形成六聚体，Ｔｎ－
Ｒ 同时形成同二聚体和同三聚体。 三聚体肌糖蛋白
Ｒ和肌糖蛋白 Ｃ 与硫酸软骨素蛋白核心蛋白的 ｃ 端
结构域结合，形成有组织的 ＰＮＮｓ主链。
１． ２． ４ 连接蛋白 连接蛋白在透明质酸和硫酸软

骨素蛋白聚糖的 Ｇ１ 凝集素结构域之间形成非共价
连接，阻止了凝集素扩散到细胞外基质中。连接蛋白
家族由 Ｃｒｔｌ１、Ｃｒｔｌ２、Ｃｒｔｌ４、Ｂｒａｌ２，４ 种不同的蛋白质
组成， 其中，Ｃｒｔｌ１ 和 Ｃｒｔｌ４ 在被 ＰＮＮｓ 包围的神经元
中表达，而 Ｃｒｔｌ２ 不仅在少突胶质细胞中表达，同时
也存在于 ＰＮＮｓ 中［２０］。 Ｋｗｏｋ 等 ［１２］研究表明，在人胚
肾细胞（ｈｕｍａｎ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ｋｉｄｎｅｙ，ＨＥＫ）模型中，Ｃｒｔｌ１
在 ＨＡＳ３ 表达细胞中的过表达会形成弥散的细胞外
基质，从而形成致密的细胞外基质网络，提示 Ｃｒｔｌ１
对 ＰＮＮｓ 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对 Ｃｒｔｌ１ 基因敲除小
鼠细胞培养的研究中也再次验证了 Ｃｒｔｌ１ 在 ＰＮＮｓ
形成中的重要性。
２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对脊髓损伤修复的影响

一项系统定量的研究表明 ［２３］ＰＮＮｓ 结构并非静
态的， 在发育中及脊髓损伤后 ＰＮＮｓ 数量和组成会
发生变化，即为了保护和维持神经生长，也限制了损
伤后神经修复， 且目前仍没有完全有效的方法干预
脊髓损伤后脊髓神经网络的重组和可塑性变化。
２． １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对脊髓损伤后轴突再生

的影响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 轴突再生主要以轴突萌芽
和突触形成为特征， 脊髓损伤后神经功能障碍主要
是由于损伤后引起的轴突中断， 因此保留残余轴突
并促进轴突修复和再生是脊髓损伤神经修复的重要

步骤。然而，成年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轴突在损
伤后难以自行再生， 其中阻碍脊髓损伤后轴突再生
的外源性机制包括促生长分子的相对缺乏或在损伤

环境中生长抑制分子的大量表达。 脊髓损伤后 ３～
１４ ｄ 损伤部位突触周围细胞外基质表达逐渐上调，
神经周围神经网络高度聚集 ［２４］并迁移到病变部位，
形成胶质瘢痕阻碍轴突的再生。 凋亡和坏死的细胞
释放出大量的警报蛋白启动一系列炎症信号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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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变后的微环境迅速做出反应， 在炎性环境中，
ＣＳＰＧ、ＴＮ－Ｒ等分泌增加， 形成抑制性化学屏障，同
时， 炎症反应过程中释放的细胞因子会损害少突胶
质细胞和神经纤维，导致轴突的脱髓鞘［２５］，限制轴突
的再生。
２． １． １ 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对脊髓损伤后轴突再

生的影响 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上调已在损伤后神

经胶质瘢痕的病理学主要成分中进行了广泛研究。
研究表明［２６］：脊髓损伤后 ＰＮＮｓ 中的 ＣＳＰＧ 表达上调
并逐渐向损伤部位迁移， 损伤后第 ２ 周达到高峰后
保持长期上调 ［２７］，与星形胶质细胞、小胶质细胞、巨
噬细胞形成神经胶质瘢痕［２８］。ＣＳＰＧ可通过神经再生
抑制剂受体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受体 σ（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ｙｒｏ鄄
ｓ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σ，ＰＴＰσ）和白细胞共同抗原相关的
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ＡＲ）［２９］，调控 Ｒｈｏ ／ ＲＯＣＫ 通路，抑制 Ａｋｔ 和 Ｅｒｋ１ ／ ２
磷酸化介导的激活 ＧＴＰａｓｅ 受体信号通路，导致生长
椎塌陷，从而抑制轴突的生长［３０］。 ＣＳＰＧ ／ ＰＴＰσ 相互
作用还可以通过抑制自噬体－溶酶体融合来调节轴
突生长锥处的自噬通量， 从而影响脊髓损伤后轴突
的再生［３１］。并且在脊髓损伤后，抑制 ＰＴＰσ或 ＬＡＲ信
号后的确有助于增强脊髓损伤后轴突的再生 ［３２－３３］。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抑制 ＣＳＰＧ 后可促进脊髓损伤后
轴突的再生，２００２ 年 Ｂｒａｄｂｕｒｙ 等［３４］首次发现在大鼠

