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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含音乐的丰富环境对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应激(ＣＵＭＳ)模型大鼠抑郁样行为及其神

经可塑性相关蛋白的蛋白激酶 Ａ ( ＰＫＡ)、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 ( ＣＲＥＢ)、磷酸化 ＣＲＥＢ 蛋白

(ｐ￣ＣＲＥ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ＢＤＮＦ)表达的影响ꎮ 方法　 选取雄性 ＳＤ 大鼠 ４０ 只ꎬ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空白组、模型对照组、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ꎬ每组大鼠 １０ 只ꎮ 模型对照组、无音乐丰

富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进行 ＣＵＭＳ 造模ꎮ 造模成功后ꎬ空白组和模型对照组均于常规鼠笼中接受常规

饲养 ２１ ｄꎬ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则给予丰富环境干预 ２１ ｄꎬ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在普通丰富环境中增加音乐治疗ꎮ
４ 组大鼠均于干预 ２１ ｄ 后分别进行糖水偏爱实验、旷场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ꎮ 行为学检测结束后ꎬ４ 组大鼠

断头取脑ꎬ采用免疫组化法和免疫蛋白印迹法分别检测其海马区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ꎮ
结果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照组大鼠的糖水偏爱率、旷场内活动总距离、中心区活动距离、站立次数和游泳不

动时间与空白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无音乐丰富环境组的糖水偏爱率、旷场内活动总距离、
中心区活动距离和游泳不动时间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含音乐丰富环境组的糖

水偏爱率、旷场内活动总距离、站立次数和游泳不动时间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
无音乐丰富环境组的游泳不动时间为(１１０.９４ ｓ±３７.５６ ｓ)ꎬ与含音乐丰富环境组的(６６.７８ ｓ±４６.４７ ｓ)比较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照组大鼠海马区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阳性面积百

分比较空白组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ꎻ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的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

阳性面积百分比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且以含音乐丰富环境组更为显著ꎬ与无

音乐丰富环境组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照组大鼠海马区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
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的蛋白表达水平与空白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无音乐丰富环境组 ＰＫＡ、ＣＲＥＢ、
ｐ￣ＣＲＥＢ 的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对照组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ꎻ含音乐丰富环境组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对照组和无音乐丰富环境组ꎬ均显著升高(Ｐ<０.０５)ꎮ 结论　 丰富环境可显著改善大鼠

的抑郁样行为ꎬ而在丰富环境中增加音乐可提高其抗抑郁的疗效ꎬ且丰富环境的抗抑郁机制可能与其可上调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表达水平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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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ＵＭＳꎬ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ｉｎ ｒａｔｓ. Ａｄｄｉｎｇ ｍｕｓｉｃ ｔｏ ａｎ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ｔｓ ａｎｔｉ￣ｄｅ￣
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ｔｓ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ＫＡꎬ ＣＲＥＢꎬ ｐ￣ＣＲＥＢ ａｎｄ ＢＤＮ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ꎻ　 Ｓｔｒｅｓｓꎻ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ꎻ　 Ｍｕｓｉｃꎻ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ꎻ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
ｐｕｓ

Ｆｕｎｄｉｎｇ:Ａｎ ＳＭ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ＭＣ２０１３)ꎻ 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３ＺＤＦＣ０３０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４２１６６６￣２０２３０１３１￣０００７４

　 　 抑郁症(ｍａｊ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ＭＤＤ)是指患者
出现情绪沮丧、兴趣丧失、认知功能减退ꎬ并可伴有不

同程度躯体不适症状的一种情绪障碍综合征[１]ꎮ 抑

郁症的发生涉及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ꎬ压
力和其他负面刺激引起的神经可塑性功能障碍在抑郁

症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２]ꎮ
作为神经可塑性的主要参与者ꎬ脑源性神经营养

因子( 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ꎬＢＤＮＦ)在涉及
情绪和认知功能的脑区域中广泛表达ꎬ并参与蛋白激

酶 Ａ(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ＡꎬＰＫＡ)－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
蛋白( ｃＡＭ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ＣＲＥＢ)
细胞内信号传导通路ꎬ可促进神经损伤后修复、结构功

能重组和调节突触可塑性[３￣４]ꎮ 临床研究发现ꎬ抑郁症

患者血清的 ＢＤＮＦ 水平下降ꎬ而外源性 ＢＤＮＦ 可缓解

其抑郁症状[５]ꎮ 一项针对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应激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ｍｉｌｄ ｓｔｒｅｓｓꎬＣＵＭＳ)刺激的动物

实验观察到ꎬＣＵＭＳ 模型大鼠的海马 ＣＲＥＢ 磷酸化和
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明显减少ꎬ且其 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信号转

