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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室周围白质软化（ｐｅｒ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ｌｅｕｋｏｍａｌａ
ｃｉａ，ＰＶＬ）是脑室周围未成熟白质的缺血性病变，以
形成髓鞘的少突胶质细胞（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ｔｅ，ＯＬ）前体
的受损和丢失为特征［１］，是早产儿死亡和发生脑

瘫、认知及视听障碍的主要原因。迄今对 ＰＶＬ尚无
有效的防治办法。缺血被认为是早产儿 ＰＶＬ的主
要诱因，但由于缺血学说以往在理论上的局限性，相

关研究进展缓慢。近年来发现脑白质内同样存在功

能性谷氨酸受体（ＮＭＤＡ受体），这一颠覆经典理论
的重大发现，也为ＰＶＬ缺血学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开拓了新的视角。本文就近年来未成熟脑白质谷氨

酸受体的类型和分布以及异常信号传输特性的研究

进展进行综述，并探讨缺血诱导未成熟脑白质谷氨

酸异常信号传输途径的有效阻断方法。

１　未成熟脑白质缺血性损伤的发病机理

早产儿由于脑室周围白质的血管发育不完善、

脑血流的自动调节功能尚不成熟，以及主要构成未

成熟脑白质的 ＯＬ前体对缺血、自由基攻击尤易受
损，因此导致早产儿好发脑白质缺血性损伤［１］。脑

室周围白质由包裹了髓鞘的神经元轴索构成，髓鞘

主要由ＯＬ的突起包绕轴索而形成［２］。人类早产儿

脑白质中的ＯＬ始终处于不断分化和发育成熟的过
程，ＯＬ前体在其移行、增殖的过程中，逐渐分化为不
成熟 ＯＬ，后者继续分化，不断寻求轴索进行髓鞘化
处理，最终形成可包裹多个轴索的成熟ＯＬ。髓鞘对
于轴索动作电位的传导有重要意义［３］，是保证脑内

快速信息传递处理的重要基础。缺少髓鞘包裹的轴

索，其动作电位的传递速度将明显下降甚至终止，从

而导致严重残疾。研究证实［４］，在早产儿ＰＶＬ的好
发期（胎龄２３～３２周），ＯＬ前体在不成熟的脑白质内
占了绝大多数，提示ＯＬ前体是发生ＰＶＬ的主要靶细
胞，在ＰＶＬ的发病机理中起着关键作用［５］。在了解

缺血诱导未成熟脑白质谷氨酸的异常信号传输之前，

有必要了解脑白质谷氨酸信号传输的主要执行者，以

及白质信号传输途径的结构、分布及其功能等特性。

２　谷氨酸受体和谷氨酸转运体

谷氨酸是中枢神经系统内最重要的兴奋性神经

递质，其信号传输不仅是大脑正常行使脑内快速信

息处理、学习和认知功能的基础，也是病理条件下导

致神经细胞坏死或凋亡的基础［６］。与灰质相同，白

质谷氨酸信号传输的主要执行者是谷氨酸受体和谷

氨酸转运体。

２．１　谷氨酸受体
在中枢神经系统内，ＮＭＤＡ受体和ＡＭＰＫ／ｋａｉｎ

ａｔｅ受体是最为重要的兴奋性谷氨酸受体（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ｌｕＲｓ）。对脑白质 ＧｌｕＲｓ的认识，以往认
为白质只有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而不存在 ＮＭＤＡ受
体。近来发现脑白质同样富含功能性 ＮＭＤＡ受体，
但其结构、定位及其功能等诸方面，与灰质的 ＧｌｕＲｓ
均有明显不同。围绕这一突破性发现，与白质相关

的系列病变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正在被重新研究和

定义，而缺血诱导不成熟脑白质内谷氨酸的异常信

号传输，也可能是导致早产儿发生缺血性 ＰＶＬ的主
要病理基础。

２．２　谷氨酸转运体
谷氨酸转运体（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ＧｌｕＴ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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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命名为兴奋性氨基酸转运体（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ＥＡＡＴ），是一组位于神经元和胶质细胞
膜上的糖蛋白。正常情况下谷氨酸的释放和摄取始

