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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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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重点实验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类动物模型三级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　 在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恒河猴模型上观察黑质过表达溶酶体相关膜蛋白 ２Ａ
（ ｌｙｓｏｓｏｍ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Ａ，ＬＡＭＰ２Ａ）上调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ＣＭＡ）
对实验猴运动行为的影响。 方法　 应用立体定位注射仪向 ７ 只恒河猴的右脑纹状体区注射 ＰＤ 患者死亡后脑组织

（自愿捐献）的路易小体（Ｌｅｗｙ ｂｏｄｉｅｓ， ＬＢｓ）提取物，同时在左脑纹状体区注射非 ＰＤ 病人死亡患者的脑组织（自愿

捐献）提取物来构建 ＰＤ 恒河猴模型。 模型动物随机分为两组，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４ 只）在其黑质区双侧注射过表

达 ＬＡＭＰ２Ａ 的腺相关病毒载体；对照组（３ 只）在黑质区双侧注射对照病毒载体。 通过阶梯实验、平板取食实验评

价 ＰＤ 恒河猴模型运动能力和 ＬＡＭＰ２Ａ 对该 ＰＤ 模型运动功能的影响。 利用 ＥＬＩＳＡ 法对实验猴脑脊液、血清的总

α⁃突触核蛋白（α⁃ｓｙｎｕｃｌｅｉｎ，α⁃ｓｙｎ）及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进行测定。 结果　 阶梯实验和平板取食实验中对照组恒河

猴的左侧上肢的精细动作水平相较于其右侧出现下降；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恒河猴的左右两侧上肢的精细运动水平

没有出现明显差异；ＥＬＩＳＡ 测定对照组术后 １２ 月脑脊液、血清的总 α⁃ｓｙｎ 水平及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显著增高；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脑脊液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和血清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在 ８ 月之后均低于同期的对照组。 结论　 过

表达 ＬＡＭＰ２Ａ 可能通过增加 α⁃ｓｙｎ 的 ＣＭＡ 清除改善 ＰＤ 恒河猴模型精细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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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α⁃ｓｙｎ ｉｎ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α⁃ｓｙ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ＭＰ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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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ＭＡ⁃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α⁃ｓｙｎ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ＭＰ２Ａ；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帕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是以静止性

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等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临

床表现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病理机制是中脑黑

质致密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丢失、纹状体多巴胺

水平显著降低，以残存神经元胞体中出现的 ＬＢｓ 为

特征性标志物，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 如何清除形

成 ＬＢｓ 的错误折叠 α⁃ｓｙｎ 是 ＰＤ 的重要研究方向［１］。
分子 伴 侣 介 导 的 细 胞 自 噬 （ 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ＣＭＡ） 是 降 解 α⁃ｓｙｎ 的 重 要 途 径［２］。
ＬＡＭＰ２Ａ 是 ＣＭＡ 的限速步骤，在 ＰＤ 病人黑质致密

部和杏仁核中的表达水平降低导致 ＣＭＡ 水平下

降［３－４］。 α⁃ｓｙｎ 因清除能力不足而出现异常聚积和

错误折叠，形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的 α⁃ｓｙｎ 寡聚

体［５］，导致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坏死。 ＰＤ 大鼠模

型中已经证实过表达 ＬＡＭＰ２Ａ 可以改善 α⁃ｓｙｎ 病理

和运动能力［６］。 为进一步探究 ＬＡＭＰ２Ａ 上调对 ＰＤ
是否有潜在的治疗价值，本研究利用恒河猴构建 ＰＤ
模型［７］，给予腺相关病毒载体过表达 ＬＡＭＰ２Ａ［８－９］。
通过行为学方法对接受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干预的 ＰＤ
恒河猴模型进行精细运动能力检测，为进一步研究

ＰＤ 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提供了参考。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普通级 ４ ～ ５ 岁雄性恒河猴 ７ 只，体重（５. ２８±
０. ６）ｋｇ，均购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

究所北方中心［ＳＣＸＫ（京）２０２１－０００４］，并饲养于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北方中心