导受损[６]ꎮ 由此可见ꎬ抑郁症的发生可能与海马ＢＤＮＦ
和 ＣＲＥＢ 的表达密切相关ꎬ且有动物实验还发现ꎬ抗抑

郁药物的功效不仅依赖于神经发生ꎬ还与海马区域的

神经元重塑有关[７]ꎮ 因此ꎬ神经可塑性的重建可能是

抗抑郁、改善情绪的关键ꎮ
丰富环境是提供认知、感觉、运动和社交联系等

多方面刺激的特殊环境ꎬ可促使大脑和神经系统的
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产生相应改变ꎬ提高生物体对

外界环境的抵御力[８] ꎮ 丰富环境设计包括认知训

练、各种感觉刺激、自发性运动、社会联系等特定要

素ꎬ目前尚不能明确各个要素影响整体的效应大小ꎮ
目前ꎬ已有学者证实ꎬ运动锻炼和社交联系是丰富环

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８￣９] 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观察感

觉刺激中的听觉刺激(音乐)在丰富环境中的影响及
相关作用机制ꎬ以期为今后丰富环境的基础和临床

研究提供指导ꎮ

材料与方法

一、实验动物

雄性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ＳＤ)大鼠 ５０ 只ꎬ体重(１８０±
２０)ｇꎬ由上海吉辉实验动物饲养有限公司提供ꎬ合格
证号 ＳＹＸＫ(沪)２０１７－００１２ꎬ饲养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实验动物中心ꎬ整个实验过程

严格遵守实验动物伦理准则和相关实验室规定ꎮ
二、主要仪器和试剂

本研究主要实验仪器包括:ＳＭＡＲＴ ３.０ 版动物行
为学视频采集和分析仪(西班牙 Ｐａｎｌａｂ 公司)和电子

高清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有限公司)ꎮ 主要试剂包

括:一抗 ＢＤＮＦ(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ꎬＡＢ１０８３１９)、一抗 ｐ￣
ＣＲＥＢ(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ꎬＡＢ３２０９６)、一抗 ＣＲＥＢ(武汉

６６０１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第 ４６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ꎬＶｏｌ.４６ꎬＮｏ.１２



塞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ꎬＧＢ１１０５２)、ＰＫＡ(武汉塞维
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ꎬＧＢ１１５９８)、辣根过氧化物酶
(ｈｏｒｓｅｒａｄｉｓｈ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ꎬ ＨＲＰ)山羊抗兔二抗(武汉塞
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ꎬＧＢ２３３０３)ꎮ

三、动物分组
雄性 ＳＤ 大鼠 ５０ 只适应性饲养 ５ ｄꎬ称重编号后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空白组 １０ 只和模型组
４０ 只ꎬ模型组进行 ２１ ｄ 的造模ꎬ将最终造模成功的大
鼠 ３０ 只(剔除行为学检测未达造模标准的 １０ 只大
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再分为模型对照组、无音乐丰富
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ꎬ每组大鼠 １０ 只ꎮ

四、造模方法
抑郁模型的建立参考前期文献[１０]ꎮ 采用 ＣＵＭＳ

刺激联合单笼饲养的方法进行模型的复制ꎬ空白组大
鼠自然喂养ꎬ模型组大鼠单笼饲养并每天随机接受一
种应激刺激ꎬ共 ９ 种ꎬ分别为束缚 ２ ｈ、鼠笼拥挤 １２ ｈ、
禁食禁水 ２４ ｈ、４ ℃水游泳 ５ ｍｉｎ、４５ ℃水游泳５ ｍｉｎ、
垫料潮湿 ２４ ｈ、昼夜颠倒、夹尾 １ ｍｉｎ、摇晃５ ｍｉｎꎬ刺激
时间为 ２１ ｄꎬ同一应激刺激不连续用 ３ ｄꎬ以免大鼠对
刺激产生预见性ꎮ

五、行为学检测和造模成功标准
空白组、模型对照组、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和含音乐

丰富环境组均于干预前(即模型对照组、无音乐丰富
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造模成功后)和干预 ２１ ｄ
后分别进行糖水偏爱实验、旷场实验和强迫游泳实验ꎮ

(一)行为学检测方法
１.糖水偏爱实验[１１]:正式实验前进行糖水适应训

练ꎬ于第一天晚上 ８ 时每笼外放 ２ 瓶 １％蔗糖水ꎻ第二
天晚上 ８ 时用纯水代替其中 １ 瓶蔗糖水ꎬ１２ ｈ 后交换
位置ꎻ第三天晚 ８ 时禁食禁水 １２ ｈꎻ第四天上午 ８ 时每
笼外随机放 １％蔗糖水和纯水各 １ 瓶ꎬ６ ｈ 后交换位
置ꎬ１２ ｈ 后称重并记录测试前、后水瓶的重量ꎬ计算糖
水偏爱率ꎬ糖水偏爱率＝糖水消耗量 / (糖水＋纯水消耗
量)×１００％ꎮ

