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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血性脑卒中目前是世界范围内致残和致死的主要疾病

之一ꎬ诱发脑缺血耐受为缺血性脑血管病的研究及临床脑保护

治疗方法的探索提供了启发和线索[１] ꎮ 笔者检索了近年来关

于诱导脑缺血耐受的预处理措施文献ꎬ将其分为缺血预处理和

非缺血预处理措施二大类ꎬ本文着重论述各种诱导脑缺血耐受

预处理措施的研究进展及临床展望ꎬ旨在为今后实验和临床提

供较好的参考ꎮ

缺血预处理诱导脑缺血耐受

Ｊａｎｏｆｆｄ 等[２]１９６４ 年提出了缺血耐受的概念ꎬ随后人们相继

在心脏、脑、肾脏等器官中发现短暂的一次或重复缺血后ꎬ可以

增强组织、器官对缺血的耐受性ꎬ对二次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

用ꎬ这种现象称之为缺血预处理ꎮ 其机制虽然尚未完全阐明ꎬ
但大量文献已证实ꎬ其潜在的神经保护机制涉及兴奋性或抑制

性神经递质、炎症因子、腺苷、信号通路转导、细胞凋亡、ＤＮＡ 自

我修复或重塑机制、线粒体细胞器保护作用及内质网应激等ꎮ
目前实验研究中ꎬ脑缺血预处理模型的制备大致采用全脑缺血

和局灶缺血模式ꎬ具体的制备方法主要有开颅机械法、栓塞法、
化学诱导法、机械压迫皮质梗死法、内皮缩血管肽￣１ 注射等ꎮ
实验对象多以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ＳＤ)大鼠为主ꎬ但也有人提出老

鼠大脑的构造及尺寸与人类不同ꎬ应选择与人类在解剖学中更

为相近的动物(如猪)ꎬ并应用磁共振成像和免疫组织化学等方

法来进行对比研究和论证[３] ꎮ
Ｐｒｚｙｋｌｅｎｋ 等[４]１９９３ 年提出远程缺血预处理的概念ꎬ即对某

器官或组织进行亚致死性短暂缺血ꎬ激发机体内源性保护机

制ꎬ对随后远距离的器官或组织致死性缺血产生保护作用ꎮ 临

床中多采用对远端肢体进行短暂的缺血刺激作为预处理手段

诱导缺血耐受ꎬ目前此种方法以被应用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器官移植和腹主动脉瘤切除术中ꎮ 在神经保护方面ꎬＡｒｖｏｌａ
等[５]证实ꎬ远端缺血预处理可以减少在缺血再灌注猪模型脑部

的氧化应激从而达到脑保护作用ꎮ 但 Ｈｏｕｇａａｒｄ 等[６] 将远端缺

血预处理与溶栓进行了比较ꎬ发现对 １ 个月时脑梗死的体积及

功能的恢复情况没有明显改善ꎬ这也说明将远程缺血预处理应

用于神经保护方面还需大量的实验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持ꎮ

非缺血性预处理诱导脑缺血耐受

实验中ꎬ脑缺血耐受模型的制备都是侵入性的、有创的ꎬ这
在临床上并不适用ꎮ 通过一个非伤害性的刺激模拟缺血性损

伤ꎬ从而诱发脑缺血耐受以对抗随后而至的缺血再灌注损伤称

为非缺血性预处理[７] ꎮ

一、浅低温预处理

浅低温是将机体温度下降至某一特定的、安全的范围ꎬ使
人体对损伤产生保护性应激反应ꎬ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一种方

法ꎮ 目前临床上浅低温疗法被应用于儿童心脏骤停的治疗以

及围手术期患者的预防等[８] ꎬ虽然它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ꎬ但
大量的实验研究都证实了浅低温预处理对于局灶和全脑缺血

缺氧损害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ꎮ Ｍａ 等[９] 将 １８０ 只大鼠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成实验组、手术组和假手术组ꎬ实验组在大鼠缺血

损伤前给予 ４ 次持续各 ２ ｍｉｎ 左右的双侧颈总动脉动脉夹闭ꎬ
５ ｍｉｎ再灌注ꎬ将大鼠体温调节在(２５.０±０.５)℃ꎬ最后给予双侧

颈总动脉夹闭 １２０ ｍｉｎ 后予以再灌注和复温ꎬ手术组大鼠与实

验组处置相同但无体温降低ꎬ假手术组予以相同的操作但不予

动脉夹闭ꎻ研究表明ꎬ低体温具有能减低脑损伤时细胞色素￣Ｃ
释放、抑制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３(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和线粒体凋