ＳＣＩ 模型中通过硫酸软骨素酶 ＡＢＣ（ｃｈｏｎｄｒｏｉｔｉｎａｓｅ
ＡＢＣ，ＣｈＡＢＣ）降解 ＣＳＰＧ可改善轴突生长。 之后，这
一结果也得到了其他学者验证［３５］。有研究发现，在联
合治疗策略中，在受损脊髓部位持续注入 ＣｈＡＢＣ 酶
１ 周后接受神经干细胞移植， 移植的神经干细胞成
功整合迁移到脊髓并分化为少突胶质细胞 ［３６］，骨髓
基质干细胞 （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ＢＭＳＣｓ）联合 ＣｈＡＢＣ 酶可促进神经纤维再生［３７］。 可
见， 分解 ＣＳＰＧ 可以优化脊髓损伤后神经干细胞移
植治疗策略，促进轴突的完整性和可塑性。
２． １． ２ 肌糖蛋白对脊髓损伤后轴突再生的影响

发育中的中枢神经系统中肌糖蛋白 ＴＮ－Ｃ 可促进神
经前体的增殖和迁移、轴突的延伸和生长锥的形
成 ［３８］，成熟轴突中 ＴＮ－Ｃ 结合特定的异二聚体整联
蛋白受体 α９β１ 整合素， 也可促进神经突增生和轴
突再生［３９－４０］。 成年小鼠 ＴＮ－Ｃ基因敲除后，在脊髓损
伤中较正常小鼠出现更严重的皮质脊髓束轴突消退

和死亡［４１］。 而 ＴＮ－Ｃ同家族的 ＴＮ－Ｒ不同，脊髓损伤
后损伤部位 ＴＮ－Ｒ 表达上调阻碍轴突的修复和再
生［４２］。 研究显示，采用局部给药 ＴＮ－Ｒ 多克隆抗体，
透过破坏的血脊髓屏障持续渗透入损伤脊髓组织，
阻断 ＴＮ－Ｒ 所导致的 ＲｈｏＡ 信号的激活， 可以促进

轴突生长［４３］。Ａｐｏｓｔｏｌｏｖａ等［４４］曾通过对 ＴＮ－Ｒ基因敲
除鼠的研究发现， 脊髓损伤后 ＴＮ－Ｒ 可以阻碍运动
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重建突触联系， 从而限制了脊
髓损伤后运动功能的恢复。 一项关于脊髓损伤大鼠
接受 ＴＮ－Ｃ、ＴＮ－Ｒ 诱导的人骨髓源性多能祖细胞注
射治疗的研究［４５］显示：ＴＮ－Ｃ诱导组可显著增强微管
相关蛋白 ２（ｍｉｃｒｏｔｕｂｕ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２，ＭＡＰ２），
βＩＩＩ 微管蛋白和神经生长因子 （ｎｅｒ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ＮＧＦ）的 ｍＲＮＡ表达，而 ＴＮ－Ｒ 诱导组没有明显促进
作用。 确切完整的机制仍不清楚，尚待进一步阐明。
由上可见，ＴＮ－Ｃ 是脊髓损伤后神经再生所必需的，
而 ＴＮ－Ｒ 和 ＣＳＰＧ 与脊髓损伤后神经修复及功能恢
复呈负相关。
２． ２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对脊髓损伤后髓鞘形成