２.旷场实验[１２]:每次实验上午 ９ 时开始测试ꎬ实
验前先适应 ２０ ｍｉｎꎬ结束后ꎬ实验人员抓住大鼠尾巴ꎬ
将大鼠放入旷场中央ꎬ摄像同步计时ꎬＳｍａｒｔ ３.０ 软件
记录分析 ５ ｍｉｎ 内大鼠旷场内活动总距离、中心区活
动距离、运动轨迹及站立次数ꎮ 时间到后取出大鼠ꎬ
７５％酒精清洗旷场底部ꎬ防止残留气味干扰ꎮ

３.强迫游泳实验[１３]:每次实验上午 ９ 时开始测
试ꎬ将大鼠放入高 ４０ ｃｍꎬ直径 ２０ ｃｍ 的透明玻璃桶中ꎬ
水深约 ３０ ｃｍꎬ强迫其游泳ꎬ摄像同步计时ꎮ Ｓｍａｒｔ ３.０
软件记录 ６ ｍｉｎ 内大鼠漂浮时间ꎬ取后 ４ ｍｉｎ 大鼠漂浮
不动的时间 (漂浮水面不动ꎬ四肢停止挣扎) 进行
统计ꎮ

(二)造模成功标准
记录模型对照组、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含音乐丰富

环境组大鼠造模后的糖水偏爱实验、旷场实验、强迫游
泳实验的行为学结果ꎬ并与空白组大鼠比较ꎬ若组间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ꎬ则判定造模成功[１４]ꎮ
造模成功后的行为学结果仅用于判定造模是否成功ꎬ
因此在本研究结果中不罗列 ４ 组大鼠造模成功后的行
为学结果ꎮ

六、干预方法
４ 组大鼠均饲养于 ４２ ｃｍ×２７ ｃｍ×２０ ｃｍ 的常规鼠

笼中ꎬ每笼放 ３~４ 只ꎮ 空白组和模型对照组均于常规
鼠笼中接受常规饲养 ２１ ｄꎬ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则给予
丰富环境干预ꎬ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在普通丰富环境中
增加音乐治疗ꎮ

丰富环境笼参考文献自行设计[１５]ꎬ由透明亚克力
塑料制成 １００ ｃｍ×６０ ｃｍ×４５ ｃｍ 的鼠笼ꎬ笼内布置有
不同颜色和形状的跑轮、爬梯、双层木屋、磨牙饼干、草
窝、原木拱桥等饰品和啃咬物品ꎬ并放有充足的食物和
水ꎮ 为适应大鼠习性ꎬ干预时间为每晚上 ８ 时 ~次日
上午 ８ 时ꎬ共 １２ ｈꎬ持续干预 ２１ ｄꎮ 含音乐的丰富环境
组在上述丰富环境中每晚 ８ 时 ~９ 时增加 １ ｈ 的音乐
干预ꎬ播放柔和舒缓的国内外古典纯音乐ꎬ包括«梁
祝»«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ｍｏｏｎｇｌｏｗ»和«莫扎特
Ｋ４４８»节选等ꎬ持续干预 ２１ ｄꎮ

七、免疫组化法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４ 组大鼠各选取 ６ 只断头取脑ꎬ放入

固定液中固定ꎬ固定成功后修剪组织块制成石蜡切片ꎬ
石蜡切片脱蜡后进行抗原修复ꎬ以双氧水阻断内源性
过氧化物酶ꎬ避光孵育ꎬ血清封闭ꎬ滴加一抗、二抗孵
育ꎬ二氨基联苯胺(ｄｉａｍｉｎｏｂｅｎｚｉｄｉｎｅꎬ ＤＡＢ)显色后复
染细胞核ꎬ脱水封片后拍照ꎮ 选择阳性表达密集区域ꎬ
在 ４００ 倍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 ３ 个视野ꎬ采用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 Ｐｌｕｓ ６.０ 版图像处理和分析软件计算每个视野中
ＣＲＥＢ、磷酸化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ＡＭ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ＣＲＥＢꎬ ｐ￣
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阳性面积百分比ꎬ取平均值进行
统计分析ꎮ