终维持在动态平衡的状态，ＧｌｕＴｓ主要负责将突触
间隙内残留的谷氨酸再摄入，防止谷氨酸持续作用

于ＧｌｕＲｓ而导致细胞的兴奋毒损伤。目前至少有５
种ＧｌｕＴｓ被克隆，除了 ＥＡＡＴ４和 ＥＡＡＴ５分别存在
于小脑和视网膜外，ＥＡＡＴ１主要在 ＯＬ和轴索中表
达［７］，ＥＡＡＴ２主要在星形细胞中表达，ＥＡＡＴ３则主
要在神经元以及ＯＬ祖细胞中表达［８］。谷氨酸转运

体摄入谷氨酸的功能，主要依赖于细胞内低 Ｎａ＋浓
度和细胞外低 Ｋ＋浓度，以耗能方式将胞外的谷氨
酸转运至胞内［９］，使胞外谷氨酸维持在１～２μｍ的
生理基础水平，防止ＧｌｕＲｓ被过度激活。

３　脑白质谷氨酸受体的亚基组成、特定分布
及突触结构

３．１　脑白质ＧｌｕＲｓ的亚基组成
脑白质ＧｌｕＲｓ的亚基组成与灰质有明显不同，

不同的亚基组合可赋予通道复合物不同的电生理学

和药理学特性。

３．１．１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　　灰质 ＡＭＰＡ受体是
由ＧｌｕＲ１～４四种亚基组成的五聚体蛋白，Ｋａｉｎａｔｅ
受体则由ＧｌｕＲ５～７以及Ｋ１～２等不同亚基构成的
异质组合体，其中 ＧｌｕＲ２和 ＧｌｕＲ５在阻碍 ＧｌｕＲｓ对
钙的渗透性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灰质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
受体对钙离子不具有渗透性。研究发现脑白质

ＡＭＰＡ受体缺乏 ＧｌｕＲ２亚基，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则缺乏
ＧｌｕＲ５亚基，因而脑白质中的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对
钙具有渗透性，在谷氨酸兴奋性递质的作用下，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被激活，引起谷氨酸诱导的钙离
子向细胞内流［３］。

３．１．２　ＮＭＤＡ受体　　ＮＭＤＡ受体是中枢神经系
统中最重要的钙通道受体。位于灰质的功能性

ＮＭＤＡ受体，通常由两个ＮＲ１亚型（包括不同亚基）
和两个ＮＲ２亚型（包括不同亚基）组成配体门控四
聚体，这样的功能性组合对钙离子具有高度渗透性。

同时在生理情况下，位于受体通道内的镁离子通过

与ＮＭＤＡ受体离子通道内的作用位点结合，可直接
阻止钙离子向细胞内流。而脑白质功能性 ＮＭＤＡ
受体的亚基构成则与灰质明显不同［１０］，其亚基组合

存在第三种成分即ＮＲ３亚型，通常是由２个ＮＲ１亚
型，１个ＮＲ２亚型（常为ＮＲ２Ｃ亚基）和１个ＮＲ３亚
型（常为ＮＲ３Ａ亚基）所构成的四聚体。其中ＮＲ３Ａ

亚基被证实可明显降低 ＮＭＤＡ受体离子通道对钙
离子的通透性［１１］。研究还发现［１２］，谷氨酸的刺激

可诱导由脑白质ＮＭＤＡ受体所介导的电流［２］，提示

白质ＮＭＤＡ受体的离子通道倾向于弱的镁离子阻
断作用。由于有 ＮＲ３Ａ亚基的存在，由谷氨酸诱导
ＮＭＤＡ受体所介导的电流可被迅速抑制，从而阻止
胞外钙离子经离子通道渗透入胞内［１０］。综上所述，

