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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小脑顶核电刺激作为一种临床上广泛使用的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ꎬ并提

供多种中枢源性神经保护作用ꎮ 近年研究表明ꎬ在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康复过程中ꎬ小脑顶核电刺激技术均

可起到较好的疗效ꎮ 本文通过对小脑顶核电刺激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所致功能障碍的相关作用机制和临床研

究展开综述ꎬ以期为小脑顶核电刺激技术的临床应用和未来研究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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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８４ 年ꎬ有研究者首次发现了小脑内的神经核团ꎬ称之为

小脑核ꎬ后将其描述为栓子状、球状和小脑顶核ꎬ现称为小脑顶

核(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ꎬＦＮ)、球状核、栓状核和齿状核[１] ꎮ 这些神

经核团接受并发出多种神经纤维ꎬ参与调节包括躯体运动、认
知和情绪在内的多种大脑功能ꎮ 随着对小脑研究的深入ꎬ人们

研发了脑血管功能治疗仪 (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ＣＶＦＴ)ꎬ该仪器可将数字频率合成技术产生的仿生电流通过贴

于耳后乳突部位(ＦＮ 的体表投影区)的电极片引入 ＦＮ 区域ꎬ对
ＦＮ 进行电刺激ꎬ开发出了体外无创性的小脑顶核电刺激技术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ꎬＦＮＳ) [２] ꎮ 由于 ＦＮＳ 无创且操作简

便ꎬ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辅助治疗ꎮ 本文综

述了 ＦＮＳ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所致功能障碍的相关作用机制及

其临床应用进展ꎬ以期为 ＦＮＳ 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好的思路和

方法ꎮ

作用机制

一、增加局部脑血流量

研究发现ꎬ对控制脑血流量变化有强大影响的神经中枢位

于 ＦＮ 区[３] ꎮ 电刺激 ＦＮ 可通过小脑顶核￣纹状体￣大脑皮质这

一固有通路来调控脑血管自动调节中枢ꎬ诱发一系列的反应ꎬ
包括反射性血管扩张、血压升高和局部脑血流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ꎬｒＣＢＦ)的增加等ꎬ且以皮质额叶和矢状旁区增加

最多[４] ꎮ 除此之外ꎬ电刺激 ＦＮ 还可通过减少缩血管物质的释

放和增加扩血管物质来增加脑部血流量[５] ꎮ 因此ꎬＦＮＳ 技术能

够促进脑部血液循环ꎬ改善由脑部缺血引发的多种神经功能

障碍ꎮ
二、条件性中枢源性神经保护效应

条件性中枢源性神经保护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ＣＣＮＮ)是 ＦＮＳ 治疗的主要机制之一ꎮ 大脑内部有内

在的神经保护系统ꎬ当大脑受到损伤后会自动激活大脑内部的

神经元ꎬ通过一系列的神经通路ꎬ实现神经保护效应ꎬ这种现象

即称为 ＣＣＮＮ[２] ꎮ ＦＮＳ 诱导的神经保护是一种典型的 ＣＣＮＮꎮ
电刺激 ＦＮ 后ꎬ会产生持续性的激活 ＣＣＮＮ 作用ꎬ可增强大脑对

不良刺激的耐受能力ꎬ产生能够维持一定时间的脑保护作用ꎮ
近年来ꎬ国内外学者围绕 ＣＣＮＮ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ꎬ发现 ＦＮＳ

的神经源性神经保护效应可能是通过以下几种机制实现的ꎮ
１.抑制病变周围的电活动:局灶性脑缺血后会诱发缺血半

暗带区域神经元膜电位不稳定ꎬ形成梗死周围去极化波(ｐｅｒｉｉｎ￣
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ｗａｖｅｓꎬＰＩＤｓ)ꎮ 研究表明ꎬＦＮＳ 可延长钾离

子通道的开放ꎬ降低神经细胞兴奋性ꎬ使其发生超极化ꎬ从而延

迟 ＰＩＤｓ 的出现ꎬ并可减少 ＰＩＤｓ 出现的数量和频率[２] ꎮ
２.抑制神经元兴奋性毒性损伤:谷氨酸受体过度激活引发

的神经元兴奋性毒性损伤是脑缺后神经元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ꎬ而 ＦＮＳ 可通过抑制谷氨酸的释放和降低谷氨酸受体的结合