的影响

脊髓损伤后中枢神经系统的髓鞘细胞少突胶质

细胞被破坏、死亡，发生脱髓鞘现象。 髓鞘再生主要
通过少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增殖、迁移至病变部位，
在损伤后分化为髓鞘少突胶质细胞来实现， 但是内
源性少突胶质前体细胞分化能力有限，此外，有许多
与髓磷脂相关的抑制因子被认为是促进中枢神经系

统再生的关键机制，ＰＮＮｓ 中的 ＣＳＰＧ、ＨＡ 还抑制少
突胶质细胞前体细胞的存活、整合和迁移分化［４６］，进
一步阻碍脊髓损伤后再髓鞘化。

研究显示［４７］，ＣＳＰＧ 可激活 ＰＴＰσ 受体和下游的
Ｒｈｏ ／ ＲＯＣＫ 途径， 诱导神经前体细胞和少突胶质前
体祖细胞群体的凋亡， 并限制少突胶质前体细胞向
少突胶质细胞分化、成熟和再髓鞘化。 阻断 ＰＴＰσ信
号后可有效逆转 ＣＳＰＧ对少突胶质前体细胞 ｃａｓｐａｓｅ
３ 依赖性细胞死亡的抑制作用， 促进内源性前体细
胞分化成少突胶质细胞，减弱 ｃａｓｐａｓｅ ３ 介导的成熟
少突胶质细胞死亡并保留髓磷脂。 另外，ＲＮＡｉ 介导
的 ＰＴＰσ 下调能够逆转 ＣＳＰＧ 对少突胶质细胞分化
和髓鞘形成的抑制作用，并且体外实验中，将少突胶
质细胞中 ＰＴＰσ 受体敲除后的培养物中，ＣＳＰＧ 对髓
鞘形成的抑制作用也显著降低， 增加了少突胶质细
胞分化和髓鞘形成［４８］。最近，研究者［４９］尝试其将人胚

胎干细胞衍生神经干细胞包裹在透明质酸基水凝胶

中，发现可以增加细胞向少突胶质细胞的分化，并改
善其运动功能， 发现利用透明质酸是提高脊髓损伤
大鼠中枢神经系统活力和分化的良好选择。 因此，
ＰＮＮｓ 中的 ＨＡ、ＣＳＰＧ 也是构成髓鞘形成的重要抑
制因子。
２． ３ 神经元胞外基质网络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炎症

的影响

神经炎症不仅会加重损伤部位的疼痛感 ［５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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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炎症病灶处实质细胞的变性、 坏死和代谢功
能异常， 减少受伤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可以改善神
经元的再生［５１］。所以，减少脊髓损伤后继发性炎症反
应，改善受损脊髓局部神经外环境，对脊髓损伤继发
性病变的治疗和修复至关重要。在中枢神经系统中，
神经炎症主要由常驻巨噬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中，
为小胶质细胞）介导 ［５２］，巨噬细胞有两种表型：经典
激活的促炎（Ｍ１）表型和可选择激活的抗炎（Ｍ２）表
型，脊髓损伤后 ７ ｄ 内观察到少量 Ｍ２ 小胶质细胞的
瞬时激活和大量 Ｍ１ 小胶质细胞的长期激活 ［５３］，并
且通过抑制 Ｍ１ 表型、促进 Ｍ２ 表型的表达 ［５４］，或者
将 Ｍ２ 表型巨噬细胞移植至受损脊髓可促进 ＳＣＩ 大
鼠的运动恢复［５５］。 因此，促进 Ｍ２小胶质细胞极化可
能是一种有希望的治疗策略， 以促进 ＳＣＩ 后的功能
恢复， 而 ＰＮＮｓ 与炎症之间的关系可能极大地影响
内源性脊髓修复。
２． ３． １ 透明质酸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炎症的影响

在健康脊髓中，高分子量透明质酸（分子量＞１ ０００ ｋＤａ）
是主要的透明质酸表现形式， 它通过星形胶质细胞
释放到细胞外， 并且可能通过阻断细胞外配体结合
先天免疫受体的能力来降低小胶质细胞的炎症信号