脑白质ＮＭＤＡ受体呈现对钙离子的低通透性、弱的
镁离子阻断作用和受体激活后快速失活的特性，因

而生理浓度的谷氨酸兴奋性神经递质不会诱导脑白

质ＮＭＤＡ受体激活和介导钙离子内流，这也是脑白
质ＮＭＤＡ受体被长期忽略的主要原因。
３．２　脑白质ＧｌｕＲｓ的特定分布

已确认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位于 ＯＬ胞体膜上。
以往认为 ＯＬ以表达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为主［１３］。

近来研究发现，ＯＬ中也存在 ＮＭＤＡ受体，但其主要
定位于ＯＬ的突起部位，即存在于ＯＬ形成髓鞘的加
工过程中，在髓鞘加工的每一阶段都有 ＮＭＤＡ受体
的表达［１２］，在髓鞘的内、外层甚至中部均有 ＮＭＤＡ
受体的存在。位于 ＯＬ胞体膜上的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
受体与位于ＯＬ突起部位的 ＮＭＤＡ受体，在空间上
保持有一定的距离，生理条件下的谷氨酸主要作用

于ＯＬ胞体膜上的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并不涉及有
一定空间距离的 ＯＬ突起部位的 ＮＭＤＡ受体，这也
是白质 ＮＭＤＡ受体被长期忽略的另一重要原因。
仅在缺血等病理条件下，谷氨酸才会激活 ＯＬ突起
远端的ＮＭＤＡ受体，介导钙离子大量内流［１２］。

３．３　脑白质的突触结构特点
经典的突触结构由突触前膜，突触间隙和突触

后膜组成。轴－轴突触，轴 －树突触和轴 －体突触
是灰质常见的三种突触形式。脑白质的突触结构与

灰质神经元的突触结构则有所不同［２］，其突触前结

构是轴索，突触后结构则为 ＯＬ、由 ＯＬ突起形成的
髓鞘以及星形细胞，因此脑白质中的突触结构至少

存在轴索－ＯＬ突触以及轴索－髓鞘突触两种形式。
电镜下可见白质轴索和ＯＬ前体间有明显的突触结
构，轴索内含有大量囊泡［１２］。

４　脑白质正常和异常的谷氨酸信号传输特性

４．１　灰质谷氨酸正常和异常的信号传输
已知灰质中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输有赖于突触

结构，通过突触前神经元释放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

酸进入突触间隙内，作用于突触后神经元膜上的相

应谷氨酸受体，引起突触后神经元的兴奋性上升。

·９６２·



第１３卷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３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Ｃｈｉｎ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ｅｄｉａｔｒ

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１１

突触内残余谷氨酸则主要由突触周围的星形细胞谷

氨酸转运体ＥＡＡＴ２再摄入，也可被突触前神经元的
谷氨酸转运体ＥＡＡＴ３回吸收。脑缺血时，由于谷氨
酸被过量释放，谷氨酸再摄入机制因能量衰竭被抑

制，致使突触间隙内谷氨酸大量堆积，持续作用于突

触后谷氨酸受体，导致突触后神经元持续去极化，胞

内钙离子过载，从而诱导细胞内钙依赖的系列酶解

反应和凋亡机制，导致神经元多发损伤和死亡。

４．２　脑白质谷氨酸正常和异常的信号传输
近来对脑白质功能性 ＮＭＤＡ受体的重大发现，

对未成熟脑白质缺血性损伤的发病机理也将重新进

行诠释更新。但目前对脑白质谷氨酸信号传输的特

点了解尚有限。已知生理情况下，脑白质内的谷氨

酸主要来源于 ＯＬ和轴索内的谷氨酸递质囊泡，通
过胞吐方式释放到突触间隙内，主要作用于突触后

结构的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２］，调节 ＯＬ的增殖、发
育和迁移过程［１４］。缺血等病理条件下，因能量耗