能力来减轻神经元兴奋性毒性损伤ꎬ从而介导神经保护作

用[２] ꎮ
３.抑制脑炎症反应:脑缺血早期ꎬ一氧化氮合酶受激活表达

增加ꎬ进而使 ＮＯ 的合成增加ꎮ 研究显示ꎬＦＮＳ 预刺激可通过下

调一氧化氮合酶表达和减少白细胞的浸润来抑制脑缺血引起

的炎症反应[６] ꎮ 脑卒中后抑郁大鼠模型中ꎬ刺激 ＦＮ 可抑制炎

症反应[７] ꎮ Ｔａｎｇ 等[８]的研究发现ꎬＦＮＳ 预刺激可抑制脑缺血 /
再灌注大鼠溶栓后的炎症反应ꎬ研究中提到ꎬＦＮＳ 的保护机制

似乎涉及上调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因子受体 γ 的表达ꎬ通
过该机制来延长脑卒中后的有效治疗时间窗ꎮ

４.抑制细胞凋亡:作为脑缺血半暗区神经元死亡的主要方

式之一ꎬ凋亡是由细胞死亡基因启动和诱导的ꎮ 线粒体参与细

胞凋亡的启动过程ꎬ当接收到凋亡信号后ꎬ线粒体内外膜的通

透性增加ꎬ使促凋亡蛋白由线粒体膜间隙释放入细胞质中ꎬ最
终导致细胞死亡[９] ꎮ 研究表明ꎬＦＮＳ 可以通过阻断凋亡启动的

线粒体途径ꎬ改变脑细胞对凋亡刺激的敏感性ꎬ以及下调蛋白

激酶 Ｃ 的表达等机制来抑制神经元凋亡[２ꎬ１０] ꎮ
三、促进神经组织的修复和重建

神经纤维再生可促进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ꎮ 研究表明ꎬ
ＦＮＳ 可促进轴突再生ꎬ提高神经可塑性ꎬ具有早期神经保护和

晚期恢复增强的作用ꎮ 如果在脑卒中早期进行 ＦＮＳꎬ这种早晚

期的双重效应可以极大改善神经系统的预后[２] ꎮ 但目前这种

神经保护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ꎮ 有研究提出ꎬ环磷酸腺苷(ｃｙ￣
ｃｌｉｃ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ꎬｃＡＭＰ)作为一种重要的第二信使

参与了神经元存活和轴突再生的功能调节ꎬ且 ｃＡＭＰ 升高可以

促进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轴突的再生ꎬ而 ＦＮＳ 则可通过增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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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后的 ｃＡＭＰ 和蛋白激酶 Ａ 的水平来促进脑缺血后轴突再生

和运动功能的恢复[１１] ꎮ

临床应用

一、缺血性脑卒中

ＦＮＳ 最广泛的临床应用就是用于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
的康复治疗ꎮ 缺血性脑卒中是由于脑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导致

