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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按压心俞穴对心肌缺血模型大鼠细胞凋亡相关蛋白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将 -& 只 ?e_

级健康雄性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按法组和盐酸地尔硫卓组#每组 !, 只% 除空白组外#其余组大鼠建立心肌

缺血模型% 造模完成后#按法组大鼠于双侧心俞穴上进行按压刺激#盐酸地尔硫卓组大鼠腹腔注射盐酸地尔硫卓

!!), ><2\<

3!

"#每天 ! K#连续干预 + K#空白组和模型组不予处理% 心电图监测 F点位移变化值(:O染色检测心肌组

织病理形态学改变(Q8HOE染色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率(OE@?5检测大鼠血清中肌酸激酶同工酶 $T!PUDBG02D\02B1D#$T

X;U>#Lg3$T"$心肌肌钙蛋白3

*

!PBUK0BPGU;W;202 3

*

#PQ2 3

*

"的含量(bD1GDU2 TJ;G检测大鼠心肌组织活化的半胱氨

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 '!PJDBYDK PR1GD02RJB1WBUGBGD31WDP0X0PWU;GDB1D'#L3LB1WB1D'"$T淋巴细胞瘤3( 基因!T3PDJJ

JR>WM;>B3(#TPJ3("$TPJ3( 相关#蛋白!TPJ3( 3B11;P0BGDK ##TBN"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F

点位移变化值$心肌细胞凋亡率及Lg3$T$PQ2 3

*

含量升高#TBN$L3LB1WB1D'蛋白表达水平上调#TPJ3( 蛋白表达水

平下调(与模型组比较#按法组F点位移变化值$心肌细胞凋亡率及 Lg3$T$PQ2 3

*

含量下降#TBN$L3LB1WB1D' 蛋白

表达水平下调#TPJ3( 蛋白表达水平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 :O染色显示+按法能改善心肌纤维的纤维

化状态#减少心肌细胞坏死程度% 结论+按压心俞穴可改善心肌缺血损伤#其作用机制与抑制心肌细胞凋亡有关%

关键词"心肌缺血(按法(心俞穴(细胞凋亡(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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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W#GMD>;KDJ<U;AW#GMDWUD1102<>B20WAJBG0;2 <U;AW B2K GMDK0JG0BSD>MRKU;PMJ;U0KD<U;AW#C0GM !, UBG102 DBPM <U;AW)ONPDWG

GMDZJB2\ <U;AW#>R;PBUK0BJ01PMD>0B>;KDJ1CDUDD1GBZJ01MDK 02 GMD;GMDU<U;AW1)5XGDUGMDP;>WJDG0;2 ;X>;KDJ02<#GMDUBG102 GMD

>DGM;K <U;AW CDUDWUD11DK B2K 1G0>AJBGDK ;2 GMDZ0JBGDUBJ#021MA W;02G1)QMDUBG102 GMDK0JG0BSD>MRKU;PMJ;U0KD<U;AW CDUD02/DP=

GDK 02GUBWDU0G;2DBJJRC0GM K0JG0BSD>MRKU;PMJ;U0K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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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DBKBR#1DYD2 G0>D102 G;GBJ)QMDZJB2\ <U;AW B2K GMD>;K=

DJ<U;AW CDUD2;GZDWU;PD11DK)OL7CB1A1DK G;>;20G;UGMDPMB2<DYBJAD;XFK01WJBPD>D2G):O1GB0202<CB1A1DK G;KDGDPGGMD

WBGM;J;<0PBJPMB2<D1;X>R;PBUK0BJG011AD)Q8HOE1GB0202<CB1A1DK G;KDGDPGGMDBW;WG;101UBGD;X>R;PBUK0BJPDJJ1)QMDP;2GD2G1;X

PUDBG02D\02B1D01;D2SR>D$TX;U>!Lg=$T" B2K PBUK0BPGU;W;202

*

!P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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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2 TJ;GCB1A1DK G;KDGDPGGMDJDYDJ1;XBPG0YBGDK PR1GD02RJ=B1WBUGBGD=1WDP0X0PWU;GDB1D' !L=LB1WB1D'"#T=PDJJJR1;>B=( !TPJ=("#

