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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功能异常在帕金森病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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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上海市 200080

摘 要:帕金森病( PD) 主要的病理改变为中脑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变性丢失及 α-突 触 核 蛋 白 的 沉 积。多数研究认为，

线粒体功能障碍、氧化应激、蛋白质异常修饰及错误折叠等机制导致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功 能 紊 乱 是 PD 发病的核心机制。

环境因素或基因突变导致的线粒体复合物 I 功能缺乏可以引起多巴胺能神经元选择性损伤，导致患者出 现 认 知 功 能 异 常

及运动障碍。线粒体功能障碍在 PD 发病的早期即已出现，被 认 为 是 散 发 性 和 单 基 因 遗 传 性 PD 的 共 同 特 征。本 文 就 线

粒体功能异常分别在遗传性 PD 和散发性 PD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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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金 森 病 ( Parkinson’s disease，PD ) 是 中 老 年

人中 常 见 的 神 经 变 性 性 疾 病 ，在 年 龄 超 过 60 岁 的

人 群 中 其 患 病 率 为 1% ～ 2% ，且 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有 升 高 趋 势
［1］。 PD 主 要 的 临 床 症 状 是 静 止 性 震

颤、运 动 徐 缓、强 直 以 及 姿 势 异 常 等 ，给 家 庭 和 社

会 带 来 严 重 的 负 担。迄 今 ，PD 的 发 病 机 制 尚 未 阐

明 ，多 数 学 者 认 为 基 因 突 变、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和 氧

化 应 激 等 多 因 素 共 同 参 与 PD 发 病
［2］。

线 粒 体 是 细 胞 的“动 力 工 厂”、“能 量 转 换 站”，

并 且 调 控 基 因 表 达 和 细 胞 凋 亡 等 过 程。愈 来 愈 多

的 研 究 表 明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与 包 括 PD 在 内 的 多

种 神 经 变 性 性 疾 病 密 切 相 关
［3，4］。MPTP 常 用 于 制

备 PD 动 物 模 型 ，通 过 选 择 性 抑 制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而 出 现 类 似 帕 金 森 病 的 症 状。其 他 复 合 物 I 抑 制

剂 如 鱼 藤 酮、哒 螨 灵 以 及 喹 螨 唑 也 能 引 起 多 巴 胺 能

神经 元 变 性 丢 失 ，提 示 线 粒 体 功 能 缺 乏 可 能 参 与

PD 的 发 病
［5］。此 外 ，在 PD 患 者 黑 质、血 小 板 以 及

骨骼 肌 均 发 现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活 性 下 降 ，进 一 步 表

明 线 粒 体 功 能 异 常 可 能 是 PD 的 发 病 机 制 之 一
［6］。

1 线 粒 体 的 结 构、功 能

线 粒 体 存 在 于 几 乎 所 有 的 真 核 细 胞 ，电 镜 下 线

粒 体 是 由 两 层 膜 套 叠 而 成 的 封 闭 结 构 ，由 外 向 内 依

次 是 外 膜、膜 间 隙、内 膜 和 基 质 ，且 不 同 空 间 分 布

着 不 同 的 酶 和 生 物 因 子
［7］。例 如 ，外 膜 上 有 Bcl-2

家 族 蛋 白 及 离 子 通 道 蛋 白 ;膜 间 隙 分 布 着 细 胞 色 素

C、凋 亡 诱 导 因 子 ( apoptosis inducible factor，AIF ) 和

procaspase2、3、9 ;内 膜 则 是 电 子 传 递 链 复 合 物 的 聚

集部 位 ;基 质 内 分 布 有 三 羧 酸 循 环 相 关 酶、线 粒 体

基 因 组 等
［8］。线 粒 体 内 外 膜 通 透 性 的 不 同 导 致 膜

间 隙 及 基 质 内 物 质 分 布 的 差 异 ，尤 其 是 阴 阳 离 子 分

布 不 均 形 成 了 所 谓 的 跨 线 粒 体 膜 电 位 ，后 者 是 维 持

线 粒 体 完 整 性 及 其 正 常 功 能 发 挥 的 重 要 前 提。
线 粒 体 是 糖、脂 肪 和 蛋 白 质 三 大 物 质 代 谢 的 最

终 场 所 ，其 主 要 功 能 是 氧 化 磷 酸 化 产 生 ATP。然

而 ，物 质 代 谢 产 生 的 副 产 物———活 性 氧 ( reactive ox-
ygen species，ＲOS ) 的 积 聚 却 能 引 起 细 胞 损 伤。除

此 之 外 ，线 粒 体 在 细 胞 凋 亡 中 的 作 用 也 备 受 关 注。
研究 发 现 ，线 粒 体 膜 电 位 变 化、膜 通 透 性 增 加 早 于

染色 质 浓 缩、凋 亡 小 体 等 特 征 出 现 ，可 作 为 细 胞 凋

亡 的 早 期 检 测 指 标
［9］。线 粒 体 作 为 信 号 传 导 和 基

因 表 达 的 调 控 者 ，在 遗 传 代 谢、肿 瘤 及 神 经 变 性 性

疾 病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10，11］。

2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与 遗 传 性 PD
遗 传 性 PD 的 发 病 率 远 低 于 散 发 性 PD，却 是 学