局限性脑组织缺血缺氧性坏死ꎬ继而发生多种躯体功能障碍的

疾病ꎮ ＦＮＳ 作为一种无痛、无创、价格低廉、操作简便的中枢神

经电刺激技术ꎬ不仅能改善脑卒中后的神经功能障碍ꎬ更有助

于脑卒中相关并发症的康复ꎬ包括认知功能障碍和抑郁等ꎮ 其

临床应用情况如下ꎮ
１.神经功能的改善:７０％~８０％的脑梗死患者存在神经功能

障碍ꎮ 杨军等[１２]率先进行了 ＦＮＳ 的临床研究ꎬ结果发现ꎬ无论

是在脑缺血还是脑出血后应用 ＦＮＳ 治疗ꎬ均能促进神经功能的

恢复ꎬ并通过脑循环动力学检测发现ꎬ治疗后患侧脑血管阻力

降低ꎬ脑血流改善ꎮ 随后张萍等[５] 的研究也表明ꎬＦＮＳ 可改善

缺血性脑卒中后的神经缺损程度和运动功能ꎬ且在 ＦＮＳ 治疗

后ꎬ患者的血压、心率和呼吸等生命体征均无明显变化ꎬ提示

ＦＮＳ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ꎮ 任何单一的治疗方法都存

在局限性ꎬ只有综合运用多种康复治疗手段才能为患者带来更

全面的功能改善ꎮ ２０１５ 年ꎬ王磊等[１３] 的研究发现ꎬ高压氧(ｈｙ￣
ｐｅｒｂａｒｉｃ ｏｘｙｇｅｎꎬＨＢＯ)治疗后给予 ＦＮＳ 能够提高患者脑血流速

度并改善脑电图 α、θ、δ 波ꎮ 在此基础上ꎬ段茜等[１４] 采用高压

氧舱内同步 ＦＮＳ 为脑梗死恢复期(病程 １~ ３ 个月)患者进行治

疗ꎬ在 ＨＢＯ 改善脑血氧供给和代谢的基础上ꎬ通过 ＦＮＳ 进一步

增加局部脑血流量ꎬ最大程度地减轻脑水肿ꎬ并抑制继发的炎

性反应ꎬ结果表明ꎬＨＢＯ 同步 ＦＮＳ 治疗可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

的神经功能症状ꎮ 随着康复技术的不断发展ꎬＦＮＳ 与近年新兴

康复治疗方法(如上肢智能机器人、虚拟情景训练等)联用亦可

能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偏侧空间忽略、上肢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１５] ꎮ
２.认知功能的改善:脑卒中后约有 ８０％以上的患者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１６] ꎮ 其中脑卒中后非痴呆性认知功

能障碍(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ｏ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ꎬＰＳＣＩ￣
ＮＤ) [１７]是指脑卒中后伴有轻度的认知功能损害ꎬ但尚未达到痴

呆的诊断标准ꎬ具有极高的治疗价值ꎮ 米小昆等[１８]的研究比较

了 ＦＮＳ、奥拉西坦及尼莫地平对于 ＰＳＣＩ￣ＮＤ 的治疗效果ꎮ 该研

究发现ꎬＦＮＳ 能够从多个认知领域上改善 ＰＳＣＩ￣ＮＤ 患者的认知

功能ꎬ提高患者的 ＭｏＣＡ 评分ꎬ尤其在视空间执行功能方面ꎬ其
效果优于奥拉西坦和尼莫地平ꎮ 米小昆等[１９] 的后续研究还发

现ꎬＦＮＳ 在改善大脑中动脉和大脑前动脉血流速度上的疗效也

明显优于奥拉西坦和尼莫地平ꎬ这可能与小脑顶核对脑血流量

有着特殊的调节作用有关ꎮ 随后ꎬ魏佳军等[２０]通过多体素氢质

子磁共振波谱观察到ꎬＦＮＳ 可以通过提高脑能量代谢标志物 Ｎ￣
乙酰天门冬氨酸的表达来改善 ＰＳＣＩ￣ＮＤ 患者的轻度认知功能

障碍ꎮ
３.脑卒中后抑郁的改善:脑卒中后抑郁(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ꎬＰＳＤ)是脑卒中最常见的一种精神并发症ꎬ常使患者带有消

极的情绪ꎬ从而严重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２１] ꎮ 目前ꎬ对抑郁症

的治疗主要通过药物来提高额叶内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ꎬ但往

往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使患者耐受性差而影响治疗效果[２２] ꎮ 功

能成像研究发现ꎬ抑郁症患者的小脑皮质存在局部低血流量和

低兴奋性[２] ꎬ而 ＦＮＳ 可以通过增加局部脑血流ꎬ降低炎性细胞

因子的表达和抑制由缺血导致的神经元凋亡的进程等机制来

缓解与 ＰＳＤ 相关的行为症状[７ꎬ２３] ꎮ 国内的研究显示ꎬＦＮＳ 单独

或联合药物治疗均有助于改善 ＰＳＤ[２４] ꎬ其机制可能与 ＦＮ 通过

小脑￣下丘脑通路调控炎性因子ꎬ参与脑卒中后抑郁的发生有

关[２５] ꎮ Ｓｕ 等[２６]的研究也证明ꎬ电刺激 ＦＮ 可以显著改善 ＰＳＤ
的症状ꎮ 以上研究表明ꎬＦＮＳ 可能成为治疗 ＰＳＤ 的新策略ꎬ有
助于减少抗抑郁药物的使用ꎮ