［ＳＹＸＫ（京）２０１７－００２７］。 普通环境条件为 １２ ｈ ／ １２
ｈ 昼夜周期，温度（２３±２）℃，湿度 ４５％ ～６０％。 每天

饲喂特制猴饲料 ３ 次，中间 １ 次给予适量水果。 在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动物实验均经过中国医学科学

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ＩＡＣＵＣ⁃ＱＣ１９０２５），并遵循 ３Ｒ 原则。
１. 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人 α 突触核蛋白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生工，Ｄ７１１５６－
００９６）； Ｈｕｍａｎ ｐ⁃α⁃ＳＹＮ ＥＬＩＳＡ Ｋｉｔ （ 茁 彩， ＺＣ⁃
５４８７１）。 主要的手术装置有大动物脑立体定位注

射仪（瑞沃德，中国）；高周波 Ｘ 射线机（Ｍｉｋａｓａ，日
本）；山和谷阶梯实验装置、平板取食实验装置

自制。
１. ３　 实验方法

１. ３. １　 帕金森病恒河猴模型的制备与分组

　 　 利用大动物立体定位注射仪并参考 Ｙｕ 等［１０］的

方法。 以前连合为三维坐标系原点，纹状体坐标

为：前后值（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ＡＰ）＝ －４ ｍｍ，距中缝值

（ｍｅｄｉａ⁃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Ｌ） ＝ ± １４ ｍｍ， 平 面 值 （ ｄｏｒｓｏ⁃
ｖｅｎｔｒａｌ，ＤＶ）＝ －３ ｍｍ；黑质区坐标为 ＡＰ ＝ －７ ｍｍ，
ＭＬ＝±３ ｍｍ，ＤＶ ＝ －４ ｍｍ［７，１１］。 向所有 ７ 只恒河猴

的右脑纹状体区注射帕金森病患者死后脑组织的

ＬＢｓ 提取物（１００ μＬ，３ μＬ ／ ｍｉｎ），而在左脑纹状体注

射非帕金森病人死后的脑组织提取物（１００ μＬ，３
μＬ ／ ｍｉｎ），以此作为自身对照来构建帕金森病模型

（图 １Ａ）。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在其黑质区双侧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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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表达 ＬＡＭＰ２Ａ 的腺相关病毒载体（１０ μＬ 每侧，
１ μＬ ／ ｍｉｎ）；对照组在其双侧黑质区注射对照病毒

载体（１０ μＬ 每侧，３ μＬ ／ ｍｉｎ）（图 １Ｂ）。 人脑组织样

本来自荷兰脑库，脑组织提取物和病毒载体均来自

法国波尔多大学 Ｅｒｗａｎ Ｂｅｚａｒｄ 教授实验室［７］。

注：Ａ：构建帕金森病恒河猴模型；Ｂ：对照组、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的靶点脑区和注射物。

图 １　 本研究中实验猴造模及分组示意图

Ｎｏｔ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ｈｅｓｕｓ ｍｏｎｋｅ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ｒ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ＬＡＭＰ２Ａ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ｋｅ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１. ３. ２　 阶梯实验