八、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
于免疫组化法断头取脑的同时进行ꎬ收集新鲜脑

组织ꎬ冰上分离双侧海马ꎬ剪碎组织块ꎬ彻底匀浆ꎬ提取
目的蛋白ꎬ测定蛋白浓度ꎬ加入蛋白上样缓冲液ꎬ沸水
浴变性ꎬ１０％十二烷基磺酸钠( ｓｏｄｉｕｍ ｄｏｄｅｃｙｌ ｓｕｌｆａｔｅꎬ
ＳＤＳ)－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ｇｅｌｅｌｅｃｔｒｏ￣
ｐｈｏｒｅｓｉｓꎬＰＡＧＥ)分离后ꎬ转膜ꎬ滴加一抗、二抗孵育ꎬ曝
光显影ꎬ用 Ａｄｏｂｅ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１１.０ 版图像处理和分析软
件处理并分析目标条带的灰度值ꎬ以此表示目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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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表达水平ꎮ
九、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版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

分析ꎮ 数据以(ｘ－ ±ｓ)表示ꎬ若满足正态性、方差齐性ꎬ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ꎻ不满足正态性、方差齐
性ꎬ则采用非参数检验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结　 　 果

一、４ 组大鼠干预 ２１ ｄ 后的行为学测试结果比较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照组大鼠的糖水偏爱率与空

白组比较显著下降(Ｐ<０.０５)ꎻ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和含
音乐丰富环境组大鼠的糖水偏爱率与模型对照组比
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无音乐丰富环境
组与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大鼠的糖水偏爱率组间比较ꎬ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１ꎮ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照组大鼠的旷场内活动总距
离、中心区活动距离和站立次数与空白组比较ꎬ均明显
减少(Ｐ<０.０５)ꎻ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大鼠的旷场内活动
总距离、中心区活动距离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但站立次数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ꎻ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大鼠的旷场内活动总距离和

站立次数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但两组间的中心区活动距离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１ꎮ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照组大鼠的游泳不动时间与
空白组比较ꎬ显著延长(Ｐ<０.０５)ꎻ无音乐丰富环境组
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大鼠的游泳不动时间与模型对照
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含音乐丰富
环境组大鼠的游泳不动时间与无音乐丰富环境组比
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１ꎮ

二、４ 组大鼠干预 ２１ ｄ 后的蛋白免疫组化表达结
果比较

阳性细胞通常呈棕黄色或棕褐色斑块ꎬＣＲＥＢ、
ｐ￣ＣＲＥＢ 一般以胞核染色为主ꎬＢＤＮＦ 一般以胞浆或
胞膜染色为主ꎬ详见图 １、２、３ꎮ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
照组大鼠海马区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阳性
面积百分比较空白组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ꎻ无音乐
丰富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均能够有效上调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阳性面积百分比ꎬ与模
型对照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且以
含音乐丰富环境组的上调更为显著ꎬ与无音乐丰富
环境组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
表 ２ꎮ

表 １　 ４ 组大鼠干预 ２１ ｄ 后的行为学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只数 糖水偏爱率
(％)

旷场内活动总距离
(ｃｍ)

中心区活动距离
(ｃｍ)

站立次数
(次)

游泳不动时间
(ｓ)

空白组 １０ ９０.４５±７.２８ １８５６.９６±４２２.１３ ８８.９３±４９.２３ ７.２０±３.１６ ３３.５５±２９.０５
模型对照组 １０ ６７.０７±１６.９２ａ １１３０.０４±３５３.１０ａ ４６.１０±２４.６７ａ ３.１０±２.１８ａ １６４.４２±６２.８５ａ

无音乐丰富环境组 １０ ８３.７９±４.０２ｂ １６８４.８８±５４３.３４ｂ ８７.６５±４２.１８ｂ ６.１０±３.０７ １１０.９４±３７.５６ａｂ

含音乐丰富环境组 １０ ８６.４５±１２.０５ｂ １９５９.９０±９１１.７７ｂ ７６.５７±２５.５９ ８.４０±４.８４ｂ ６６.７８±４６.４７ｂｃ

　 　 注:与空白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ｂＰ<０.０５ꎻ与无音乐丰富环境组比较ꎬｃＰ<０.０５

图 １　 ４ 组大鼠海马区 ＣＲＥＢ 蛋白的表达(免疫组化法ꎬ×４００) 图 ２　 ４ 组大鼠海马区 ｐ￣ＣＲＥＢ 蛋白的表达(免疫组化法ꎬ×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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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４ 组大鼠海马区 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免疫组化法ꎬ×４００)

表 ２　 ４ 组大鼠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阳性面积百分比

比较(％ꎬｘ－±ｓ)