二、脑出血

脑出血急性期血肿周围会出现类似“缺血半暗带”的局部

脑血流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ꎬｒＣＢＦ)下降ꎮ ｒＣＢＦ 的下降

易造成脑灌注不足而产生继发性的脑缺血损害ꎮ ｒＣＢＦ 增加可

减轻血肿周围组织的继发性缺血ꎬ进而减轻神经功能预后ꎮ 有

研究报道ꎬ高血压性脑出血后行 ＦＮＳꎬ可有效促进患者血肿吸

收ꎬ并改善其脑出血预后[２７] ꎻ且 ＦＮＳ 联合高压氧治疗高血压脑

出血的疗效优于单独的高压氧治疗[２８] ꎮ 目前的研究来看ꎬ待脑

出血急性期过后ꎬ患者病情稳定ꎬ复查头 ＣＴ 无再次出血的情况

下行 ＦＮＳ 是一种较为安全的治疗方法ꎬ不会引起血压、心率、呼
吸等的明显变化[２７] ꎮ

目前ꎬ国内外关于 ＦＮＳ 用于脑出血后康复治疗的研究还较

少ꎮ 有学者认为ꎬ脑出血后行 ＦＮＳ 可能有导致再次出血的风

险[２６] ꎬ但尚无明确的指南指出 ＦＮＳ 不能用于脑出血的康复治

疗ꎮ 上述研究也都是在患者病情稳定ꎬ且使用较小输出的情况

下为患者进行治疗ꎮ 因此ꎬ在脑出血后急性期内使用 ＦＮＳ 是否

会加重患者的出血情况ꎬ在脑出血恢复期使用 ＦＮＳ 治疗是否会

有引起再次出血的风险以及 ＦＮＳ 治疗后是否会对出血量和出

血面积产生影响尚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ꎮ
三、睡眠障碍

下丘脑是睡眠 /觉醒调节的重要中枢ꎬ其通过脑干网状上

行激动系统￣下丘脑￣皮质传导通路与大脑皮质相联系[２９] ꎮ ＦＮ
的纤维可通过小脑顶核￣下丘脑通路投射至下丘脑进而影响下

丘脑的活动ꎬ参与睡眠 /觉醒的调节[３０] ꎮ 刘四维等[３１] 研究表

明ꎬＦＮＳ 有助于改善脑卒中后睡眠障碍患者的睡眠质量ꎮ 张博

爱等[３２]的研究发现ꎬ于睡前 １ ｈ 开始 ＦＮＳꎬ连续刺激 ３０ ~
４５ ｍｉｎꎬ可使睡眠￣觉醒周期趋于正常ꎬ并可减轻患者睡前对于

安眠药的依赖ꎮ 邹维武等[３３] 通过实验提出ꎬ于晚上 ２１ ∶ ００ ~
２３ ∶ ００时间段给予 ＦＮＳ 诱导睡眠ꎬ能够最大程度地改善患者睡

眠质量ꎮ 以上的研究表明ꎬＦＮＳ 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方法ꎬ或
许可以为失眠提供一种新的治疗途径ꎮ

四、颅脑损伤

颅脑损伤后意识障碍一直是临床治疗的难点ꎮ 临床上多

采用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物理因子治疗来改善意识障碍的程

度[３４] ꎮ 谢瑛等[３５]的研究观察到ꎬＦＮＳ 可使脑损伤后意识障碍

患者的脑电图慢波减少、波幅增高ꎮ 肖明原等[３６] 的研究发现ꎬ
ＦＮＳ 联合经颅磁刺激能够缩短意识障碍患者的脑干听觉诱发

电位的潜伏期ꎬ并降低体感诱发电位的分级ꎮ 以上研究提示ꎬ
ＦＮＳ 对意识障碍患者可能具有促苏醒作用ꎮ

五、小儿脑瘫

小儿脑性瘫痪(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ａｌｓｙꎬ ＣＰ)主要表现为永久性和非

９４０１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第 ４４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１１



永久性的中枢性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ꎬ同时可伴有不同程度的

认知障碍、感觉、知觉、交流以及行为缺陷等[３７] ꎮ 陶维娜等[３８]

