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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捕食应激过程中大鼠脑边缘系统一氧化氮合酶神经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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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讨应激状态下大鼠脑边缘系统内一氧化氮合酶 ( Nitric oxide synthase, NOS ) 阳性神经元的变化及这

种变化与脑神经元损伤发生的关系。 采用捕食应激动物模型, 将80只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3组： 对照

组(n=20)、单纯捕食应激组(n=30)、加强捕食应激组(n=30)。采用还原型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黄递

酶 (NADPH-d) 组织化学方法, 研究应激后1、3、6、12、21、30 d NOS 阳性神经元的分布规律。 结

果表明: 对照组NOS 活性平稳，但应激后NOS活性变化明显。与对照组比较, 应激1–3 d， 单纯应激组

和加强应激组NOS阳性神经元数目在皮质、纹状体、海马、下丘脑等部位增多，即NOS活性升高；第

4–12 d，NOS活性进一步升高, 除皮质外与对照组相比具显著性差异 (P< 0.01);  其中, 应激单纯组和加

强组海马和下丘脑室旁核分别在第6 d、第12 d NOS活性最高。从第13 d起NOS阳性神经元的活性开始

逐渐降低; 到第30 d NOS活性下降明显, 但其活性仍高于对照组(P< 0.05)。对于同一时间点而言，与对

照组相比, 加强应激组的NOS活性变化大于相应的单纯应激组。 结果提示：NOS活性程度与心理应激

程度密切相关; 应激过程中大鼠脑边缘系统过量增多的NO产生的神经毒性可能是应激导致大鼠脑边缘

系统神经元受损的原因之一[动物学报 50(5): 759-76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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