组别 只数 ＣＲＥＢ ｐ￣ＣＲＥＢ ＢＤＮＦ

空白组 ６ ６.４９±１.５４ ３.６０±０.５８ １０.２４±１.７１
模型对照组 ６ ３.０９±１.０５ａ １.９７±０.４２ａ ４.２６±０.７８ａ

无音乐丰富环境组 ６ ５.４０±２.１８ｂ ３.１６±０.６８ｂ ７.３７±１.６２ａｂ

含音乐丰富环境组 ６ ７.２０±０.７２ｂｃ ４.９９±０.２２ａｂｃ １０.８４±１.８５ｂｃ

　 　 注:与空白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ｂＰ<０.０５ꎻ与无音

乐丰富环境组比较ꎬｃＰ<０.０５

三、４ 组大鼠干预 ２１ ｄ 后的蛋白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结果比较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模型对照组大鼠海马区 ＰＫＡ、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的蛋白表达水平与空白组比
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 ２１ ｄ 后ꎬ
无音乐丰富环境组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 的蛋白表达
水平较模型对照组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ꎬ但其ＢＤＮＦ
蛋白表达水平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Ｐ > ０.０５ )ꎻ 含 音 乐 丰 富 环 境 组 ＰＫＡ、 ＣＲＥＢ、
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对照组和无音
乐丰富环境组ꎬ均显著升高(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３ 和
图 ４ꎮ

图 ４　 ４ 组大鼠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表达条带图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含音乐的丰富环境可提高
ＣＵＭＳ 模型抑郁大鼠的糖水偏爱率和旷场活动距离ꎬ
缩短强迫游泳不动时间ꎬ同时其神经可塑性信号通路
相关蛋白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表达水平
亦均显著增加ꎮ 该结果提示ꎬ丰富环境可显著改善快
感缺乏、行为绝望、运动能力下降、探索欲望降低等抑
郁样行为ꎬ且在丰富环境中增加音乐后ꎬ可进一步促进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ꎬ使其抗抑郁
作用更明显ꎮ

抑郁症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ꎬ严重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ꎬ且多种医学疾病如失眠、疼痛、糖尿病
等均可共病或伴发抑郁焦虑状态ꎬ严重阻碍患者的康
复进程[１６]ꎮ 临床观察发现ꎬ在抑郁症发作前常常会暴
露于应激性生活事件[１７]ꎬ负性应激能够导致大脑海马
体积缩小、神经元细胞树突萎缩、棘突密度下降、神经
发生减少、神经营养因子水平下降、谷氨酸信号转导

表 ３　 ４ 组大鼠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ｘ－±ｓ)

分组　 例数 ＰＫＡ ＣＲＥＢ ｐ￣ＣＲＥＢ ＢＤＮＦ

空白组 ４ １３.４１±０.６３ ９.１９±１.００ ５.４２±０.６２ ９.７７±１.２８
模型对照组 ４ ６.４５±２.３１ａ ５.００±１.４９ａ ２.７０±０.９１ａ ５.４５±１.３１ａ

无音乐丰富环境组 ４ １１.１３±１.０３ａｂ ７.０１±１.１４ａｂ ４.０１±０.７８ａｂ ７.３１±０.５２ａ

含音乐丰富环境组 ４ １５.５３±１.２６ｂｃ １１.２２±０.６４ａｂｃ ６.７１±０.９８ａｂｃ １２.０４±２.０５ａｂｃ

　 　 注:与空白组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ｂＰ<０.０５ꎻ与无音乐丰富环境组比较ꎬ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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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等一系列与情绪相关脑区的改变ꎬ正常的情绪神
经环路失去平衡ꎬ从而出现各种精神症状[３ꎬ１８￣１９]ꎮ 本
研究中ꎬ大鼠经 ２１ ｄ 应激造模后ꎬ其海马区 ＰＫＡ、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均显著下降ꎬ其神经
元细胞正常的生长、成熟、分化等过程遭到破坏ꎬ进而
引发抑郁样行为ꎮ