的研究发现ꎬ在传统神经生理学疗法的基础上辅以 ＦＮＳ 治疗 ３
个月ꎬ可减轻 ＣＰ 患儿的脑损害ꎬ改善脑功能ꎬ尤其是智力水平

的改善ꎬ效果显著优于传统的康复治疗ꎮ 涂博等[３９]的研究也发

现ꎬＣＰ 患儿加用 ＦＮＳ 后ꎬ其运动功能恢复更快ꎬ且长时间治疗

后ꎬ其运动功能恢复更好ꎮ 脑神经细胞的不可再生性和脑损害

的不可逆性ꎬ使 ＣＰ 的治疗存在很大困难[３７] ꎬ而 ＦＮＳ 的使用可

能为 ＣＰ 提供一种新的康复方法ꎬ在辅以其他常规治疗的基础

上可能带来更好的康复效果ꎮ

治疗参数

临床上常使用脑血管功能治疗仪(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ＣＶＦＴ)来实现小脑顶核电刺激技术ꎮ 国内 ＣＶＦＴ 又称

脑循环功能治疗仪或脑电仿生电刺激仪ꎮ 临床上使用的 ＣＶＦＴ
种类繁多ꎬ各不相同ꎬ但在治疗参数的选择上尚未有统一的标

准ꎮ 由于个体差异ꎬ每个人对于刺激强度感受和承受能力也不

尽相同ꎬ治疗强度的设置需根据临床的实际情况进行调节ꎬ强
度越大ꎬ患者的刺激感越强ꎮ 目前临床上 ＣＶＦＴ 治疗仪较为安

全和适用的输出强度多在 ７０％ ~ １１０％范围内ꎬ治疗时间多为

３０~４０ ｍｉｎꎬ在该范围内患者较少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ꎮ 不同

型号的 ＣＶＦＴ 治疗仪有不同的强度和频率显示档位ꎬ刺激的频

率越高ꎬ患者的刺激感越弱ꎮ 目前的临床研究中使用的ＣＶＦＴ治
疗仪大多将频率(无量纲数)设置在 １２０~２００ 范围内ꎬ以期给予

患者最好的刺激感受ꎮ

小结

ＦＮＳ 是一种能够实现无创性刺激大脑、操作简单、价格低

廉、并具有相对持久效果的神经保护技术ꎮ ＦＮＳ 为多种疾病的

临床康复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临床上应用最多的就是将 ＦＮＳ
用于脑卒中后的康复治疗ꎬ现有的研究已证实ꎬＦＮＳ 对缺血性

脑卒中后功能障碍的康复是一种值得临床推广应用的辅助康

复治疗方法ꎬ但在出血性脑卒中的应用中尚存有争议ꎬ还需进

一步的临床研究来证实其有效性和安全性[２] ꎮ 另外ꎬＦＮＳ 治疗

也为抑郁、失眠、意识障碍的康复治疗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ꎬ但
其具体的治疗模式、剂量和治疗机制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

的问题ꎮ
综上所述ꎬＦＮＳ 是一种能够快速干预ꎬ并具有相对持久效

果的神经保护技术ꎮ 是一种具有潜在临床应用价值的康复治

疗技术ꎮ 但就目前的临床研究而言ꎬ研究病例普遍偏少ꎬ评估

方法较为单一ꎬ治疗剂量及参数参差不齐ꎬ缺乏统一的说服力ꎬ
这都需要将来大量的临床研究来证明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ａｎｄｅｌ ＭꎬＴａｌａｍｏｎｉ Ｆｏｎｏｆｆ ＥꎬＢｏｒ￣Ｓｅｎｇ￣Ｓｈｕ Ｅꎬ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 ｎｅｕ￣
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Ｊ] . Ｆｕｎｃｔ Ｎｅ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２７ ( ４):
２０７￣２１６.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２４７８ / ｓ１３３８０￣０１２￣００４７￣４.

[２] Ｗａｎｇ Ｊꎬ Ｄｏｎｇ ＷＷꎬ Ｚｈａｎｇ Ｗ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ｅ￣
ｂｅｌｌａｒ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 Ｊ] . ＣＮＳ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Ｔｈｅｒ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８):７１０￣７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 ｃｎｓ.１２２８８.

