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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三针干预对 ＡＤ大鼠学习记忆及大脑
边缘叶 Ｍ１受体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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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嗅三针疗法对ＡＤ模型大鼠的干预作用及其与大脑边缘叶Ｍ１受体含量的关系。方法 选

取５０只成年ＳＤ雄性大鼠，体重２９０±９ｇ。随机分为５组，即正常对照组、ＡＤ模型组、ＡＤ嗅神经切断组、嗅三针

组、嗅三针对照组，每组各１０只。首先制作模型，再运用嗅三针进行干预治疗，最后运用水迷宫实验测试大鼠学

习记忆能力，并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大脑边缘叶Ｍ１受体含量。结果 水迷宫试验结果显示：关于平均游泳路程和平

均逃避潜伏期数据统计，ＡＤ嗅神经切断组与ＡＤ模型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嗅三针对照组平均游泳

路程和平均逃避潜伏期短于ＡＤ模型组（Ｐ＜０．０５）；嗅三针组平均游泳路程和平均逃避潜伏期短于嗅三针对照组

（Ｐ＜０．０５）；嗅三针组及正常对照组均明显短于ＡＤ模型组（Ｐ＜０．０１）；大脑边缘叶 Ｍ１受体含量比较：ＡＤ模型组

与ＡＤ嗅神经切断组相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嗅三针组高于嗅三针对照组（Ｐ＜０．０５）；嗅三针组和正常对

照组均明显高于ＡＤ模型组（Ｐ＜０．０１）。结论 嗅三针疗法可明显改善ＡＤ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此疗效机理与大

脑边缘叶Ｍ１受体含量的升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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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茨海默病（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是
一种持续性神经功能障碍的疾病，其症状多表现

为逐渐加重的认知障碍。近些年来，ＡＤ的发病率
不断增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以及生活

质量。多年来，本团队长久致力于嗅三针疗法对

ＡＤ的实验及临床研究［１－５］，通过临床及实验数据

的收集，很好的证实了嗅三针疗法能够有效干预

ＡＤ，并且在 ＡＤ病理进展过程起关键作用。为了
进一步探求嗅三针疗法治疗ＡＤ的分子作用机理，
本文章研究重点在大脑边缘叶 Ｍ１受体含量及其
与嗅三针疗法干预ＡＤ模型大鼠的相关性。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动物及分组 　５０只ＳＤ雄性大鼠，体重２８０±
１０ｇ，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供应。实验动
物随机分为ＡＤ模型组、ＡＤ嗅神经切断组、嗅三针

组、嗅三针对照组和正常对照组，每组各１０只。
１．２　主要仪器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实验系统（北京太
极电子有限公司）；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ＭＫ３全自动酶标仪
（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出品）。
１．３　大鼠模型制作
１．３．１　ＡＤ大鼠模型制作［６］　参照著名神经科学
家库宝善教授所推荐的实验动物 ＡＤ模型复制方
法进行。

１．３．２　ＡＤ嗅神经切断大鼠模型制作［７］　参考协
和医科大学耳鼻喉科著名专家魏永祥教授所推荐

的阻断嗅神经要领复制嗅神经切断大鼠模型，嗅

三针组建造ＡＤ模型，嗅三针对照组建造 ＡＤ嗅神
经切断模型。

１．４　实验方法　嗅三针组和嗅三针对照组均行
嗅三针干预。嗅三针穴定位：左、右迎香穴及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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