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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肌炎模型的制作

曹 建1，方琪2，董万利2，蔡秀英2
(1．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医院神经内科，江苏海安226600；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目的研究多发性肌炎模型的制作方法。方法采用豚鼠的骨骼肌匀浆加完全弗氏佐剂多次免疫SD大

鼠制成多发性肌炎模型，观察其临床表现、肌电图、肌酶、肌肉病理和肌肉磁共振的改变。结果多发性肌炎模型在临

床表现、肌电图、肌酶、肌肉病理和肌肉磁共振等方面的变化与人类的多发性肌炎相类似。结论该造模方法可模拟

多发性肌炎的特征，是研究多发性肌炎的一个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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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thods“inducing polymyosistis(PM)animal modeL

Methods In order to develope a induce PM animal model in purified guinea pia muscle Hlyosin

mixed with complete Freund adjuvant was injected subcutaneously to sD rats many times and the

results 0f the clinical矗nding，the EMG，the pathologic changes and the musclar MRI changes in SD

rats was assessed．ResuIts The PM animal models were similar to the human in clinical 6ndings，

the EMG，￡he pathol99ic changes，the musclar MRI changes and so on． Conclusion The animal

model is similar to the human PM，it is an ideal animal model to invest培ate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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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肌炎(polymyosistis，PM)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神经肌肉疾病之一。制作PM动物模型可研究

·人类PM的发病机制、病理改变，从而为寻找有效的

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采用豚鼠骨骼肌的

肌匀浆加完全弗氏佐剂多次免疫SD大鼠，制成PM

模型，观察PM大鼠在临床表现、血清肌酶(LDH、

CK、AsT)、肌电图(EMG)、肌肉病理及肌肉磁共振

(MRI)的表现。

1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40只雄性SD大鼠(苏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体质量200～220 g，行动活跃，食欲佳，均处于健

康状态，随机分为2组，实验组32只，对照组8只。

健康豚鼠1只，体质量500 g左右。

1．2试剂和仪器

完全弗氏佐剂10 ml／支，购自Sigma公司；BCA

法蛋白定量试剂盒，购自长沙赢润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托盘天平，刀式匀浆机，一20℃超低温冰箱，

Viking IVD肌电图机，Vitros25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意大利产ESAOTE 0．2T永磁型磁共振机，光学

显微镜。

1．3模型制作

1．3．1 肌匀浆的制备 使用空气栓塞法处死豚

鼠，消毒条件下取豚鼠后肢的骨骼肌，剔除神经、血

管、筋膜等组织，剪碎后放人预冷的磷酸缓冲液中

(pH7．2)30 min，冰水浴中用刀式匀浆机17 000 r，

min制成糊状，用生理盐水稀释后用4层粗纱布过

滤，5 000 r／min离心后取上清液。该上清液用BCA

蛋白定量法测得蛋白含量为32 m∥ml，用双蒸水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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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剂反复多次免疫大鼠，成功地制作出PM动物模

型。参考国内的部分文献报道，我们将抗原(肌匀浆)

的浓度增加，结果从第3周开始大鼠就出现临床症

状，且制模成功率大大提高，而对照组无一发病。表

明肌匀浆蛋白在PM模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

是骨骼肌组织引起自身免疫反应的具体成分还不

清楚，可能与肌球蛋白有关[3圳。单纯的完全弗氏佐

剂并不能造成肌炎模型，这也为多次实验所证实。

人类PM为骨骼肌的特发性炎症，临床表现为

四肢近端乏力、肌肉疼痛、肌肉萎缩和血清肌酶的

升高；肌电图呈肌源性损害：时限缩短、波幅降低、

多相波增加；肌肉病理表现为骨骼肌细胞的变性、

坏死，炎症细胞的浸润。本实验中，实验组大鼠的临

床表现与人类PM的I临床表现类似，血清肌酶明显

升高(最高达正常值的20多倍)，双下肢的肌电图

也表明为肌源性损害，肌肉活检也证实炎性病变。

但肌肉活检创伤大，且受检查部位的影响可出现假

阴性，故不能作为动态观察的指标。依靠双下肢肌

电图和病理表现可帮助我们判断病变是多发的而

不是局限的。但本实验组肌电图的检查在麻醉状态

下操作，难，以记录到肌肉轻收缩时的肌电，其诊断

价值有待商榷。

人类PM受累肌群的MRI主要有两种改变，即

他WI呈高信号，TlWI呈等低信号或T2WI与T1WI

均呈高信号，前者提示炎症水肿样病变，后者提示

脂肪替代样病变哺]。本组PM模型T1WI呈等信号，

他WI呈高信号改变，边缘不清，证明病变处于炎症

期。但本组所选模型肌肉MRI的阳性率较低

(25％)，可能与发病时间较短有关，有待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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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协调行异种心脏抑制排斥中作用的研究【J】．上海免疫

学杂志，2001，21(2)：90一92．

[7】 叶 勇，姚广涛，阮叶萍，等．江浙蝮蛇毒镇痛组分的

中枢作用机制研究[J]．Chin Pha肌J，2005，40(2)：102—

105．

[8】 Zhang HL，Han R，Chen ZX，e￡以．0piate and acetyl-

究。MRI检查安全无辐射，无痛苦，能够区别肌肉的

炎症水肿样病变和脂肪病变，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

敏感性，可应用于PM的临床诊断，并对指导l|缶床进

行肌活检的定位具有较大价值。

国内文献一般使用的肌匀浆蛋白浓度是3—6

m咖l，4—6周后造模成功。本组32只大鼠制模均成
功，无一死亡，提示所使用的抗原浓度安全；并且发

病早，第3周就出现临床症状，可较早筛选模型；血

清肌酶的升高程度也比国内其他报道要明显。这可

能与本实验所用的肌匀浆蛋白浓度较高有关；另

外，实验过程中尽量做到无菌操作和良好的实验环

境也是实验成功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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