[３] 张兆霞ꎬ刘竞丽ꎬ张磊ꎬ等.端粒酶逆转录酶在预电刺激小脑顶核后

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Ｊ] .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ꎬ
２０１２ꎬ１１( ５): ４４８￣４５３.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８９２５. ２０１２.
０５.００４.

[４] Ｆｅｎｇ Ｌｉｎｇ￣ＢｏꎬＰ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ꎬ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ꎬ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
ｃｌｅｕ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ｅｐ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 Ｊ] .
ＢＭＣ Ｍｅ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１５ꎬ８:７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９２０￣０１５￣０１５５￣４.

[５] 张萍.小脑顶核电刺激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神经功能重建的治疗

效果[Ｊ] .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ꎬ２０１７ꎬ１２(０４):３５６￣３５７. ＤＯＩ:１０.
１６７８０ / ｊ.ｃｎｋｉ.ｓｊｓｓｇｎｃｊ.２０１７.０４.０２４.

[６] Ｌｉｕ Ｂ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Ｊｉ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ｂｙ ＰＰＡＲγ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 Ｎｅｕｒｏｌ Ｒ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３９ ( １):２３￣２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８０ /
０１６１６４１２.２０１６.１２５１７１０.

[７] Ｗａｎｇ ＭꎬＧｕｏ ＪꎬＤｏｎｇ ＬＮꎬｅｔ ａｌ.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ｍｉｌ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９ｃ / ＴＮ￣
ＦＲＳＦ１Ａ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 . Ｍｅｄ Ｓｃｉ Ｍｏｎｉｔ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５５９４￣５６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２６５９ / ＭＳＭ.９１１８３５.

[８] Ｔａｎｇ Ｗꎬ Ｄｏｎｇ Ｗꎬ Ｘｉｅ Ｐ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ｉｎ￣
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ｔｉｃ ｏ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ｓ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５ꎬ１０(５):ｅ０１２８４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１２８４４７.

[９] Ａｂａｔｅ ＭꎬＦｅｓｔａ ＡꎬＦａｌｃｏ Ｍꎬｅｔ ａｌ.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ｓ ｐｌａｙｍ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ａｐｏｐ￣
ｔｏｓｉｓꎬ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Ｊ] . Ｓｅｍｉｎ Ｃｅｌｌ Ｄｅｖ Ｂｉｏｌꎬ２０２０ꎬ９８:
１３９￣１５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ｅｍｃｄｂ.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２.

[１０] Ｚｈｏｕ Ｐꎬ Ｑｉａｎ Ｌꎬ Ｚｈｏｕ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
ｒｏｇｅｎｉｃ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Ｊ] .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ꎬ ２００５ꎬ ９５ ( １): ２２１￣２２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４７１￣４１５９.２００５.０３３５８.ｘ.

[１１] Ｗａｎｇ ＡＲꎬ Ｈｕ ＭＺꎬ Ｚｈａｎｇ ＺＬꎬ ｅｔ ａｌ.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ｘｏｎ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ｏｋｅ ｖｉａ ｃＡＭＰ /
ＰＫ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ꎬ２０１９ꎬ６９９:１７７￣１８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ｌｅｔ.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６.

[１２] 杨军ꎬ张拥波ꎬ董为伟ꎬ等.电刺激小脑治疗脑血管病的疗效初步观

察[Ｊ]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ꎬ１９９７ ( ６):３７０￣３７２. ＤＯＩ:ＣＮＫＩ:ＳＵＮ:
ＬＣＳＪ.０.１９９７￣０６￣０２５.

[１３] 王磊ꎬ谭莹ꎬ朱昱亭ꎬ等.高压氧联合脑循环电刺激治疗对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疗效观察[Ｊ] .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２
(４):２７１￣２７５.ＤＯＩ:ＣＮＫＩ:ＳＵＮ:ＺＨＨＨ.０.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０.

[１４] 段茜ꎬ刘文颖ꎬ金维ꎬ等.高压氧同步舱内脑电仿生电刺激对脑梗死

恢复期患者功能障碍的疗效[ Ｊ]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１４(３):１３５￣１４０. ＤＯＩ:ＣＮＫＩ:ＳＵＮ:ＳＢＫＦ.０.２０１８￣０３￣００３.