　 　 术后第 １４ 月，在实验人员能够通过食物引诱与

实验猴进行互动时，对动物进行行为学测试，将

１ ｃｍ３苹果块作为食物奖励，每次正式实验开始前对

实验猴禁食 １ 餐。
分为山阶梯实验和谷阶梯实验，根据先前的研

究［１２－１３］设计制作而来（图 ２Ａ、２Ｄ）。 在动物适应阶

段（正式实验前 １ 周，每天 １ 次）训练动物穿过挡板

从阶梯模具上获得食物奖励，随后开始正式实验。
实验前在每层的阶梯模具上放置食物，摄像机记录

动物伸手穿越孔洞、取到食物后缩回孔洞的时间，
连续测试 １０ ｄ。 对动物每侧肢体每次抓取食物的时

间进行统计分析，用错误上肢取食的时间将不被记

录。 装置中透明挡板的孔道直径为 ８ ｃｍ；阶梯模具

每个阶梯长 ８ ｃｍ，宽 ３ ｃｍ，高 ４ ｃｍ；山阶梯中两模具

距离 ２ ｃｍ，谷阶梯中两模具距离 １２. ５ ｃｍ，模具距挡

板前方 １０ ｃｍ。
１. ３. ３　 平板取食实验

　 　 分为两端平板取食和中央平板取食实验，依据

文献［１４］由亚克力板制作改进而来（图 ３Ａ、３Ｄ）。 学

习适应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类似于阶梯实验。 使

用两个 ２×４ 排列的圆形孔槽亚克力板供实验猴取

食，实验时长和统计指标同阶梯实验。 每个平板模

具长 ２０ ｃｍ，宽 １０ ｃｍ，厚 ２ ｃｍ，上有 ８ 个直径 ３ ｃｍ，
深 ０. ５ ｃｍ 的孔槽，相邻两孔槽之间的距离为 ２ ｃｍ；
中央平板取食实验中两模具并齐，两端平板取食实

验中两模具距离 １５ ｃｍ，模具距挡板前方 １０ ｃｍ。
１. ３. ４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在手术前和手术后的第 ４、８、１２ 月，分别采集动

物血清和脑脊液。 以 １０ ｍｇ ／ ｋｇ 剂量的盐酸氯胺酮

肌肉注射麻醉动物后［１５］，局部去毛暴露下肢皮下静

脉，酒精棉球消毒，使用 ５ ｍＬ 含肝素钠采血管取血。
血液在采血管内室温静置 ３０ ｍｉｎ 后随即以 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的转速 ４℃离心 １５ ｍｉｎ，取上清。 恒河猴麻醉后

取立位坐姿，利用腰穿穿刺针在 Ｌ５ 与 Ｌ６ 椎间隙穿

刺。 有落空感时停止，旋转针头，引出脑脊液，从第

２ 滴开始收集，每只动物每次取 １ ～ １. ５ ｍＬ［１６］。 按

照试剂盒内提供的操作手册分别对猴血清和猴脑

脊液进行总 α⁃ｓｙｎ 水平和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的测定

并进行数据分析。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８. ０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和绘图，以平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多组

间比较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应用 ｔ 检验。
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改善 ＰＤ 恒河猴模型垂直方

向精细运动能力

　 　 本实验中帕金森病恒河猴模型采取右侧纹状

体区 ＬＢｓ 注射的方式，因此研究中重点检测术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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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月实验猴注射脑区对侧［１７］，即左侧上肢抓取食

物的精细运动能力。 将对照组和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

组的左右上肢取食时间分别统计分析，为了消除个

体差异，研究中采用该动物左手取食时间和其右手

取食时间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 由于山阶梯实验

（图 ２Ａ）中一侧上肢抓取同侧目标的运动路径较

短，因此山阶梯测试中没有显示出两组比值上的差

异（图 ２Ｂ）。 为进一步探究 ＬＡＭＰ２Ａ 对过表达组动

物抓取运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山阶梯中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动物的两侧肢体运动没有明显的变化（图
２Ｃ）；但谷阶梯（图 ２Ｄ）中对照组恒河猴的差异表明

对照组动物自身左手取食时间高于右手，Ｐ＜ ０. ０１
（图 ２Ｅ），同时说明对照组左手精细运动的差异是

由注射物 ＬＢｓ 引起而非注射本身的机械损伤。 在

相对困难的谷阶梯实验中也明显提高了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实验猴左手抓取的成绩，抓取时间缩短 Ｐ
＜０. ０５（图 ２Ｆ），左手的取食效率提升。 阶梯实验