有研究报道ꎬ给予生物体感觉刺激或运动活动ꎬ
能够激活大脑内“情感￣运动”神经环路ꎬ调节情绪ꎬ
改善抑郁症状ꎬ并将其称为自下而上的情绪调节方
法[２０] ꎮ 丰富环境可为大鼠提供主动参与运动、玩耍、
多感官刺激及社会交往联系等可能性ꎬ可充分给予
实验动物良性的环境刺激ꎬ从而改善或重建因损伤
而丧失的脑功能及其支配的行为表现ꎮ 本研究结果
显示ꎬ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均可
提高大鼠糖水偏爱率ꎬ减少强迫游泳不动时间ꎬ增加
旷场内活动总距离ꎬ该结果表明ꎬ丰富环境可有效地
改善大鼠抑郁样行为ꎬ然而无音乐丰富环境组在站
立次数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在中心区活动距离的指
标上虽各有一定程度的改善ꎬ但均未显示出明显的
优势ꎮ 与无音乐丰富环境组相比ꎬ含音乐丰富环境
组在增加中心区活动距离这个指标上并未显示出优
势ꎬ但能够显著缩短大鼠游泳不动时间ꎬ改善行为绝
望状态ꎬ在糖水偏爱率、站立次数、旷场内活动总距
离三个指标上虽未出现统计学上的差异ꎬ但均出现
好转趋势ꎬ这也进一步地表明ꎬ加入音乐的丰富环境
对抑郁样行为的改善更具优势ꎮ 考虑到上述部分行
为学指标虽出现好转的趋势ꎬ但未呈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ꎬ这可能与本研究中音乐的干预时长每日仅 １ ｈ
有关ꎮ 有研究表明ꎬ音乐能够减少动物的压力、焦虑
和攻击性行为ꎬ但对于音乐选择方面目前仍没有规
范性的指南ꎬ本研究是参考相关文献[２１￣２３] 选择了使
用频率较高ꎬ且疗效明显的舒缓纯音乐ꎬ对乐曲的选
择思路较为简单ꎬ在后续研究中会进一步地改进和
完善ꎮ

ＣＲＥＢ 是细胞核内的一种转录因子ꎬ是神经系统
多条细胞内信号转导通路的枢纽点ꎬ可通过其上游
调节剂 ＰＫＡ 的激活被磷酸化ꎬ成为磷酸化的 ＣＲＥＢ
蛋白会与下游靶基因 ＢＤＮＦ 启动子中的特定序列结
合调节转录ꎬ从而参与神经递质释放、细胞生长分化
和突触可塑性ꎬ并影响行为适应、免疫和代谢调节等
一系列生物学功能[２４￣２５] ꎮ 研究发现ꎬ常规抗抑郁药
物能够促进海马和皮质中 ＢＤＮＦ ｍＲＮＡ 表达的增加ꎬ
如果直接向脑室或海马注入 ＢＤＮＦ 也可诱发相对快
速和持续的抗抑郁作用[２６] ꎮ Ｗａｎｇ 等 [２７]的研究发
现ꎬ慢性压力可降低抑郁模型大鼠中 ｃＡＭＰ、ＰＫＡ、
ＣＲＥＢ 和 ＢＤＮＦ 的蛋白表达ꎬ而经抗抑郁治疗可逆转

上述改变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与模型对照组比较ꎬ无
音乐丰富环境组和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大鼠海马区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ꎬ且以含音乐丰富环境组大鼠增加的
更为显著ꎬ该结果提示ꎬ丰富环境可能促进海马区
ＰＫＡ、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ꎬ调节大脑
神经可塑性ꎬ进而发挥抗抑郁效应ꎬ改善抑郁样行
为ꎬ而在此基础上增加音乐ꎬ则可能更进一步地提高
疗效ꎮ

综上所述ꎬ丰富环境可显著改善大鼠抑郁样行
为ꎬ而在丰富环境中增加音乐可提高其抗抑郁的疗
效ꎬ且丰富环境的抗抑郁机制可能与其可上调 ＰＫＡ、
ＣＲＥＢ、ｐ￣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蛋白的表达水平有关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Ｆｅｍｅｎíａ Ｔꎬ Ｇóｍｅｚ￣Ｇａｌáｎ Ｍꎬ Ｌｉｎｄｓｋｏｇ 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ｐｐｏ￣
ｃａｍｐ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ｏｄ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 .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４７６:５８￣７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ｂｒａｉｎｒｅｓ. ２０１２. ０３.
０５３.

[２] Ｕｃｈｉｄａ Ｓꎬ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 Ｈꎬ Ｓｅｋｉ Ｔꎬ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ｍａ￣
ｊ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Ｊ]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Ｃｌｉｎ 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ꎬ ７２(４):２１２￣２２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ｐｃｎ.１２６２１.

[３] Ｌｅｖｙ ＭＪＦꎬ Ｂｏｕｌｌｅ Ｆꎬ Ｓｔｅｉｎｂｕｓｃｈ ＨＷ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３５(８):２１９５￣２２２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１３￣０１８￣４９５０￣４.

[４]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Ｃ. 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７２６０１３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７ / ７２６０１３０.

[５] Ｚｈａｎｇ Ｅꎬ Ｌｉａｏ Ｐ. 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Ｒｅｓꎬ ９８ꎬ ５３７￣５４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ｊｎｒ.
２４５１０.