竭，白质的谷氨酸转运体呈逆向转运［８，１５］，导致谷氨

酸在突触间隙内大量积聚，持续作用于 ＯＬ胞体上
的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引起钙离子大量内流、钙离
子与钙调蛋白（ｃａｌｍｏｄｕｌｉｎＣａＭ）形成复合物，激活
磷脂酶Ａ２，致使溶酶体破裂，释放大量降解酶而破
坏细胞结构，磷脂酶 Ａ２还可促使生成大量花生四
烯酸，使膜脂过氧化并损伤内源性抗氧化机制［１６］，

从而损伤ＯＬ。钙蛋白酶的抑制剂 ＡＬＬＭ被证实能
有效减少 ＯＧＤ诱导 ＯＬ的损伤和丢失［１７］。由于

ＮＭＤＡ受体位于 ＯＬ突起远端，以及其所含 ＮＲ３Ａ
亚基对钙离子低的通透性，生理浓度的谷氨酸并不

会激活ＮＭＤＡ受体，仅在缺血、能量衰竭等病理情
况下才能诱导白质 ＮＭＤＡ受体的激活［１１１２，１８］，导致

钙离子在轴索ＯＬ突触和轴索髓鞘突触内大量堆
积，作用于 ＯＬ的髓鞘化过程，破坏髓鞘结构及轴
索，从而直接损伤白质［３，１２，１９］。提示脑白质功能性

ＮＭＤＡ受体的存在，对脑白质的缺血性损伤起了关
键作用［１２］，由ＮＭＤＡ受体介导的ＯＬ损伤较ＡＭＰＡ／
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介导的损伤更为严重［１９］。上述脑白质

谷氨酸异常信号传输的综合结果，最终导致 ＯＬ前
体的丢失和脑白质的缺血性损伤坏死。

５　缺血诱导未成熟脑白质谷氨酸异常信号
传输的阻断研究进展

ＧｌｕＲｓ和ＧｌｕＴｓ是脑白质谷氨酸信号传输途径
的主要执行者，阻断未成熟脑白质 ＧｌｕＲｓ的兴奋毒
反应、促进ＧｌｕＴｓ的表达和摄入功能，应是阻断未成

熟脑白质谷氨酸异常信号传输的主要切入点。

５．１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阻断剂
研究证实，ＮＢＱＸ和 Ｔｏｐｉｒａｍａｔｅ（托吡酯）均可

有效阻断由 ＡＭＰＡ／ｋａｉｎａｔｅ受体介导的钙内流，对
ＯＬ有明确的保护效果［７，１３］。但 ＮＢＱＸ具有明显的
肾毒性及其他副作用，临床应用受限。托吡酯是一

种抗癫痫药物，已在临床应用多年。体外研究证实，

托吡酯对ＯＬ的成熟和分化无明显影响［１３］，因此，托

吡酯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虽然托吡酯对未成

熟白质的保护作用以及临床应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尚待进一步探讨。

５．２　ＮＭＤＡ受体阻断剂
ＮＭＤＡ受体阻断剂按作用机制可分为亚基选择

性的竞争性受体阻断剂和作用于离子通道的非竞争

性受体阻断剂。目前已研发出可选择性抑制 ＮＲ２Ａ
和ＮＲ２Ｂ亚基的竞争性ＮＭＤＡ受体拮抗剂［２０］，但尚

未发现能选择性抑制 ＮＲ２Ｃ亚基或 ＮＲ３亚型的竞
争性ＮＭＤＡ受体拮抗剂。Ｍｅｍａｎｔｉｎｅ（美金胺，美金
刚）是一种非竞争性 ＮＭＤＡ受体离子通道拮抗剂，
通过与 ＮＭＤＡ受体离子通道内的苯环己哌啶
（ＰＣＰ）位点结合，能有效阻断 ＮＭＤＡ受体激活和钙
离子通道开放。由于美金胺与 ＰＣＰ位点亲和力低，
解离快，在有效阻断 ＮＭＤＡ受体激活的同时，也允
许ＮＭＤＡ受体接近正常的活动，因此副作用明显减
轻［１０，２１］。作为抗帕金森氏病药物，美金胺已在欧洲