提示术后第 １２ 月的 ＰＤ 恒河猴模型，肉眼没有观

察到明显的肢体运动障碍，但精细运动能力下降；
同时黑质区 ＬＡＭＰ２Ａ 的过表达可以改善其精细运

动表现。

注：Ａ：山阶梯实验装置；Ｂ：山阶梯实验中左右手取食时间的比值；Ｃ：山阶梯实验中左、右手分别取食的时间；Ｄ：谷阶梯实验装置；Ｅ：谷阶梯实

验中左右手取食时间的比值；Ｆ：谷阶梯实验中左右手分别取食的时间。 与对照组相比，∗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图 ２　 阶梯实验装置及结果（�ｘ±ｓ）
Ｎｏｔｅ． Ａ， Ｈｉｌｌ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ｔａｓｋ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Ｂ，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ｈ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ｉｎ ｈｉｌｌ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ｔａｓｋ． Ｃ， Ｔｉｍｅ ｔｏ ｇｅｔ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ｓ ｉｎ ｈｉｌｌ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ｔａｓｋ． 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ｔａｓｋ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ｈ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ｉ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ｔａｓｋ． Ｆ，

Ｔｉｍｅ ｔｏ ｇｅｔ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ｓ ｉｎ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ｔａｓｋ．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Ｓｔａｉｒｃａｓｅ ｔａｓｋ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 ２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改善 ＰＤ 恒河猴模型水平方

向精细运动能力

　 　 和阶梯实验类似，平板取食实验旨在测试实验

猴水平方向上的精细运动能力。 中央平板取食实

验（图 ３Ａ）因其运动路径短，相对简单，两组动物上

肢抓取时间的比值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图 ３Ｂ），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上肢抓取时间的缩短也并不明显

（图 ３Ｃ）；在相对困难的两端平板取食实验（图 ３Ｄ）
中，对照组动物上肢抓取时间的比值出现差异，Ｐ＜
０. ０５（图 ３Ｅ），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动物左手抓取的

效率明显提高，抓取时间下降，Ｐ＜０. ０５（图 ３Ｆ）。
２. ３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 ＰＤ 恒河猴模型磷酸化 α⁃
ｓｙｎ 水平降低

　 　 为了探究 ＬＡＭＰ２Ａ 改善实验猴精细运动能力

的机制，我们对对照组和过表达组的猴血清、脑脊

液的总 α⁃ｓｙｎ 以及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进行检测。 结

果表明，对照组恒河猴脑脊液的总 α⁃ｓｙｎ 水平在术

后第 １２ 月显著增高（Ｐ＜０. ００１） （图 ４Ａ）；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恒河猴脑脊液总 α⁃ｓｙｎ 水平在各时间点相

对平稳，但术后第 ４ 月的血清总 α⁃ｓｙｎ 浓度与术前

相比出现上升（Ｐ＜０. ０５），而后随时间趋于平稳，在
术后第 １２ 月低于同期对照组（图 ４Ｂ）；ＬＡＭＰ２Ａ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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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中央平板取食实验装置；Ｂ：中央平板取食实验中左右手取食时间的比值；Ｃ：中央平板取食实验中左、右手分别取食的时间；Ｄ：两端平板

取食实验装置；Ｅ：两端平板取食实验中左右手取食时间的比值；Ｆ：两端平板取食实验中左右手分别取食的时间。 与对照组相比，∗Ｐ＜０. ０５。

图 ３　 平板取食实验装置及结果（�ｘ±ｓ）
Ｎｏｔｅ．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ｌａｔｅ ｐｉｃｋ ｕｐ ｔｅｓ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Ｂ，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ｈ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ｌａｔｅ ｐｉｃｋ ｕｐ ｔｅｓｔ． Ｃ， Ｔｉｍｅ ｔｏ ｇｅｔ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ｌａｔｅ ｐｉｃｋ ｕｐ ｔｅｓｔ． 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ｌａｔｅ ｐｉｃｋ ｕｐ ｔｅｓ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ｈ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

ｉ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ｌａｔｅ ｐｉｃｋ ｕｐ ｔｅｓｔ． Ｆ， Ｔｉｍｅ ｔｏ ｇｅｔ ｆｏｏｄ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ｎｄｓ ｉ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ｐｌａｔｅ ｐｉｃｋ ｕｐ ｔｅ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 ０５．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Ｐｉｃｋ⁃ｕｐ ｔｅｓ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注：Ａ：实验猴脑脊液总 α⁃ｓｙｎ 水平；Ｂ：实验猴血清总 α⁃ｓｙｎ 水平；Ｃ：实验猴脑脊液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Ｄ：实验猴血清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 与同