B2K TPJ=( B11;P0BGDK #WU;GD02 DNWUD110;2 !TBN" 02 UBG>R;PBUK0A>)4D1AJG1%L;>WBUDK C0GM GMDZJB2\ <U;AW#GMDPMB2<DYBJAD;X

FW;02G#GMDUBGD;XPBUK0;>R;PRGDBW;WG;101B2K GMDP;2GD2G1;XLg=$TB2K PQ2=

*

02 GMD>;KDJ<U;AW 02PUDB1DK#GMDDNWUD110;2

JDYDJ1;XTBNB2K L=LB1WB1D' WU;GD02 AW=UD<AJBGDK#B2K GMDDNWUD110;2 JDYDJ;XTPJ=( WU;GD02 KDPUDBK;C2=UA<AJBGDK)L;>WBUDK

C0GM GMD>;KDJ<U;AW#GMDPMB2<DYBJAD;XFW;02G#GMDUBGD;XPBUK0;>R;PRGDBW;WG;101B2K GMDP;2GD2G1;XLg=$TB2K PQ2=

*

02

GMD>DGM;K <U;AW KDPUDB1DK#GMDDNWUD110;2 JDYDJ1;XTBNB2K L=LB1WB1D' WU;GD02 K;C2=UD<AJBGDK#B2K GMDDNWUD110;2 JDYDJ;XTPJ=

( WU;GD02 AW=UD<AJBGDK#B2K BJJGMDK0XXDUD2PD1CDUD1GBG01G0PBJJR10<20X0PB2G!:m&)&,"):O1GB0202<1M;CDK GMBGWUD1102<>B20WA=

JBG0;2 P;AJK 0>WU;YDGMDX0ZU;101;X>R;PBUK0BJX0ZDU1B2K UDKAPDGMDKD<UDD;X>R;PBUK0BJPDJJ2DPU;101)L;2PJA10;2%eUD1102<#02=

1MA PB2 0>WU;YD>R;PBUK0BJ01PMD>0B02/AUR#B2K 0G1BPG0;2 >DPMB201>01UDJBGDK G;02M0Z0G02<>R;PBUK0BJPDJJBW;WG;101)

@.:A(72%%>R;PBUK0BJ01PMD>0B$WUD1102<>B20WAJBG0;2$#021MA !TE!,"$BW;WG;101$UBG

**心肌缺血是由于心脏血液供需不平衡引起的病

理状态#持续的缺血缺氧导致心功能紊乱#严重者引

起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甚至死亡)! 3(*

+ 流行病学显

示#中国心血管病!PDUDZU;YB1PAJBUK01DB1D#L̀ "̂患

病率和死亡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目前#心血管病是

城乡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

+ 细胞凋亡是心肌细

胞损伤的表现#广泛参与心肌组织病理过程)6*

#调

节细胞凋亡可能有利于阻止心肌缺血缺氧进展性损

伤+

研究表明#按法通过对特定穴位进行刺激可以

改善心肌缺血状态+ 心俞穴是背俞穴之一#刺激心

俞穴可以调节心脏功能), 3-*

+ 课题组前期研究发

现#按压心俞穴可以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R=

;PBUK0BJ01PMD>0B3UDWDUXA10;2 02/AUR#$@4@"模型兔心

脏功能#延缓心力衰竭进程)+ 3"*

#但其作用机制有待

进一步研究+ 因此#本研究通过制备心肌缺血大鼠

模型#观察按压心俞穴对心肌损伤的调节作用是否

与细胞凋亡相关#为临床治疗本病提供实验支持+

BC材料

BFBC动物*?e_级健康雄性 ?^大鼠 -& 只#体质量

(,& f("& <#由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提供#动物许可证号%?L#g!湘"(&!c 3&&&6#动物实

验经湖南中医药大学动物中心实验室伦理审批通

过#伦理编号%EE(&(&!&('&!+ 大鼠分笼饲养于湖南

中医药大学动物中心实验室#每笼 ' 只#规律饮食#

昼夜节律光照#饲养温度为 (6 f(- t#相对湿度

,&i f+&i+

BFDC药物与试剂*异氟烷!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

技有限公司#货号%4,!& 3(( 3!-#规格%!&& >E"$

异丙肾上腺素!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批号%@!(c"!&"$盐酸地尔硫卓!上海麦克林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c-"$生理盐水!广西裕