[６] Ｔａｎ Ｐꎬ Ｘｕｅ Ｔ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Ｒ６Ａ１ ｉｍｐａｉｒｓ ＣＲＥＢ￣
ＢＤＮＦ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ｉｋ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ｍｉｃｅ[ Ｊ] . 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２ꎻ ２０９:１０８９９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２０２２.１０８９９０.

[７] Ｓｈｉ ＨＪꎬ Ｗｕ ＤＬꎬ Ｃｈｅｎ Ｒ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ＤＧ
ｎＮＯＳ￣ＣＡＰＯＮ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ｘｉｏｌｙ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ｌｕｏｘｅｔｉｎｅ[ Ｊ] . Ｔｈｅｒａｎｏｓｔｉｃｓꎬ２０２２ꎬ１２( ８):３６５６￣３６７５. ＤＯＩ: １０.
７１５０ / ｔｈｎｏ.７０３７０.

[８] Ｎｏｒｍａｎｎ ＭＣꎬ Ｃｏｘ Ｍꎬ Ａｋｉｎｂｏ ＯＩ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ａｉ￣
ｒｉｅ ｖｏｌ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Ｊ] . Ｓｏｃ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２１ꎬ１６ ( ４):３７５￣３９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７４７０９１９.２０２１.１９２６３２０.

[９] Ｂｒｅｎｅｓ ＪＣꎬ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Ｏꎬ Ｆｏｒｎａｇｕｅｒａ Ｊ.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ｉｋ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ｓｔｒｉａｔｕｍ[Ｊ]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０８ꎬ８９(１):８５￣９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ｂｂ.２００７.１１.００４.

[１０] Ａｎｔｏｎｉｕｋ Ｓꎬ Ｂｉｊａｔａ Ｍꎬ Ｐｏｎｉｍａｓｋｉｎ Ｅ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ｍｉｌ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０７０１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第 ４６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ꎬＶｏｌ.４６ꎬＮｏ.１２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Ｂｉｏｂｅｈａｖ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９ꎬ ９９:１０１￣１１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ｂｉｏｒｅｖ.２０１８.１２.００２.

[１１] Ｓｔｅｐａｎｉｃｈｅｖ ＭＹꎬ Ｔｉｓｈｋｉｎａ ＡＯꎬ Ｎｏｖｉｋｏｖａ Ｍ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ｈｅｄｏｎｉａ ｂｕｔ
ｎｏｔ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ｉｋ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ｗｏ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Ｊ] .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 Ｅｘｐ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６( ４):
３２４￣３３３. ＤＯＩ: １０.２１３０７ / ａｎｅ￣２０１７￣０３１.

[１２] Ｌａｒｋｅ ＲＨꎬ Ｔｏｕｂｉａｎａ Ａꎬ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ＫＡ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ａｎｔ ｔｉｔｉ ｍｏｎｋｅｙ ｂｅｈａ￣
ｖｉ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 Ａｍ Ｊ
Ｐｒｉｍａｔ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７９(９):１０.１０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ａｊｐ.２２６７８.

[１３] Ｕｎａｌ Ｇꎬ Ｃａｎｂｅｙｌｉ Ｒ. Ｐｓｙｃｈｏｍｏｔｏｒ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ｓｗｉｍ ｔｅｓｔ[ Ｊ] . Ｂｅｈａｖ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７２:
１１２０４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ｂｒ.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４７.

[１４] 欧喜燕. 舒郁方对抑郁模型动物神经可塑性调节的研究[Ｄ]. 吉

林:长春中医药大学ꎬ ２０１９.
[１５] Ｓｈｉｌｐａ ＢＭꎬ Ｂｈａｇｙａ Ｖꎬ Ｈａｒｉｓｈ Ｇ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

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ｆｉ￣
ｃｉ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ＢＤＮＦꎬ ＶＥＧＦꎬ ＧＦＡＰ ａｎｄ ｇｌｕ￣
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 Ｊ] . Ｐｒｏｇ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
ｔｒ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７６:８８￣１０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ｎｐｂｐ.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５.

[１６] Ｈｕａｎｇ Ｙ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３):２１１￣２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２２１５￣０３６６(１８)３０５１１￣Ｘ.

[１７] Ｃｈｉａｐｐｅｌｌｉ Ｊꎬ Ｋｖａｒｔａ Ｍꎬ Ｂｒｕｃｅ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ｆｕｌ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Ｊ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９５:７１１￣７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ａｄ.２０２１.０８.１１２.

[１８] Ｌｉｕ Ｗꎬ Ｇｅ Ｔꎬ Ｌｅ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ｔｏ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Ｊ] . Ｎｅｕ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ꎬ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６８７１０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７ / ６８７１０８９.