传导［５６］。研究发现，在组织受伤后透明质酸分裂形成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分子量＜２００ ｋＤａ），通过信号转
导途径刺激 ＴＬＲ－２ 和 ＴＬＲ－４ 刺激炎症性细胞因子
的产生 ［５７］，而在脊髓损伤小鼠中发现 ＴＬＲ－２ 和
ＴＬＲ－４均增加，并在巨噬细胞 ／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
质细胞中表达［５８］。 可见在脊髓损伤模型中低分子量
透明质酸可能具有放大某些炎症反应的作用。另外，
有学者基于上述研究进一步发现 ［５９－６１］，在脊髓损伤
治疗策略中， 将高分子量透明质酸用于凝胶基质置
入损伤部位， 能有效抑制炎症反应和星型胶质细胞
活化增生，通过调节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保护神经组
织，改善轴突再生促进脊髓损伤大鼠的功能恢复。
２． ３． ２ 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炎

症的影响 ＣＳＰＧ 最初被认定为是神经胶质瘢痕内
轴突生长和可塑性的抑制剂， 但新发现它也是内源
性炎症反应的重要调节剂，ＣＳＰＧ 在损伤后上调可能
与促炎性刺激有关［６２］。 脊髓损伤后 ＣＳＰＧ硫酸化，糖
胺多糖（ｇｌｙｃｏｓ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ａｎｓ，ＧＡＧ）被释放，通过结合
免疫性受体、免疫细胞的信号分子激活免疫细胞，增
强炎症反应，限制内源性修复。研究显示［６３］，ＣＳＰＧ结
合 ＬＡＲ、ＰＴＰσ 下游的 Ｒｈｏ ／ ＲＯＣＫ 促进小胶质细胞 ／
巨噬细胞促炎性表型 Ｍ１ 表型的激活， 并且通过阻
断 ＬＡＲ 和 ＰＴＰσ 受体，减少与 ＣＳＰＧ 的结合，可降低
促炎性细胞因子白介素 １β的水平，并上调神经保护
性小胶质细胞 ／巨噬细胞 Ｍ２ 表型和 Ｔ 调节细胞的

表达，增强 ＳＣＩ后的抗炎环境。很好地证明了在脊髓
损伤中靶向 ＣＳＰＧ受体会改善炎症反应。 可见，减少
炎症反应是促进 ＳＣＩ后有效恢复的新策略。
２． ３． ３ 肌糖蛋白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炎症的影响

肌糖蛋白在炎症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广泛的研究。 随
着不断深入研究，神经生物学家们发现，ＴＮ－Ｒ 不仅
影响神经元神经突起的生长，对少突胶质细胞、小胶
质细胞等神经胶质细胞也产生不同的影响［６４］。因此，
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 ＴＮ－Ｒ 在脊髓损伤后炎
症反应及轴突再生中的作用及机制。

综上，脊髓损伤后 ＰＮＮｓ 组成成分的改变，与脊
髓损伤后轴突再生、髓鞘形成及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ＰＮＮｓ可阻碍髓鞘形成、轴突再生，并加重炎症反应，
而炎症反应又进一步加重脊髓损伤后继发性病变，
损害少突胶质细胞和神经纤维，导致轴突的脱髓鞘，
限制轴突的再生，严重影响脊髓损伤后功能恢复。所
以维持 ＰＮＮｓ 平衡和稳定性可减少脊髓损伤后继发
性炎症反应，改善受损脊髓局部神经外环境，降低抑
制神经轴突再生的有害因素。 尽管通过有效分解内
源性 ＰＮＮｓ成分，抑制 ＰＮＮｓ 相关成分合成及其信号
传导可减少脊髓损伤后的炎症蔓延， 增加轴突可塑
性，并能改善功能恢复。 但是，目前在讨论神经元胞
外基质网络在脊髓损伤修复中的作用时仍有许多问

题存在，例如：各种脑区域内 ＰＮＮｓ 被很好地研究，
但在脊髓中研究仍不深入。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如
何诠释 ＰＮＮｓ 在脊髓损伤发病机制中的整体意义及
动态平衡， 仍有必要针对 ＰＮＮｓ 的系统调控进行研
究挖掘。 希望深入了解 ＰＮＮｓ 的性质及其在脊髓中
的作用， 可以找到针对性去除 ＰＮＮｓ 的替代性和非
侵入性治疗策略，以增强损伤后的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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