[１５] 王梁ꎬ翟佳佳ꎬ朱冬燕ꎬ等.上肢机器人辅助训练联合脑电仿生电刺

激对脑卒中单侧忽略的疗效观察[ Ｊ] .按摩与康复医学ꎬ２０２１ꎬ１２
(５):１６￣１８ꎬ２２.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８７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１８７９.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５.

[１６] 刘伟ꎬ胡鹏ꎬ霍明轩ꎬ等.高频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脑卒中后认知功

能障碍疗效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２０２１ꎬ４３
(１１):１０２１￣１０２５.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２１.１１.０１５.

[１７] 汪凯ꎬ董强ꎬ郁金泰ꎬ等.卒中后认知障碍管理专家共识 ２０２１[Ｊ] .中
国卒中杂志ꎬ２０２１ꎬ１６(４):３７６￣３８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７６５.
２０２１.０４.０１.

[１８] 米小昆ꎬ史健ꎬ刘辉ꎬ等.电刺激小脑顶核和奥拉西坦及尼莫地平对

卒中后非痴呆性认知障碍患者不同认知领域的影响研究[ Ｊ] .中

０５０１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第 ４４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１１



国全科医学ꎬ２０１９ꎬ２２(１１):１２９３￣１２９７.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１４ / ｊ. ｉｓｓｎ.１００７￣
９５７２.２０１８.００.２６９.

[１９] 米小昆ꎬ王娇兰ꎬ崔鹏ꎬ等.三种疗法对卒中后非痴呆认知功能障碍

患者颅内血流的影响[ Ｊ] .中国全科医学ꎬ２０１８ꎬ２１ ( ２１):２５６６￣
２５７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９５７２.２０１８.００.１８５.

[２０] 魏佳军ꎬ喻梅ꎬ毛善平ꎬ等.小脑顶核电刺激治疗非痴呆型血管性认

知障碍的多体素氢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Ｊ]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ꎬ
２０２１ꎬ２５(２０):２３￣２７. ＤＯＩ:１０.７６１９ / ｊｃｍｐ.２０２１３０３４.

[２１] Ｄａｓ Ｊꎬ ＧＫ Ｒ. Ｐｏｓ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ｌａｅ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ｓｔｒｏｋｅ
[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Ｂｉｏｂｅｈａｖ Ｒｅｖꎬ２０１８ꎬ９０:１０４￣１１４.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
ｂｉｏｒｅｖ.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

[２２] Ｓａｒｋａｒ Ａꎬ Ｓａｒｍａｈ Ｄꎬ Ｄａｔｔ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ｏｓ ｔｏ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 Ｂｕｌｌꎬ２０２１ꎬ１６８: ７４￣８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ｂｕｌｌ.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２.

[２３] Ｚｈａｎｇ Ｌꎬ Ｚｈａｏ Ｍꎬ Ｓｕｉ ＲＢ.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ｉ￣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ｉｋ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 .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７ꎬ
４１(４):１４０３￣１４１２. 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９ / ０００４６７９４０.

[２４] 王健ꎬ董为伟ꎬ何为.小脑电刺激对大鼠脑缺血早期神经元线粒体

的影响[Ｊ]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ꎬ ２００５ꎬ２７(１): ９￣１３.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 / 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１４２４.２００５.０１.００４.

[２５] 康笑ꎬ隋汝波ꎬ张磊ꎬ等.小脑￣下丘脑通路在卒中后抑郁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Ｊ]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４４(５):３８９￣３９３ꎬ３９９.ＤＯＩ:
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８￣４６４６.２０１５.０５.００２.

[２６] Ｓｕ ＣＹꎬ Ｗｕａｎｇ ＹＰꎬ Ｌｉｎ ＹＨ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 . Ａｒｃｈ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５ꎬ
３０(２):１４８￣１６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 ａｒｃｌｉｎ / ａｃｕ０５７.

[２７] 李国艳ꎬ徐忠祥ꎬ于娜ꎬ等.小脑顶核电刺激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

２８ 例[Ｊ] .实用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２６(９):１５９２￣１５９３. ＤＯＩ:ＳＹＹＺ.０.
２０１０￣０９￣０４８.