临床应用多年，临床副作用轻微，病人长期应用均能

很好耐受，是一种安全、有效、唯一在临床广泛应用

的ＮＭＤＡ受体拮抗剂［２２２４］。近来在美国和欧洲用

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也获得可喜效果。研究证实美

金胺对新生动物脑缺血性损伤也有一定的近期和远

期的神经保护效果［２５２７］。急性和慢性毒理学实验

证实，新生动物应用美金胺十分安全［２７２９］。脑白质

中ＮＭＤＡ受体所特有的ＮＲ３亚基，在生理条件下能
够限制钙离子内流，美金胺的药理作用实质上也等

同于ＮＲ３亚基的功能［２］，理论上应能大力加强ＮＲ３
亚基对钙通道的防守能力，阻断钙离子内流。综如

上述，美金胺治疗未成熟脑白质的缺血性损伤将颇

具潜力［３０］，极有希望成为今后新生儿临床应用的首

选药物之一。

５．３　促进谷氨酸转运体的表达和摄入功能
研究显示，上调谷氨酸转运体的基因表达具有

神经保护作用［３１］。已证实 Ｂ内酰胺类抗生素头孢
曲松和阿莫西林通过激活 ｐ６５和 ＮＦｋＢ等核转录
因子，能潜在性激活 ＧｌｕＴｓ表达和促进转运体功
能［３２３３］。缺血预处理通过增强 ＴＮＦα转化酶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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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ＣＥ／ＡＤＡＭ１７）的活性，也能促进 ＧｌｕＴｓ表达和
正向摄入谷氨酸功能［３４］。上述促进脑白质 ＧｌｕＴｓ
的表达和摄入功能的综合措施，将有利于阻断未成

熟脑白质谷氨酸异常信号的传输途径，对于防治未

成熟脑白质缺血性损伤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

５．４　其他保护药物
近年来本课题组的研究结果显示［３５］，姜黄中的

活性成分姜黄素对 Ｈ２Ｏ２诱导 ＯＬ前体的氧化损伤
具有明显的保护效果，其机制可能与减轻 ＯＬ前体
的脂质过氧化、调节抗凋亡基因的表达及抑制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的活化有关。体内外研究结果进一步证
实［３６］，姜黄素能明显抑制 ＬＰＳ诱导一氧化氮合酶
（ｉＮＯＳ）的表达和 ＮＡＤＰＨ氧化酶（ＮＯＸ）的活化，显
著降低活性氧和活性氮以及过氧亚硝酸盐的生成，

对ＯＬ前体以及脑白质具有明显的保护效果。本课
题组还发现ｉＮＯＳ抑制剂１４００Ｗ通过抑制 ｉＮＯＳ的
表达上调，减少脑内ＮＯ及ＯＮＯＯ的生成量，可有效
阻断ＯＬ前体的死亡通路，发挥对ＯＬ前体以及脑白
质的保护作用［３７］。上述药物均有利于阻断或缓解

异常的谷氨酸信号传输对未成熟脑白质的损伤作

用，有望今后应用于 ＰＶＬ的早期防治，改善早产儿
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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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ｕｒｅｍｙｅｌｉｎ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ｔｅｓａｒｅｉｎｓｅｎ
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ｋａｉｎａｔｅ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Ｒｅｓ，２００３，７１（２）：２３７
２４５．

［１９］ＭｉｃｕＩ，ＪｉａｎｇＱ，ＣｏｄｅｒｒｅＥ，ＲｉｄｓｄａｌｅＡ，ＺｈａｎｇＬ，ＷｏｕｌｆｅＪ，ｅｔ
ａｌ．ＮＭＤ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ｙｅｌｉｎｄｕｒ
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ａ［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４３９（７０７９）：９８８
９９２．

［２０］ＰａｏｌｅｔｔｉＰ，ＮｅｙｔｏｎＪ．ＮＭＤ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ｂｕｎｉ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７，７（１）：３９４７．