[１９] Ｃａｎｔｏｎｅ Ｍꎬ Ｂｒａｍａｎｔｉ Ａꎬ Ｌａｎｚａ 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Ｊ] . ＡＳＮ Ｎｅｕｒｏꎬ ２０１７ꎬ ９ ( ３):１７５９０９１４１７７１１５１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７ / １７５９０９１４１７７１１５１２.

[２０] Ｃａｎｂｅｙｌｉ Ｒ.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ꎬ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ꎬ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ｕｓｔ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ａ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Ｅｕｒ Ｊ Ｎｅｕ￣
ｒｏｓｃｉ. ２０２２ꎬ ５５(１):２４４￣２６３.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 ｅｊｎ.１５５０７.

[２１] 孙嘉绿ꎬ 赵凡ꎬ 乔田ꎬ 等. 音乐疗法对慢性应激性高血压大鼠的

预防作用初探[Ｊ] . 四川生理科学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０(１):１￣３ꎬ１１.
[２２] 耿宝军ꎬ 邱良武ꎬ 李军. 音乐疗法与运动疗法对老年小鼠海马细

胞凋亡影响的比较[ Ｊ] .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 ２０１９ꎬ３９(１８):４５２４￣
４５２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５￣９２０２.２０１９.１８.０４９.

[２３] Ｐａｐａｄａｋａｋｉｓ ＡꎬＳｉｄｉｒｏｐｏｕｌｏｕ ＫꎬＰａｎａｇｉｓ Ｇ.Ｍｕｓｉｃ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ｉｋ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ｓｐｉｎ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Ｊ] . Ｂｅｈａｖ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７２:１１２０２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ｂｒ.２０１９.１１２０２３.

[２４] Ｒｕａｎ Ｊꎬ Ｌｉｕ Ｌꎬ Ｓｈａｎ Ｘ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ｆｒｕｃ￣
ｔｕｓ ｇａｒｄｅｎｉａｅ ｖｉａ ＰＫＡ￣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Ｊ] .Ｂｉｏｓｃｉ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９(４):ＢＳＲ２０１９０１４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４２ / ＢＳＲ２０１９０１４１.

[２５] Ｗａｎｇ Ｈꎬ Ｘｕ Ｊꎬ Ｌａｚａｒｏｖｉｃｉ Ｐ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ＭＰ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ＥＢ):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ｌｉ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
ｓ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 [ Ｊ] . Ｆｒｏｎｔ Ｍｏ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１: ２５５.
ＤＯＩ:１０.３３８９ / ｆｎｍｏｌ.２０１８.００２５５.

[２６] Ｄｕｍａｎ ＲＳꎬ Ｄｅｙａｍａ Ｓꎬ Ｆｏｇａçａ ＭＶ.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ＤＮＦ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
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 ｒａｐｉｄ￣ａｃｔｉｎｇ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ｓ[Ｊ] . Ｅｕｒ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２１ꎬ ５３(１):
１２６￣１３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 / ｅｊｎ.１４６３０.

[２７] Ｗａｎｇ Ｃꎬ Ｇｕｏ Ｊꎬ Ｇｕｏ 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ｘｉｎｇｐｉｊｉｅｙｕ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ＭＰ￣ＰＫＡ￣ＣＲＥＢ￣ＢＤＮＦ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ＢＭ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７(１):７３.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９０６￣
０１６￣１５４３￣９.

(修回日期:２０２４￣１０￣２９)
(本文编辑:阮仕衡)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版权声明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上刊载的所有内容ꎬ包括但不限于版面设计、数字资源、文字报道、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
告、商标、商号、域名、软件、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以及为注册用户提供的任何或所有信息ꎬ均受«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及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及 /或其

它财产所有权法律的保护ꎬ为中华医学会及 /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ꎮ 中华医学会授权«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和经营ꎮ
使用者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非商业用途、非盈利、非广告目的而纯作个人消费时ꎬ应遵守著作权法以

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ꎬ不得侵犯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及 /或相关权利人的权利ꎮ
使用者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提供的内容与服务用于商业、盈利、广告性目的时ꎬ需征得«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及 /

或相关权利人的书面特别授权ꎬ注明作者及文章出处ꎬ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相关权利人支付相

关费用ꎮ
未经«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明确书面特别授权ꎬ任何人不得变更、发行、播送、转载、复制、重制、改动、散布、表演、

展示或利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局部或全部的内容或服务或在非«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服务器上作镜像ꎬ否则

以侵权论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追究经济赔偿和其它侵权法律责任ꎮ

１７０１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第 ４６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ꎬＶｏｌ.４６ꎬＮｏ.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