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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慢性孵育 Β2淀粉样肽   Β2°  对海马神经元上瞬时外向钾电流 Ι 和延迟整流钾电流

Ι的影响 ∀方法  在培养的大鼠海马神经元上用膜片钳全细胞记录钾通道电流 ∀结果  Β2°    Λ#
孵育细

胞  Ι电流幅度增加1 ? 1  电流密度由1 ? 1 #°ƒ增加至1 ? 1 #°ƒ 
Β2°   

Λ#
孵育  Ι电流幅度增加1 ? 1  电流密度增加至1 ? 1 #°ƒ 

呈浓度依赖性 Β2°  引起

的 Ι增加对 ×∞  #敏感 Β2°  上调 Ι的作用主要发生在 Β2°  用药后  内 ∀Β2°  对 Ι 无显著性

影响 ∀结论  Β2°  选择性地增加海马神经元上 Ι这一作用可能与 Β2°的神经毒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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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2淀粉样肽Β2°的纤维化沉积是老年痴呆

⁄患者的主要病理特征之一 ∀

研究表明 Β2°不仅对神经元有直接的毒性 而且能

增加神经元对神经毒性物质的敏感性 ∀所以 Β2°

在 ⁄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但其作用机制

目前仍不清楚 ∀学习和记忆障碍是临床诊断 ⁄的

主要指标 ∀等≈首先报道钾通道参与与老

年化有关认知功能的损伤 并且认为钾通道在学习

和记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目前关于 Β2°对钾通

道作用的报道很少且有争论 ∀ ⁄的病理损伤是否

涉及钾通道的活性尚属未知 ∀因此 为进一步探讨

钾通道在 Β2°神经毒性中的作用 本研究用培养海

马神经元与 Β2淀粉样肽  Β2° 慢性孵育 用

全细胞膜片钳的方法观察 Β2° 对电压依赖性外

向钾电流 Κ∂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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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产分析纯 ∀

  海马神经元原代培养  按文献≈从新生 •

乳鼠分离出海马组织 剪碎 胰酶消化 用培养液

⁄∞   马血清   胎牛血清 青霉素 1

∏#
链霉素  Λ#

洗涤 稀释 将细胞稀

释成  ≅ 
 个#细胞悬液 将细胞悬液接种预

先用多聚赖氨酸铺底的  培养皿≤每皿 

放入   ≤     的 ≤ 培养箱中培养 ∀

 后 加入阿糖胞苷  Λ#


抑制胶质细胞生

长 ∀细胞培养至    进行电生理实验 ∀

  全细胞膜片钳实验  将培养皿放置于倒置显微

镜×2型 ≠ °≥上 将培养皿内的培养液换

成人工脑脊液  ≤  #
≤ 

#
≤ 1 #

∞°∞≥  #


⁄2∏ #
≤≤  #

××÷ 

#
 1 选取海马锥体神经元细胞进行实

验 ∀微电极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由 °°2型

拉制仪 ≤分两步拉制 充灌电极

内液≤  #
∞×  #

∞°∞≥

 #
≤ 1 #

 ×°#  1

#用 调至  1后 电阻为     8 

采用高阻抗封接技术 负压打孔 形成全细胞钳制 ∀

≤ 1 程序  ÷ 通过 ⁄Π⁄ 转换板

⁄ ¬支持 ∞°≤2放大器进行刺激发

放和信号采集 并存储于 2°≤计算机中 ∀

  数据分析与统计  所有电流的测量 拟和等分

析均在 ≤1 ≤°ƒ× 1等软件上完

成 数据均以平均数 ? 标准差表示 采用 τ检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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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Π 1为差异有显著性 ∀

结 果

1  大鼠海马神经元钾通道亚型

当海马神经元给予保持电位在   ∂ 去极化

至   ∂ 波宽为  的刺激后 正常细胞上可

引出延迟整流钾电流Ι 其稳态电流峰值为

?   电流密度为 ?  #ƒ
 ν   ∀

该电流对 ×∞  #敏感图  当保持电位

变为   ∂ 去极化至   ∂ 波宽为  的

刺激后 此时可记录到的电流至少含有两种成分 即

瞬时外向钾电流Ι和 Ι在这两种钳制电位下记

录到的电流借助 ≤°ƒ×软件相减 即可得到 Ι 

最大峰电流值为 ?   电流密度为 ?

 #ƒ
 ν  该电流对  #的 2°敏

感图  ∀

2  慢性孵育 Β2ΑΠ25 − 35对延迟整流钾电流的影响

Β2°   Λ#
与细胞孵育  后 使去

极化至   ∂ 时的 Ι电流幅度增加 ?   

电流密度增至 ?  #ƒ
 ν   Π 1 

Β2°   Λ#
孵育  后 Ι电流幅度增加

达 ?   电流密度增至 ?  #ƒ
 ν 

 Π  1 呈浓度依赖性 图  ∀ ×∞ 

#对 Β2°   Λ#
孵育后的 Ι仍敏

感 抑制率达 ?   见图  ∀

ƒ∏  ∂2∏

∏∏∏ ∏

  Ι∏√    ∂    ∂   Ι

 #
×∞  Ι ∏ ∏  Ι 


∏ √

    ∂    ∂   Ι   #
2°

ƒ∏  ⁄∏ ∏Ι  ∏∏ ∏

  Ι    ∏  Ι   ∏ ¬  Λ#


2
   ≤  Ι ∏¬ Λ#


2   

ƒ∏  ∞  #
×∞  2

  ∏ ∏∏

3  Β2ΑΠ25 − 35孵育不同时间对钾电流的的影响

Β2°   Λ#
与海马神经元孵育  

后 Ι电流值显著增加  后达到高峰 ∀并持续

至  以上 而同样处理对 Ι无显著影响 至  

几乎未发生变化图  当 Β2° 浓度增至 

Λ#
时 Ι仍无显著改变图略 ∀这说明 Β2

° 选择性地影响延迟整流钾电流 ∀Β2°  孵

育  后 在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大量细胞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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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体萎缩 晕光消失 突触变短等现象 全细胞钳制

