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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支气管哮喘（Bronchial Asthma，简称哮喘）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重要的慢性气道疾病，在我国其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

哮喘是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具有可逆性气道阻塞，黏液分泌增加，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重塑的特征。由于人体试验研究具有

局限性和不可控性，所以建立哮喘动物模型是研究哮喘发病机制以及评估新药物疗效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哮喘动物模型以大鼠模型较多

见，本文旨在总结目前大鼠哮喘模型的建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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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全球有 3 亿左右人身患哮喘，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平

均每 10 年增加 50%。我国约有 3000 万哮喘患者，患病率按不同

年龄层约为 1.0%-5.0%，其中以青少年为主要发病对象，且以城市

居多。支气管哮喘是以气道高反应性炎症、可逆性气道阻塞和对多

种刺激高气道反应性为主要特征临床，主要表现为咳喘、气促、胸

满闷等症状，为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 

目前建立哮喘模型多选用豚鼠、大鼠、小鼠，他们具有易于操

作和相对成本低的优点。 

其中大鼠是多数研究者的选择。一方面大鼠有价格便宜，来源

广，繁殖能力强，易饲养等优点；另一方面大鼠对抗原的反应性比

较一致，其模型特点也和人类哮喘有很多相似之处，如 IgE 介导

的过敏反应在迟发反应时间以及气道高反应时间上与人类的症状

更为一致。因此在众多模型中，大鼠更适合于制备哮喘模型[2]。 

1 动物选择 

对国内来讲，一般选择的是 SD 大鼠或是 Wistar 大鼠，因为

这两大鼠均为封闭群，生长能力快且有较强的抗病能力，特别是对

呼吸系统的抗病能力较强。张丹参选用雄性 SD 大鼠，4~6 周龄，

体质量 120~180 g， Mustafa 等选用 200~250 g，20~22 周雌性大鼠。

刘中成选用雌性 SD 大鼠，6~8 周龄，体质量（180±15） g 进行

了实验[4]。 

2 模型制备方法 

过敏性哮喘的模型制备有主动致敏和被动致敏两种方法，主动

致敏是给动物投抗原物质以致敏，再给予相同物质以诱发哮喘；被

动致敏是从致敏的鼠体内采集血液，分离血清并将其注入未致敏的

鼠体内使其致敏，然后再给予用于致敏的抗原物质以诱发哮喘发

作。作为抗原最常用的是卵白蛋白、血小板激活因子、蛔虫、天花

粉、内毒素、结晶细菌性 α- 淀粉酶等。大鼠模型制备的过程一

般分为动物致敏和诱发哮喘两步。 

2.1 动物致敏 

彭小芝在实验第 1 天和第 8 天向模型组大鼠腹腔及皮下注

射新鲜配制的卵清白蛋白（ ovalbumin, OVA ）混悬液（100 mg OVA 

+ 100 mg AL(OH) 3 生理盐水混悬）1 mL 使大鼠致敏[5]。李海霞在

实验第 1 、 2 天以呼 吸 道 合 胞 病 毒 （ 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 RSV ）于大鼠鼻腔滴入 25 μL ，并于背部、双下肢外

侧以 10%OVA 皮下注射，共 0.25 mL 使其致敏[3]。刘中成将大鼠

放于自制的密闭玻璃箱内，超声雾化 0.5% 磷酸组胺盐生理盐水溶

液刺激大鼠[4]。 

2.2 诱发哮喘 

以生理盐水气雾攻击外，其余各组均喷入 1%OVA 生理盐水

溶液雾化，自然吸入以诱发哮喘，每天 1 次，每次 30 min，连续 14 

天。[2]将大鼠放入与超声雾化器连接的自制雾化箱中，以卵白蛋白

生理盐水溶液雾化激发，每次 30min，隔日一次，模型组持续 2 周、

6 周、10 周，激发浓度为 1%。 

3 模型的鉴定 

鉴别大鼠哮喘模型建立成功与否有两种方法，一是观察大鼠的

表现，是否出现哮喘的典型症状，如大鼠出现张口喘息、喷嚏频频、

烦躁不安、或者行动迟滞、反应迟钝等表现。二是通过病理检查，

通过检测气道嗜酸性粒细胞比例、组织病理学、血清 IgE 等来判

定模型是否成功[2]。目前通过大鼠哮喘模型的研究，我们能对哮喘

的发病机制，发病特点以及发病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 结论 

目前动物模型是人类哮喘发病机制、作用靶点、，药物有效性

研究的重要途径。已发现的可作为哮喘模型的动物种类很多，哮喘

动物模型建立的方法也多种多样。目前很多构建动物模型的方法仍

存在很多问题，并不能完全模拟人类，需进一步研究从而更好地了

解哮喘及其潜在细胞、分子机制的关系，以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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