源药业有限公司#批号%:6,&(&c+,"$Q8HOE试剂盒

!瑞士 4;PMD公司#批号%!!-"6"!+c!&"$破膜工作

液,eT? 缓冲液!皮诺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号%

eH&&&!6,eH&&&!"$ 5̂e@染色液!上海碧云天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货号%L!&&-"$抗荧光淬灭封片剂

!美国 ?;AGMDU2 T0;GDPM 公司#批号%&!&& 3&!"$, q

蛋白上样缓冲液)四维加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

司#批号%"!c&&!!!("*$甲醇!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分析纯# 纯度
"

cc),i# 国药编号%

!&&!6!!""$大鼠心肌肌钙蛋白3

*

!PBUK0BPGU;W;202 3

*

#

PQ2 3

*

"OE@?5试剂盒,大鼠肌酸激酶同工酶 $T

!PUDBG02D\02B1D#$TX;U>#Lg3$T"OE@?5试剂盒,

活化的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 '!PJDBYDK

PR1GD02RJB1WBUGBGD31WDP0X0PWU;GDB1D'#L3LB1WB1D

'"抗体!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货号%L?T3

O&",c6U,L?T3O!66&'U,L?T3e5!6"+'-"$T淋巴

细胞瘤 3( 基因!T3PDJJJR>WM;>B3(#TPJ3("多

克隆抗体,TPJ3( 相关 #蛋白!TPJ3( 3B11;P0BGDK

##TBN"多克隆抗体!武汉三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货号%!(+"c 3! 35e,,&,cc 3( 3@<"+

BFEC仪器*瑞沃德4,&& 通用型呼吸麻醉机!深圳

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OL73('&'T型数字

心电图机 !广州市三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gO&&&'&"+ 型移液枪, '̂&(64型台式高速冷冻离心

机!大龙兴创实验仪器北京股份公司"$OW;PM 型酶

标检测仪!美国 T0;QD\ 公司"$ ÎI3-L型电泳槽

!北京六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g%3

+

型高速组织

研磨仪!武汉赛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H0\;2 O=

PJ0W1D型正置荧光显微镜!日本尼康公司"$自制按

法刺激器!专利号%(&!+(&"+,c-'),"

DC方法

DFBC动物分组与造模*将 -& 只大鼠随机分为空白

组,模型组,按法组和盐酸地尔硫卓组#每组 !, 只+

除空白组外#其余 ' 组大鼠参照文献记录的方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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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心肌缺血模型)c*

#具体如下%于大鼠腹部皮下注

射异丙肾上腺素 ( ><&\<

3!

!浓度 !& <&>E

3!

"#每

日 ! 次#连续注射 !6 K+ 造模前和造模结束后#用呼

吸机麻醉!异氟烷麻醉%诱导浓度 6i#维持浓度

(i"大鼠后仰卧固定#连接数字心电图机#记录大

鼠造模前和造模后
+

导联心电图变化#并计算 F点

位移变化 !无论升高或者降低#取其变化的绝对

值"#测定五个连续波型#取其平均值#以F点位移变

化值k&)! >Y视为造模成功)!& 3!!*

+

DFDC干预方法*大鼠造模完成后正常饲养并分别

给予相应治疗+ 按法组%将大鼠俯卧位放置固定#操

作部位局部备皮#用自制的按法刺激器#根据实验研

究得出的按法起效最佳参数)!(*

!力量 &)+ \<,时间

+), >02,频率 !& 次&>02

3!

"#在双侧心俞穴上进行

按压刺激#每天 ! 次#每次间隔 (6 M#共干预 + 次$盐

酸地尔硫卓组大鼠腹腔注射盐酸地尔硫卓

!), ><&\<

3!

!浓度 !& <&E

3!