时期对照组相比，∗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１；与对照组 ０ 月相比，＃＃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０１；与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 ０ 月相比，％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０１。

图 ４　 实验猴脑脊液和血清总 α⁃ｓｙｎ 水平和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比较（�ｘ±ｓ）
Ｎｏｔｅ． Ａ， Ｔｏｔａｌ α⁃ｓｙ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ｋｅｙ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Ｂ， Ｔｏｔａｌ α⁃ｓｙ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ｋｅｙ ｓｅｒｕｍ． 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α⁃ｓｙ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ｋｅｙ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α⁃ｓｙｎ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ｋｅｙ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ｔ ０ ｍｏｎｔｈｓ，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ＭＰ２Ａ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ｔ ０ ｍｏｎｔｈｓ， ％Ｐ＜０. ０５， ％％％Ｐ＜０. ００１．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α⁃ｓｙ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α⁃ｓｙ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ｋｅ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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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组脑脊液磷酸化 α⁃ｓｙｎ 浓度在术后第 ４ 月显著

增加（Ｐ＜０. ００１），而在术后第 ８ 月出现下降并于第

１２ 月恢复至术前水平，表明 ＬＡＭＰ２Ａ 在第 ８ 月作用

凸显（图 ４Ｃ）；对照组恒河猴血清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

在术后第 ４ 月开始，也均高于同期的过表达组（图
４Ｄ）。 ＥＬＩＳＡ 结果说明 ＬＡＭＰ２Ａ 降低了过表达组恒

河猴血清、脑脊液的总 α⁃ｓｙｎ 和磷酸化 α⁃ｓｙｎ 水平，
同时生物学证据也支撑了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组恒河

猴的较好的行为学表现，提示 ＬＡＭＰ２Ａ 在帕金森病

病理进程中潜在的治疗作用。

３　 讨论

　 　 本研究行为学实验表明，过表达 ＬＡＭＰ２Ａ 可以

改善 ＰＤ 恒河猴模型的精细运动能力，避免潜在的

肢体运动障碍。 我们在研究中并没有加入野生型

恒河猴和 １⁃甲基⁃４⁃苯基⁃１， ２， ３， ６⁃四氢吡啶 （ １⁃
Ｍｅｔｈｙｌ⁃４⁃ｐｈｅｎｙｌ⁃１，２，３，６⁃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ＭＰＴＰ ）
诱导的 ＰＤ 恒河猴模型进行比较分析。 但 Ｒｅｃａｓｅｎｓ
等［７］在研究中证实单侧纹状体注射 ＬＢｓ 构建的 ＰＤ
恒河猴模型具备 α⁃ｓｙｎ 病理和黑质纹状体变性表