［２１］ＰａｒｓｏｎｓＣＧ，ＧｉｌｌｉｎｇＫ．Ｍｅｍａｎｔｉｎｅ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ａｆａｓｔ，ｖｏｌｔ
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ｐｅ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ｍｅｔｈｙｌＤ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ｂｌｏｃ
ｋｅｒ［Ｊ］．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ｏ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７，４０３：１５３６．

［２２］ＦａｒｌｏｗＭＲ，ＧｒａｈａｍＳＭ，ＡｌｖａＧ．Ｍｅｍａｎｔ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
［Ｊ］．ＤｒｕｇＳａｆ，２００８，３１（７）：５７７５８５．

［２３］ＶｉｄａｌＪＳ，ＬａｃｏｍｂｅＪＭ，ＤａｒｔｉｇｕｅｓＪＦ，ＰａｓｑｕｉｅｒＦ，ＲｏｂｅｒｔＰ，
ＴｚｏｕｒｉｏＣ，ｅｔａｌ．Ｍｅｍａｎｔｉ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ｉｎａｌａｒ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ＤｉｓＡｓｓｏｃＤｉｓｏｒｄ，
２００８，２２（２）：１２５１３０．

［２４］ＳｃｈｏｌｔｚｏｖａＨ，ＷａｄｇｈｉｒｉＹＺ，ＤｏｕａｄｉＭ，ＳｉｇｕｒｄｓｓｏｎＥＭ，ＬｉＹ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ｍａｉｎＤ，ｅｔａｌ．Ｍｅｍａｎｔｉｎｅｌｅａｄｓｔ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ｍｙｌｏｉ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ｍｉｃｅｓｈｏｗｎａｓｂｙｍｉｃ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Ｊ］．ＪＮｅｕｒｏｓ
ｃｉＲｅｓ，２００８，８６（１２）：２７８４２７９１．

［２５］陈惠金，张忠德，周泽汉，蒋明华，钱龙华，吴圣楣．美金胺对缺
氧缺血损伤新生大鼠脑保护作用的病理研究［Ｊ］．中华围产医
学杂志，２００１，４（２）：５１５４．

［２６］ＣｈｅｎＨ，ＬｉｕＺ，ＺｈｏｕＺ，ＪｉａｎｇＭ，ＱｉａｎＬ，ＷｕＳ．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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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卷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３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ＣｈｉｎＪＣｏｎｔｅｍｐＰｅｄｉａｔｒ

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Ｍａｒ．２０１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ｅｍａｎｔｉｎｅ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ｈｅａｔｓｈｏｃｋｐｒｏ
ｔｅｉｎ７０ｇｅｎｅ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ａｔ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ｎｂｒａｌ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Ｊ］．ＣｈｉｎＭｅｄＪ（Ｅｎｇｌ），２００３，１１６（４）：５５８５６４．

［２７］高瑛，陈惠金，钱龙华，陈冠仪．美金胺治疗对缺氧缺血性脑损
伤新生大鼠长期预后的影响研究［Ｊ］．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２００６，８（１）：３８４０．

［２８］高瑛，陈惠金，钱龙华，蒋明华．新生大鼠在１氨基３，５二甲
基金刚烷盐酸急性毒理实验中的毒性反应［Ｊ］．实用儿科临
床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８）：７３６７３８．

［２９］高瑛，陈惠金，钱龙华，蒋明华，陈冠仪．美金胺对新生大鼠重
复用药的毒理学实验研究［Ｊ］．临床儿科杂志，２００５，２３（１０）：
７３１７３４．

［３０］ＭａｎｎｉｎｇＳＭ，ＴａｌｏｓＤＭ，ＺｈｏｕＣ，ＳｅｐｉｐＤＢ，ＰａｒｋＨＫ，ＰａｒｋＣＪ，
ｅｔａｌ．ＮＭＤ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ｗｉｔｈｍｅｍａｎｔｉｎ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ｗｈｉ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ａｒａ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ｅｒｉ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ｌｅｕｋｏｍａｌａｃｉａ［Ｊ］．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０８，２８（２６）：６６７０６６７８．