"#每天 ! 次#每次间

隔 (6 M#共注射 + 次#空白组和模型组不予处理+

DFEC心电图监测*根据肢体导联顺序#连接数字心

电图机#于造模前,造模后,治疗后分别检测心电图#

记录F点位移变化值+

DFGC心肌组织<?染色*腹主动脉采血后#立即解

剖暴露心脏#剪掉心耳#心脏注射 ! >E生理盐水灌

流 ( 次后#取下全心#剪去多余组织#将其固定于

6& 2<&E

3! 多聚甲醛溶液中 (6 M后#将固定好的心

肌组织经脱水,包埋后制备心肌组织石蜡切片#进行

:O染色常规操作#显微镜下观察心肌组织病理形

态学改变情况+

DFHC9[>?R染色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率*取心肌

组织制备石蜡切片#经过抗原修复,血清封闭,滴加

试剂# 5̂e@复染细胞核后封片#切片于倒置荧光显

微镜下观察并采集图像+ 光镜下正常细胞核呈蓝

色#凋亡细胞核呈深浅不一的荧光绿色+ 切片于光

镜下 6&& 倍放大#应用@>B<DF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图

像分析#每张片随机选取 , 个视野#对凋亡阳性细胞

进行计数#以心肌凋亡阳性细胞数占总心肌细胞数

的百分比作为心肌细胞凋亡率+

心肌细胞凋亡率p凋亡心肌细胞数.心肌细胞

总数q!&&i

DFUC?R#N*检测大鼠血清中 L@S38)&9)S

!

的含量*呼吸机异氟烷维持麻醉下#将大鼠仰卧固

定于手术台上#腹主动脉采血#静置 ( M 后离心#

' ,&& U&>02

3! 离心 !& >02#取上清液分装后于

3(& t 保存+ 将血清样本从 3(& t冰箱取出#解

冻后的样本应再次离心#然后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检测+

DFV CW.%,.7)85(,检测大鼠心肌组织中 LS

L0%60%.E)8&5SD)80K蛋白表达水平*取新鲜心脏

组织#置于冻存管并迅速移至液氮中冻存#再移至

3"& t 冰箱中保存以备检测+ 从3"& t冰箱中取

出标本#经过蛋白提取,总蛋白变性,制胶,灌胶,电

泳,转膜,封闭,抗体孵育后发光检测#最后将胶片进

行扫描存档#5JWMBOB1D_L软件处理系统分析目标

条带的光密度值+

DF\C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应用 ?e?? (,)& 统计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平均值 n标准差!

#

&n*"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

若方差齐时选择 Q'E检验#方差不齐时选择 C$2B

+$,/S*C( 检验+ :m&)&,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C结果

EFBC各组大鼠心电图 ] 点位移变化值比较*与空

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 F点位移变化值增加且 k

&)! >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提示心肌缺

血模型建立成功+ 与模型组比较#按法组,盐酸地尔

硫卓组F点位移变化值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o&!"#提示按压心俞穴能够改善心肌缺血模型

大鼠心肌损伤状态+ 见表 !+

表 BC各组大鼠心电图 ]点位移

变化值比较
!

#

&n*#>Y"

组别 , F点变化值

空白组 !( &)&' n&)&'*

模型组 !(

&)(& n&)&c

!!

按法组 !(

&)&- n&)&6

uu

盐酸地尔硫卓组 !(

&)&+ n&)&,

uu

*注!与空白组比较$

!!

:m&)&!&与模型组比较$uu:m&)&!

EFDC各组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变化比较*空白组心

肌组织形态基本正常#细胞核完整#心肌纤维排列整

齐#横纹清楚#心肌结构无明显病理改变+ 与空白组

比较#模型组大鼠心肌组织形态结构破坏严重#心肌

纤维大部分溶解,坏死#大量胶原纤维渗出#心肌细

胞大小不一#呈萎缩,变性改变$与模型组比较#按法

组和盐酸地尔硫卓组均能改善心肌纤维的纤维化状

态#减少心肌细胞坏死程度#心肌损伤明显改善#见

图 !+

EFEC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比较*与空白组比

较#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m&)&!"$与模型组比较#按法和盐酸地尔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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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见表 (,图 (+ 结果表明#按压心俞穴能

减少心肌细胞凋亡#改善心肌损伤+

EFGC各组大鼠血清中L@S38)&9)S

!

