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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辣椒素对抑郁模型小鼠 5-羟色胺影响的研究。方法 选择 30 只小鼠随机分为 3 组，随机分为 3 组，模型组，模型组+辣椒素组（实

验组），空白对照组，各 10 只。使用 ELISA 试剂盒测定小鼠血清、皮质 5-HT 含量。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体重显著减少，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体重增长不明显，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血清、大脑皮质 5-HT 含量均显著

降低，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大脑皮质 5-HT 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辣椒素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大脑皮

质 5-HT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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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情感障

碍性疾病，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之一。抑郁症发病机制较为复杂，目前单胺递质假说已得到证实和

公认，认为抑郁症的发生可能与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功能失衡有

关[1]。5-羟色胺(5-HT)被认为是与抑郁症的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脑

内单胺神经递质。因此，本文以腹腔注射皮质酮混悬液建立抑郁模

型小鼠以检测 5-羟色胺的影响，并探寻抑郁症预防、早期诊断及治

疗中新指标的可能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近交系 C57BL／6J 小鼠，30 只，体重约为（23-27g)，雄性，

SPF 级，实验开始前至少 2 周将小鼠分为 5-8 只在一笼，可以自由

使用食物与水，标准的实验室条件(12h 白天/12h 黑夜，22±1℃, 52

±2%湿度)。 

1.2 处理 

末次给药 24h 后处死，迅速取全血和全脑组织。将全血置于 4

℃环境中以转速 3500r·min-1 离心 10min，取上清液作为血清测试

样品分装至 2ml 离心管中，保存于超低温冰箱（-80℃）备用；同

时将取出的全脑组织迅速置于冰袋上快速分离出大脑皮质和海马，

用锡箔纸包裹后立即放入液氮速冻，随后放入超低温冰箱中（-80

℃）保存备用。测试前将部分大脑皮质和海马组织分别用 1×PBS 

溶液匀浆，组织溶液比为 100mg:1ml，于 4℃以转速 5000×g 离

心 5min，取上清液作为组织测试样品，保存于超低温冰箱（-80℃）

备用。临测前将组织测试样品冻融一次并常规离心，同时将血清测

试样品常规离心。 

1.3 小鼠抑郁症造模及分组 

20 只小鼠每天在白天的随机时间，按 20mg／kg 剂量给予腹腔

注射皮质酮混悬液(混悬液浓度为 4mg／m1)，随机分为 3 组，模型

组，模型组+辣椒素组（实验组），空白对照组，各 10 只。对照组

小鼠每天腹腔注射相同剂量的生理盐水，持续注射 21 天，空白对

照组正常饲养，不做任何处置。 

1.4 观察指标 

1.4.1 体重测试每天早上 7：00 给实验小鼠称重并记录。 

1.4.2  5-HT 含量检测 

使用 ELISA 试剂盒并按照说明书所述步骤测定小鼠血清、皮质

5-HT 含量。 

1.5 统计分析 

用统计软件 SPSS17.0 进行数据统计，数值均以“均值±标准

差”（即 sx ± ） 表示。各组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满足方差齐性时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数据 之间的比较可采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时采用非参数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小鼠体重情况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体重显著减少，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体重增长不明显，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小鼠体重情况比较 

组别 n 体重（g） 

对照组 10 28.76±1.42 

模型组 10 25.68±1.38 

实验组 10 26.82±1.44 

2.2 两组小鼠 5-HT 水平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血清、大脑皮质 5-HT 含量均

显著降低，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大脑

皮质 5-HT 升高，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小鼠 5-HT 水平的变化 

组别 n 血清 5-HT（ng／mL） 大脑皮质 5-HT（ng/g 

pro） 

对照组 10 4.26±0.21 102.44±8.12 

模型组 10 3.18±0.44 93.49±6.39 

实验组 10 2.69±0.77 132.73±7.03 

3 讨论 

抑郁症具有情绪低落、快感缺失、兴趣或愉悦感缺失、习得性

无助、睡眠及认知功能障碍等特点。在当今生活快节奏和高强度的

压力下，抑郁症发病率正逐年上升，我国人群的抑郁症发病率为 4. 

2%，到 2020 年其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患，已经成为

广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抑郁症病因的单胺假说认为[2]，中枢神

经系统中单胺类神经递质浓度水平下降会引起抑郁症。单胺类神经

递质主要包括 5-羟色胺、多巴胺或去甲肾上腺素，它们在大脑的合

成速度受大脑中前体物质浓度的影响，通过饮食摄入某些神经递质

的前体可增加其在大脑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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