［３１］ＧａｎｅｌＲ，ＨｏＴ，ＭａｒａｇａｋｉｓＮＪ，ＪａｃｋｓｏｎＭ，ＳｔｅｉｎｅｒＪＰ，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
Ｊ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ｌｉａｌＮ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ＧＬＴ１ｂｙａ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ｉｌｉｎｌｉｇ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ｎｅｕｒ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Ｄｉｓ，２００６，２１（３）：５５６５６７．

［３２］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ＪＤ，ＰａｔｅｌＳ，ＲｅｇａｎＭＲ，ＨａｅｎｇｇｅｌｉＣ，ＨｕａｎｇＹＨ，Ｂｅｒ
ｇｌｅｓＤＥ，ｅｔａｌ．Ｂｅｔａｌａｃｔａｍ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ｏｆｆ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４３３
（７０２１）：７３７７．

［３３］ＬｅｅＳＧ，ＳｕＺＺ，ＥｍｄａｄＬ，ＧｕｐｔａＰ，ＳａｒｋａｒＤ，ＢｏｒｊａｂａｄＡ，ｅｔ
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ｕｐｔａｋｅ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ｕｍａｎ
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ｅｓ［Ｊ］．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０８，２８３（１９）：１３１１６１３１２３．

［３４］ＲｏｍｅｒａＣ，ＨｕｒｔａｄｏＯ，ＢｏｔｅｌｌａＳＨ，ＬｉｚａｓｏａｉｎＩ，ＣáｒｄｅｎａｓＡ，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ＴｏｍéＰ，ｅｔａ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ｕｐ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ａｒｔｌ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ＴＡＣＥ／
ＡＤＡＭ１７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０４，２４（６）：１３５０１３５７．

［３５］何柳芳，陈惠金，钱龙华，陈冠仪．少突胶质细胞抗氧化损伤能
力的成熟依赖性研究［Ｊ］．中华神经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７（７）：
６７７６８０．

［３６］ＨｅＬＦ，ＣｈｅｎＨＪ，ＱｉａｎＬＨ，ＣｈｅｎＧＹ，ＢｕｚｂｙＪＳ．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ｐｒｏ
ｔｅｃｔｓｐｒｅ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ｃｙｔｅｓｆｒｏｍ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ｉｎｖｉｔｒｏａｎｄｉｎ
ｖｉｖｏ［Ｊ］．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２０１０，１３３９：６０６９．

［３７］ＨｅＹＦ，ＣｈｅｎＨＪ，ＱｉａｎＬＨ，ＣｈｅｎＧ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１４００Ｗｏｎｂｌｏｃ
ｋｉｎｇｌｉ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ｌ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ｔｏｐｒｅｏｌｉｇｏｄｅｎｄｒｏ
ｃｙｔｅｓ［Ｊ］．Ｗｏｒｌｄ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０，６（３）：２４９２５４．

（本文编辑：邓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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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征稿、征订启事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创刊于１９７４年，由教育部主管，中南大学主办，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承办，是目前
国内唯一一本同时涵盖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学两个相联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本刊被收录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

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主要栏目有论著、临床经验交流、疑难病例讨论、病例报道、专家论坛和综述等。

杂志立足于国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及时报道国内外神经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动态和信息。促进

国内外学术的双向交流，为中国神经科学走向世界搭建新的平台。

我们热忱欢迎国内外神经科学工作者踊跃来稿，通过本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对于论著、临床经验

交流、疑难病例讨论、病例报道等类型的文章将优先发表。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刊号为ＣＮ４３－１４５６／Ｒ，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２６４２，邮发代号４２－１１，全国公开发行。读
者对象主要为国内外从事神经病学、神经外科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医务人员。杂志为双月刊，每期定价１３元，全年定价
７８元。欢迎各级医师到当地邮局订购。杂志社也可办理邮购。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８７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编辑部，邮编：
４１０００８，电话／传真：０７３１－８４３２７４０１，Ｅ－ｍａｉｌ地址：ｊｉｎｎ＠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ｉｎｎ．ｏｒｇ．ｃｎ／。

《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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