含量比较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 Lg3$T,PQ2 3

*

含量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与模型

组比较#按法组和盐酸地尔硫卓组大鼠血清 Lg3

$T,PQ2 3

*

含量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o&!"#见表 '+ 结果表明#按压心俞穴能明显改善

心肌损伤+

表 DC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比较
!

#

&n*"

组别 , 细胞凋亡率.i

空白组 ' !,)'! n'),-*

模型组 '

6-)!c n!)"+

!!

按法组 '

''),c n6)"(

uu

盐酸地尔硫卓组 '

'6),+ n()6(

uu

*注!与空白组比较$

!!

:m&)&!&与模型组比较$uu:m&)&!

**注!5!空白组&T!模型组&L!按法组& !̂盐酸地尔硫卓组&箭头B!细胞核&箭头 Z!心肌纤维&箭头P!胶原纤维&箭头 K!肥大的心肌细

胞&箭头D!肥大增生的心肌细胞

图 BC各组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变化比较%<?染色' Ĝ__&

注!5!空白组&T!模型组&L!按法组& !̂盐酸地尔硫卓组&箭头B!正常细胞&箭头 Z!凋亡细胞

图 DC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情况比较%9[>?R染色' Ĝ__&

表 EC各组大鼠血清中L@S38)

&9)S

!

含量比较
!

#

&n*"

组别 ,

Lg3$T"

"

.

,

<*E

3!

# PQ2 3

*

"

"

.2<*E

3!

#

空白组 !( &)'' n&)&+* 6')+c n")((*

模型组 !(

!)!& n&)6&

!!

!,&)-( n(&),+

!!

按法组 !(

&)6" n&)!(

uu

+,),+ nc)6(

uu

盐酸地尔硫卓组 !(

&)6, n&)&c

uu

+&)'c n!!)'c

uu

*注!与空白组比较$

!!

:m&)&!&与模型组比较$uu:m&)&!

EFHC各组大鼠心肌组织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水平比

较*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TBN,L3LB1WB1D' 蛋白

表达水平上调#TPJ3( 蛋白表达水平下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m&)&!"$与模型组比较#按法组和盐

酸地尔硫卓组 TBN,L3LB1WB1D' 蛋白表达水平下

调#TPJ3( 蛋白表达水平上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见表 6+ 结果表明#心肌缺血模型大鼠

存在明显的心肌组织细胞凋亡#按法干预可明显抑

制模型大鼠的心肌组织细胞凋亡+ 见图 '+

表 GC各组大鼠心肌组织80K)LSL0%60%.E)

8&5SD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
!

#

&n*"

组别 , TBN.75ê:* L3LB1WB1D'.75ê:*TPJ3(.75ê:*

空白组 !( &)+! n&)!'* &)'- n&)!(* ()!6 n&)'+**

模型组 !(

!)"& n&)!"

!!

!)-c n&)''

!!

&)(- n&)&-

!!

按法组 !(

&),c n&)!-

uu

&)c( n&)!"

uu

!)!+ n&)6,

uu

盐酸地尔硫卓组 !(

&)+6 n&)&c

uu

&)c' n&)&"

uu

!)'+ n&)',

uu

*注!与空白组比较$

!!

:m&)&!&与模型组比较$uu:m&)&!

注!5!空白组&T!模型组&L!按法组& !̂盐酸地尔硫卓组

图 EC各组大鼠心肌组织80K)LSL0%60%.E)8&5SD 蛋白条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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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讨论