亡通路的活化等作用ꎬ但对于低体温预处理诱导脑缺血耐受并

没有统一的体温降低标准ꎮ
二、高压氧预处理

高压氧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治疗

中ꎬＹｕｓａ 等[１０]实验发现在给蒙古沙土鼠脑缺血前行间隔 １ ｄ 的

连续 ５ 次的高压氧ꎬ缺血后 ７ ｄ 取脑组织行海马 ＣＡ１ 神经元密

度计数ꎬ统计显示实验组 ＣＡ１ 神经元数目明显多于不给高压氧

预处理组ꎮ Ｓｏｅｊｉｍａ 等[１１] 通过研究发现ꎬ高压氧预处理通过降

低大脑中动脉闭塞(ｍｉｄｄｌ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ａｒｔｅｒｙ 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ꎬＭＣＡＯ)大鼠

体内缺氧诱导因子￣１ａ 含量并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２ 和基质金

属蛋白酶￣９ 的表达改善了梗死后神经功能缺损ꎮ 高压氧预处

理能够诱导脑、脊髓缺血耐受ꎬ安全性高ꎬ可行性好ꎬ有望成为

预防和减轻脑再灌注损伤的有效方法ꎮ
三、低氧预处理

缺氧会对细胞造成致命打击ꎬ但有研究表明ꎬ对组织进行

适当的低氧预处理有利于激发内源性神经保护系统的启动ꎮ
Ｐｏｉｎｓａｔｔｅ 等[１２]将大鼠予以时长 ２~４ ｈ、浓度 ８％ ~１１％的低氧预

处理发现ꎬ它能减少梗死面积ꎬ减轻血脑屏障的破坏ꎬ减少梗死

后炎症反应ꎬ诱发内源性中枢神经系统保护机制ꎮ 另外ꎬ当脑

缺血预处理时ꎬ转录因子家族中的信号传感器和转录催化剂就

已经被活化[１３] ꎮ 如此推论ꎬ通过应用抗氧化剂就可以减轻细胞

内氧化应激反应ꎬ这也为临床上如何应对脑缺血提供了启示ꎮ
四、化学药物预处理

人们在研究中也确实发现了许多药物制剂能够切实可行

的活化内源性神经保护通路[１４￣２１] ꎬ而药物的可调节性和可操作

性较好ꎬ应用药物作为预处理因素诱导脑缺血耐受似乎更贴合

临床实际ꎮ Ｋｒｚｙｚａｎｏｗｓｋａ 等[１４]将模型大鼠于缺血前 ５ ｄ 重复使

用头孢曲松和 Ｎ￣乙酰半胱氨酸进行预处理ꎬ发现二者均可转换

ＭＣＡＯ 模型大鼠谷氨酸转运体￣１ 的前额皮质、海马、背侧纹状

体的 ｍＲＮＡ 和蛋白水平表达ꎬ减少梗死面积和神经功能缺损ꎮ
Ｌｅｅ 等[１５]在大鼠腹腔内注射吲哚美辛非选择性环氧合酶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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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发现ꎬ吲哚美辛可以适度增加神经元间和突触间锌的含量ꎬ
诱导细胞核内的锌达到平衡ꎬ并释放神经保护蛋白ꎬ从而达到

神经保护作用ꎮ Ｌｉ 等[１６] 研究发现ꎬ异氟醚(医学麻醉用)预处

理通过作用于兴奋性氨基酸转运体￣３ 诱导缺血急性期神经保

护ꎬ同样作用的还有另外一种麻醉药物七氟醚ꎮ 笔者检索科学

网(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近 １０ 年的文章发现ꎬ目前有下列药物被用

于研究预处理ꎬ红霉素、雷帕霉素、米屈肼、美金刚、柿叶类黄

酮、银杏酚、聚肌胞苷酸、凝血酶、阿司匹林、缓激肽、神经营养

因子、细胞因子、内毒素等[１７￣２１] ꎮ
五、睡眠剥夺预处理

睡眠障碍虽然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诱因ꎬ但近些年

来逐渐有人证实ꎬ急性睡眠剥夺可以诱发缺血大鼠模型的内源

性神经保护作用ꎬ 从而达到神经保护和促进 功 能 恢 复ꎮ
Ｍｏｌｄｏｖａｎ等[２２]对脑缺血模型前的大鼠予以 ６ ｈ 温和触摸(ｇｅｎｔｌ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ꎬ主要方法是轻轻敲打和摇晃鼠笼ꎬ触摸尾巴和胡须

使其保持觉醒ꎬ结果发现ꎬ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脑损伤后 ３ ｄ 内的

神经功能恢复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 ４~ ７ ｄ 时实验组大鼠在

形态学和神经功能恢复上均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这种睡眠

剥夺的脑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觉醒时释放了大量的肾上腺素

Ａ１ 受体ꎬ增加了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ꎬＩＬ)￣６ 和

ＩＬ￣１０ 释放ꎬ从而达到改善缺血后神经功能效果ꎮ 有人还尝试

了 １２、２４ 和 ４８ ｈ 的睡眠剥夺实验[２３] ꎬ但并未对各个时间点进行

详细的比较ꎬ而详尽的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六、皮质扩散性抑制

１９４４ 年由 Ｌｅａｏ[２４]首次提出了皮质扩散抑制现象ꎬ它是大

脑皮层通过周边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去极化来应对伤害性刺激

的自发神经保护行为ꎮ 皮质扩散性抑制可以由电刺激、机械刺

激和高浓度 Ｋ＋等化学刺激诱发ꎮ 虽然皮质扩散抑制在脑外伤

或脑缺血急性期会加重病变过程ꎬ然而多项研究[２５] 发现ꎬ病损

前多次短暂的诱发则可诱导脑缺血耐受ꎮ 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ｍａ 等[２６] 测