[２８] 彭浩ꎬ赵建农ꎬ王鹏程ꎬ等.高血压脑出血术后高压氧联合电刺激小

脑顶核治疗的疗效观察[ Ｊ] .海南医学ꎬ２０１３ꎬ２４(９):１２８８￣１２９０.
ＤＯＩ:ＨＡＩＮ.０.２０１３￣０９￣０１７.

[２９] Ｓａｐｅｒ ＣＢꎬ Ｆｕｌｌｅｒ ＰＭ. Ｗａｋｅ￣ｓｌｅｅｐ ｃｉｒｃｕｉｔｒｙ: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４４:１８６￣１９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ｃｏｎｂ.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２１.
[３０] Ｃａｏ ＢＢꎬ Ｈｕａｎｇ Ｙꎬ Ｊｉａｎｇ ＹＹ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 ｆａｓｔｉｇｉ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ｇｌｕｔａ￣

ｍａｔｅｒｇｉｃ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ｍ￣
ｐａｔｈｅｔｉｃ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ꎬ２０１５ꎬ１０(１):１６２￣
１７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４８１￣０１４￣９５７２￣ｙ.

[３１] 刘四维ꎬ关敏ꎬ李宝金ꎬ等.小脑顶核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睡眠障碍

临床研究[ Ｊ]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１７ ( ０３):１９２￣１９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６７３１.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６.

[３２] 张博爱ꎬ贾延劼ꎬ董为伟ꎬ等.电刺激小脑顶核治疗非器质性失眠症

临床观察[ Ｊ]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ꎬ２００９ꎬ４４( ０１):１５６￣１５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０５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８２５.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０.

[３３] 邹维武ꎬ王涣群ꎬ于蕾ꎬ等.不同时间脑电生物反馈对脑卒中后失眠

的临床观察 [ Ｊ] .中医临床研究ꎬ２０１８ꎬ１０ ( １３):７４￣７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８６０.２０１８.１３.０３３.

[３４] Ｅｄｌｏｗ ＢＬꎬ Ｃｌａａｓｓｅｎ Ｊꎬ Ｓｃｈｉｆｆ ＮＤ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ꎬ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ｌꎬ２０２１ꎬ１７(３):１３５￣１５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３８ / ｓ４１５８２￣０２０￣
００４２８￣ｘ.

[３５] 谢瑛ꎬ蒋燕ꎬ胡玥ꎬ等.经颅电刺激小脑顶核对脑损伤后意识障碍患

者脑血流速度及神经电生理的影响[ Ｊ] .中国医药导报ꎬ２０１１ꎬ８
(３５):５１￣５３. ＤＯＩ:ＣＮＫＩ:ＳＵＮ:ＹＹＣＹ.０.２０１１￣３５￣０２５.

[３６] 肖明原ꎬ张立新.小脑顶核电刺激联合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意识障碍

患者的脑干听觉及体感诱发电位的影响 [ Ｊ] .中外医学研究ꎬ
２０１９ꎬ１７(８):１２８￣１３０.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３３ / ｊ.ｃｎｋｉ.ｃｆｍｒ.２０１９.０８.０６１.

[３７] Ｂｒｕｎ Ｃꎬ Ｔｒａｖｅｒｓｅ Éꎬ Ｇｒａｎｇｅｒ Éꎬ ｅｔ ａｌ. 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ａｌｓｙ: ａ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Ｄｅｖ Ｍｅｄ
Ｃｈｉｌｄ Ｎｅｕｒｏｌꎬ２０２１ꎬ６３(１２):１３８２￣１３９３.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 ｄｍｃｎ.１４９６３.

[３８] 陶维娜ꎬ苏红娜ꎬ苏红梅.小脑顶核电刺激对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

疗效果评价[ Ｊ]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１５( ２１):６６￣６７.
ＤＯＩ:ＨＮＳＪ.０.２０１２￣２１￣０３８.

[３９] 涂博ꎬ张红梅ꎬ宋高飞.小脑顶核电刺激联合系统康复锻炼治疗小

儿脑瘫的临床效果分析[ Ｊ] .安徽医药ꎬ２０１６ꎬ２０ ( ０４):７５４￣７５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６４６９.２０１６.０４.０４１.

(修回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２０)
(本文编辑:阮仕衡)

１５０１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第 ４４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