现，术后第 ９ 月开始出现纹状体多巴胺能神经元减

少，并发现同侧颞叶皮层的中央前回、额叶上回和

内嗅皮层的 α⁃ｓｙｎ 免疫组化信号增加。 这可能是由

于纹状体在解剖上的高度联接性导致 ＬＢｓ 在同侧脑

区的扩散，在 ＰＤ 恒河猴模型和 ＰＤ 小鼠模型中尚未

有 ＬＢｓ 单侧注射向对侧扩散的报告。 因此，本研究

中对照组实验猴左手抓取效率的下降是由于其右

侧纹状体 ＬＢｓ 的注射引起。
Ｓｈｉｍｏｚａｗａ 等［１８］ 将人工合成的 α⁃ｓｙｎ 原纤维注

射入野生型狨猴纹状体 ３ 月后便能够检测到磷酸化

α⁃ｓｙｎ 免疫反应阳性，但没有观察到明显的行为障碍。
本研究也未发现恒河猴明显的肢体运动障碍，这与先

前的研究一致。 人类黑质多巴胺神经元数量减少

５０％以上、纹状体多巴胺含量降低 ８０％以上才会出现

明显的 ＰＤ 运动障碍症状［１９］。 本研究中术后第 １４ 月

出现精细运动能力下降的实验猴在病理阶段可能已

经达到多巴胺能神经元损伤并出现行为异常的阈

值［２０］。 不同于 ＭＰＴＰ 注射诱导的急性 ＰＤ 恒河猴模

型，早期即出现明显肢体运动障碍［２１］，本文中 ＰＤ 恒

河猴模型模拟慢性病理进程［２２］，早期肢体运动障碍

不明显，故对照组实验猴肢体精细运动能力的下降是

α⁃ｓｙｎ 病理进程的反映。
ＬＡＭＰ２Ａ 是 ＣＭＡ 的限速步骤，前期的 ＰＤ 大鼠

模型中已经证实，ＬＡＭＰ２Ａ 可以显著提高 ＣＭＡ 活

性，减少了黑质区酪氨酸酶阳性神经元的丢失，总
α⁃ｓｙｎ 也接近于对照组水平［６］。 我们分析恒河猴精

细运动能力下降是因为 α⁃ｓｙｎ 寡聚体可以抑制核心

蛋白复合体（ｓｏｌｕｂｌｅ Ｎ⁃ｅｔｈｙｌｍａｌｅｉｍｉｄ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ＮＡＲＥ）的组成，抑制囊

泡内神经递质的释放［２３］，造成纹状体多巴胺含量的

降低，引起运动症状。 此外，α⁃ｓｙｎ 寡聚体可以损伤

线粒体复合体Ⅰ，造成线粒体脂质过氧化，导致多

巴胺能神经元死亡［２４］。 因此，当 α⁃ｓｙｎ 的产生和清

除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时，α⁃ｓｙｎ 单体便会错误折叠

成 α⁃ｓｙｎ 寡聚体，引发神经毒性［２５］。 而 α⁃ｓｙｎ 被热

休克蛋白 ７０（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０，ＨＳＰ７０）识别后，
ＬＡＭＰ２Ａ 能够将 α⁃ｓｙｎ—ＨＳＰ７０ 复合物募集到溶酶

体表面，随后进入溶酶体降解［２３－２４］，因此 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通过直接增加溶酶体膜表面的 ＬＡＭＰ２Ａ 受

体，提高了 ＣＭＡ 清除 α⁃ｓｙｎ 的效率。 更为重要的

是，磷酸化 α⁃ｓｙｎ 可以阻止高尔基体或者内质网形

成自噬体膜，以减少自噬溶酶体途径对自身的降

解［２６］。 但磷酸化 α⁃ｓｙｎ 是否也抑制了溶酶体膜的

形成，尚未有更多的报道。 而且，ＬＡＭＰ２Ａ 过表达可

以激活蛋白激酶 Ｃ（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Ｃ，ＰＫＣ） ［２７］，同时

ＰＫＣ 可以诱导转录因子 ＥＢ（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Ｂ，
ＴＦＥＢ）入核激活，促进溶酶体的产生［２８］。 因此，
ＬＡＭＰ２Ａ 不仅可以直接提高 ＣＭＡ 活性增加 α⁃ｓｙｎ
的清除，可能同时也促进了溶酶体的产生。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研究人员靶向小鼠神经

元线粒体，小鼠初期表现出精细运动能力障碍［２９］，
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但小鼠的研究中

没有进行 α⁃ｓｙｎ 病理分析，因此本研究也尚需进一

步的病理探究。 另外，一项前瞻性研究表明确诊帕

金森病 １０ 年后 ２８％的患者出现痴呆，确诊 １７ 年后

有 ７８％进展为帕金森病痴呆［３０］。 而本研究中动物

接受手术时间较短，实验猴在由透明挡板和模具构

成的立体空间中没有表现出视觉空间认知［３１］ 的差

异，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长期的观察研究以确定

ＬＡＭＰ２Ａ 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帕金森病恒河猴模型上初

次验证了过表达 ＬＡＭＰ２Ａ 可能通过增加 α⁃ｓｙｎ 的

ＣＭＡ 途径清除、促进溶酶体的产生和减少磷酸化 α⁃
ｓｙｎ 对溶酶体膜形成的抑制改善了 ＰＤ 恒河猴模型

的精细运动能力，为进一步研究其中的机制以及为

ＰＤ 的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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