定了皮质扩散性抑制预处理后 ＭＣＡＯ 模型大鼠的梗死病灶体

积ꎬ发现总梗死体积与皮层梗死体积均小于对照组ꎬ且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但也观测到皮层下梗死体积与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并证实皮质扩散抑制预处理与缺血

半暗带细胞凋亡相关ꎬ在改善脑卒中神经功能恢复方面发挥作

用ꎮ 近些年ꎬ它被广泛应用于偏头痛、脑血管意外、癫痫、动脉

瘤出血、脑外伤等治疗[２７] ꎮ
七、电针预处理

预处理这个概念在中医属于“治未病”范畴ꎬ是中医中药的

预防医学思想ꎮ 应用针灸的方法来“治未病”称为“逆针灸”ꎬ电
针作为临床治疗的常用且有效手段ꎬ其脑保护作用受到越来越

多人的重视并应用于临床及围手术期ꎬ研究[２８] 表明ꎬ电针预处

理不仅可以有效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ꎬ在缺血发生后给予电针

治疗亦具有良好的神经保护作用ꎮ 熊利泽等[２９] ２００３ 年首次证

实“百会穴”电针预处理可明显减少大鼠脑梗死体积改善神经

功能ꎮ 电针可兴奋迷走神经调节儿茶酚胺水平产生全身抗炎

作用ꎬ增加内源性阿片释放影响全身免疫系统以及调节自主神

经功能维持免疫细胞正常比例ꎬ电针预处理可上调脑缺血再灌

注后大鼠脑内神经元 α￣７ 亚基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表达ꎬ降低

脑再灌注损伤后脑组织和血浆中促炎因子高迁移率族蛋白￣１
的水平ꎬ抑制神经系统炎症反应并产生脑保护作用[３０] ꎮ 尽管其

机制未完全研究清楚ꎬ但为脑保护的研究提供了成熟的模型和

更多的理论依据ꎬ为治疗脑缺血损伤提供更多的有效靶点ꎮ

脑缺血预处理的临床应用前景

随着对脑缺血预处理诱导脑缺血耐受保护机制研究的深

入ꎬ越来越多有效的预处理措施被发掘出来ꎬ但要应用到临床

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ꎬ如:①研究中绝大多数的缺血

预处理体内模型试验都是在啮齿动物身上进行的ꎬ是有创和侵

入性的操作ꎬ这在临床治疗中是不太实际的ꎻ②动物模型与人

类脑组织结构不同ꎬ白质和灰质的比例也不同ꎬ且动物本身存

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ꎻ③研究中的动物模型并没有设定与实际

患者相对应的年龄对照(年龄大人群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明

显高于年轻人)ꎻ④同一种缺血预处理措施的刺激强度、时间

点、持续时间以及部位等并没有相对一致标准ꎮ
目前缺血预处理应用于临床仍有困难ꎬ但远端缺血预处理

在临床上的成功应用也为缺血预处理的临床应用带来了希望ꎮ
远端缺血预处理从细胞保护角度出发ꎬ周期性暂时性阻断和再

恢复前肢远端血流循环能够诱发保护因子释放入血ꎬ传递到靶

器官达到脑保护作用ꎮ 临床上在冠状动脉旁路手术前应用血

压袖带对患者的上臂或大腿行远端缺血预处理ꎬ观察到手术患

者的心脏射血分数、嫁接通路畅通程度和心电图参数都有很大

改善[３１] ꎮ Ｌａｉｗａｌｌａ 等[３２]对 ２１ 例重症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的四

肢远端进行了 ４ 次(每天不连续)每次 ５ ｍｉｎ 的远端预处理ꎬ发
现远端缺血预处理可以很好地改善神经学评分 (可信区间

１.２１~２５.０２)ꎮ 还有研究表明ꎬ运动预处理增强神经胶质细胞对

谷氨酸的重摄取作用ꎬ减轻神经毒性ꎬ下调缺血半暗带 ｔｏｌｌ 样受

体 ４、核因子￣κＢ 的表达ꎬ降低外周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ＩＬ￣１β
含量ꎬ抑制脑缺血或再灌注期间炎症级联反应ꎬ降低脑缺血或

再灌注炎性损伤发挥脑缺血耐受功能[３３] ꎮ 这些都为缺血性脑

卒中的预防和治疗拓展思路ꎻ而进一步研究缺血耐受的神经保

护机制并应用于临床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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