心肌缺血是心脏的一种病理状态#表现为心脏

血液供应减少而导致缺氧#持续缺血缺氧会产生炎

症反应#释放大量活性物质#引起心肌细胞水肿,凋

亡#进而导致心脏功能障碍#造成继发性损伤)!'*

+

本研究采用异丙肾上腺素制备心肌缺血模型#是由

于异丙肾上腺素可引起心肌快速收缩#心脏做功增

加#导致心肌耗氧过多#出现心肌缺血和坏死)!6*

+

心肌缺血一旦发生#心电图也随之改变#心电图

中F点位移变化引起 ?Q段改变#可反映心肌缺血性

损伤程度)!,*

+ 随着心肌缺血的持续存在#心肌细胞

大量凋亡或者坏死#血液中 PQ2 3

*

,Lg3$T水平

急剧上升#而 PQ2 3

*

,Lg3$T是反映心肌细胞损

伤程度的重要指标)!-*

+ 心肌缺血持续发生#造成心

肌细胞不可逆的伤害#细胞凋亡也随之发生)!+*

+

TPJ3( 家族包括促细胞凋亡和抗细胞凋亡两大类#

主要参与细胞凋亡信号接受和传递的上游环节#与

线粒体膜的通透性双向调节相关+ 当促凋亡蛋白收

到凋亡信号时#可使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 L来激活

下游LB1WB1D1引起细胞凋亡#而抗凋亡蛋白通过抑

制促凋亡蛋白来抑制细胞凋亡#在调节细胞凋亡中

起关键性作用)!"*

+ TPJ3( 是抗凋亡蛋白#能抑制如

辐射,高温以及部分药物诱导等因素引起的细胞凋

亡#还可通过调节LB

( h浓度和抗氧化作用保证细胞

存活)!c 3(&*

+ TBN作为一种细胞传感器#位于线粒体

表面#通过破坏 TPJ3( 蛋白的功能引起细胞凋

亡)(!*

+ LB1WB1D家族蛋白活化是细胞凋亡的下游环

节#L3LB1WB1D' 可以激活凋亡信号传递#促进细胞

凋亡)((*

+

按法作为推拿的代表手法之一#直接作用于人

体体表#有调整脏腑,行气活血的作用+ 研究表明#

推拿可以降低外周阻力#提高心肌供氧#减轻心脏负

荷#从而改善心脏心肌缺血缺氧状态)(' 3(6*

+ 心俞穴

是背俞穴之一#张介宾谓-十二之俞皆通于脏气.#

刺激背俞穴可以调节脏腑功能的盛衰#治疗脏腑疾

病+ 研究表明#背俞穴的分布规律与脊神经节段性

分布特点大致吻合#提示背俞穴的治疗作用与神经

反应相关)(, 3(+*

+ 动物实验发现#大鼠-心俞.对心

肌缺血改善作用的神经生理学基础与其对脊神经节

区和脑 èH区的特异性反应相关+ 课题组前期研

究已证实#按压心俞穴可以调节心肌缺血损伤#但其

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了进一步验证按压心俞穴对心肌缺血的作用

机制#以异丙肾上腺素诱导大鼠心肌缺血模型#研究

其作用机制是否与细胞凋亡相关+ 本研究结果中#

模型组心电图中 F点位移变化值 k&)! >Y#血清

PQ2 3

*

,Lg3$T水平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缺血模

型大鼠造模成功$按法组心电图 F点位移变化值低

于 &)! >Y#血清 PQ2 3

*

,Lg3$T含量明显下降+

:O染色切片可以形象直观地观察组织形态学改

变#结果表明#模型组有大量胶原纤维存在#心肌细

胞变性,坏死#而按法组心肌损伤程度明显减轻+ 心

肌缺血缺氧损伤后 TBN蛋白和基因表达水平增加#

TPJ3( 蛋白表达降低#经治疗后TPJ3( 蛋白表达上

调#而L3LB1WB1D'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减少细胞

凋亡+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模型组大鼠心肌组织中

L3LB1WB1D',TBN蛋白表达增加#TPJ3( 蛋白表达下

降#促进心肌细胞凋亡#按法干预后 L3LB1WB1D',

TBN蛋白表达下调#TPJ3( 蛋白表达上调#抑制心肌

细胞凋亡#提示按法通过调节 L3LB1WB1D',TBN,

TPJ3( 蛋白表达水平调节心肌细胞凋亡#改善心肌

缺血损伤+

综上所述#按压心俞穴对心肌缺血具有一定的

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按法参与调节细胞凋亡密

切相关#本研究为今后临床上防治心肌缺血及其相

关疾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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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DZUABUR(&('

;̀J)6'*H;)(



!!!"%-c" 3+&6)

)!&**张东#贾连群#杨关林#等)化瘀祛痰方对异丙肾上腺素!@?9"

急性心肌缺血大鼠心肌细胞结构,心电图 ?Q段总偏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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