很难进行 ∀

ƒ∏  × Ι ο ) ο  Ι π ) π 

¬∏2   Λ#


3
Π  1  3 3

Π  1 ϖσ   

  

讨 论

海马神经元上主要有两种电压依赖性外向钾电

流 Κ∂  一种是瞬时外向钾电流 Ι 有快速激活 快

速失活 对 2°敏感等特性 另一种是延迟整流钾

电流 Ι衰减缓慢 对 ×∞敏感 ∀本研究表明 在培

养大鼠海马神经元   上同样观察到以上两

种钾电流 这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由于 Κ∂ 有

控制细胞静息膜电位 参与形成动作电位 调节神经

元重复放电以及神经递质的释放等作用≈
所以它

对于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有重要的作用 ∀神经元

上的钾通道的变化 可引起膜兴奋性的改变 最终导

致细胞死亡≈ ∀海马是学习记忆的加工场 在记忆

严重减退的 ⁄患者的海马区域内 人们发现淀粉

样蛋白的沉积极为严重 这表明海马是 Β2°毒性的

易损区域之一≈ ∀因此研究 Β2°对海马神经元上

Κ∂ 电流的影响对于阐述 Β2°的神经毒性以及 ⁄

患者认知功能衰退机制均具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慢性孵育 Β2° 对培养新

生大鼠海马神经元上 Κ∂ 的影响 ∀结果表明慢性孵

育 Β2°   以上可浓度依赖地选择性增加 Ι

而对 Ι 无影响 ∀这与 Β2°对皮层和 ≥细胞株

上对 Κ∂ 影响的结果
≈ 基本一致 ∀目前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 通过电压依赖性钾通道引起钾大量外

流可能是一些中枢神经元程序化死亡包括 Β2°毒

性所致的重要环节 ∀无血清培养 星形孢菌素以及

Β2°所造成的皮层神经元的凋亡 均选择性地增强

Ι电流
≈ 

另外在皮层星型胶质细胞上 Β2°也同

样可引起 Ι的增加
≈

在 ⁄病人的原发部位如神

经细胞上也可出现 Β2° 上调引起钾通道的改

变≈ ∀  等≈ 报道可溶性 Β2° 前体蛋白

°°可通过激活大电导 ≤×÷2敏感的钾通道 而

减慢动作电位 产生超极化 ∀因此 通过电压依赖性

钾通道增加钾离子的大量外流 产生超极化 导致神

经元膜电位的改变 最终引起细胞的死亡可能是 Β2

°产生神经毒性的原因之一 ∀

文献≈报道急性脉冲式应用 Β2°    可选

择性阻断 Ι 而对 Ι无明显作用 这与我们的实验

结果相反 ∀我们知道 ⁄是属于慢性神经退行性病

变 Β2°的蓄积也是一长期渐进的过程 因此 慢性

孵育 Β2°较急性脉冲式给药更能准确地反映 Β2°

神经毒性的全过程 我们的实验更接近这一病理过

程 ∀

本研究发现 Β2°上调 Ι的作用主要发生在 Β2

°应用后  内 因此 我们提出 在 Β2°最终导

致细胞功能损伤 甚至死亡的过程中 Β2°上调 Ι

的作用很可能是这种级联放大反应早期阶段中的一

个重要启动因素 ∀所以 进一步研究 Β2°上调作用

的机制及选择性 对治疗和预防 ⁄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通过提高细胞外 
浓度或者应用 ×∞均

能明显降低 Β2°对原代培养的神经元以及 ≥细

胞株的神经毒性≈  ∀这进一步证实增强延迟整流

钾电流可导致细胞死亡 而抑制这些电流可有效地

防止细胞死亡 ∀ 等≈报道一些钾通道开放

剂¬和 √在高浓度下 

 Λ#

也能保护神经元对 Β2°的损伤 但

这种保护作用不是由于其激活钾通道而产生的 更

主要的可能是发挥其抗氧化的作用 ∀虽然目前尚不

清楚 Β2°与钾通道之间的作用关系 但是可以肯定

地讲这是一个多因素多途径参与的病理机制 ∀氧化

应激很可能参与 Β2°对钾通道的损伤作用 ∀例如 

Β2°可通过对膜产生脂质过氧化作用来损伤 
Π


 2×°的功能 从而触发 Ι途径钾的大量外

流 
Π≤交换的反向转运 造成胞内钙的超载和

钾的丢失 加速细胞死亡≈ ∀

钾通道阻断剂过去曾在短期临床实验中用来治

疗 ⁄这主要是依赖其增加乙酰胆碱释放的作用 

但由于其副作用较大 难以广泛使用≈ ∀目前一些

证据表明 临床上治疗 ⁄的药物如他克林 丙戊茶

碱待发表等均对 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因

此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提示 抑制外向钾电流 尤其

是 Ι可能是未来寻找治疗 ⁄药物的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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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1  ∂  • Β2°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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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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