者 研 究 PD 病 因、发 病 机 制 的 切 入 点。近 年 来 ，线

粒 体 参 与 遗 传 性 PD 发 病 的 观 点 引 人 瞩 目 ，尤 其 是

SNCA、PAＲK2、PINK1 和 PAＲK7 基 因 突 变 导 致 的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与 遗 传 性 PD 密 切 相 关。
2 ． 1 SNCA

SNCA 是 第 一 个 被 发 现 的 导 致 常 染 色 体 显 性

PD 和 路 易 小 体 病 ( Lewy body disease，LBD ) 的 基

因 ，其 编 码 的 α-突 触 核 蛋 白 是 路 易 小 体 的 主 要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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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2］。正 常 情 况 下 ，α-突 触 核 蛋 白 主 要 分 布 在 突

触前 神 经 末 梢 ，细 胞 浆、线 粒 体 和 细 胞 核 内 也 有 分

布。尽 管 α-突 触 核 蛋 白 的 生 理 功 能 至 今 仍 未 明

确 ，其 在 神 经 信 号 传 导、神 经 元 的 可 塑 性 及 线 粒 体

方 面 的 作 用 已 得 到 共 识
［13］。 Chu 等

［14］
研 究 发 现 ，

α-突 触 核 蛋 白 的 聚 集 和 沉 积 可 以 引 起 电 压 依 赖 性

阴 离 子 通 道 1 ( voltage-dependent anion channel 1，

VDAC1 ) 蛋 白 水 平 下 降。VDAC1 是 线 粒 体 外 膜 的

主 要 成 分 ，负 责 维 持 线 粒 体 的 功 能。该 蛋 白 含 量 下

降 导 致 的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可 能 是 PD 发 病 的 重 要

机 制。不 仅 如 此 ，在 PD 患 者 黑 质 纹 状 体 内 发 现 ，

α-突 触 核 蛋 白 聚 集 又 可 引 起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功 能

障 碍 及 活 性 氧 ＲOS 水 平 的 增 加 ，形 成 恶 性 循 环 ，最

终 导 致 PD 的 发 生
［15］。

2 ． 2 PAＲK2
Parkin 是 由 PAＲK2 基 因 编 码 的 E3 泛 素 连 接

酶 ，在 泛 素 － 蛋 白 酶 体 系 统 降 解 蛋 白 质 的 过 程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16］。PAＲK2 基 因 突 变 是 引 起 青 少 年 型

常 染 色 体 隐 性 PD 的 常 见 原 因。生 理 情 况 下 ，Parkin

选 择 性 的 聚 集 在 受 损 线 粒 体 并 通 过 线 粒 体 泛 素 化

促 进 线 粒 体 的 自 噬 和 清 除。该 基 因 突 变 后 所 编 码

的 异 常 Parkin 蛋 白 通 过 改 变 野 生 型 Parkin 的 定 位、

溶解 性 或 聚 集 能 力 ，导 致 其 泛 素 链 接 酶 的 活 性 降

低 ，最 终 引 起 细 胞 内 毒 素 的 积 聚 和 神 经 元 变 性
［17］。

2 ． 3 PINK1
PINK1 突 变 可 导 致 常 染 色 体 隐 性 PD，该 基 因 编

码 一 种 高 度 保 守 的 丝 / 苏 氨 酸 激 酶 主 要 分 布 在 线 粒

体。研 究 发 现 ，PINK1，而 不 是 其 突 变 体 ，可 以 抑 制

氧 化 应 激 和 线 粒 体 毒 素 诱 导 的 细 胞 凋 亡 ，发 挥 神 经

保 护 作 用
［18］。PINK1 在 线 粒 体 自 噬 过 程 中 也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而 上 述 功 能 与 Parkin 密 切 相 关
［19］。众

所 周 知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在 PD 发 病 中 处 于 核 心 地

位。PINK1 发 挥 保 护 作 用 机 制 之 一 是 通 过 招 募 E3

泛 素 连 接 酶 Parkin 于 线 粒 体 ，启 动 线 粒 体 自 噬 来 介

导 的
［20］。体 外 酶 促 反 应 的 结 果 也 发 现 Parkin 可 以

被 PINK1 的 锌 指 结 构 磷 酸 化 ，进 而 促 进 Parkin 蛋 白

定 位 于 线 粒 体 发 挥 保 护 作 用
［21］。 Parkin 和 PINK1

共 同 维 持 线 粒 体 的 正 常 功 能 ，通 过 线 粒 体 自 噬 促 进

神 经 元 的 存 活。
2 ． 4 PAＲK7

DJ-1 是 由 PAＲK7 基 因 编 码 的 蛋 白 质 ，该 因 突

变 可 导 致 常 染 色 体 隐 性 早 发 性 PD［22］。DJ-1 是 一

种具 有 抗 氧 化 作 用 的 胞 浆 蛋 白 ，但 在 应 激 状 态 下

DJ-1 转 移 至 线 粒 体 和 细 胞 核 ，保 护 细 胞 免 受 损

伤
［23］。研 究 证 实 ，DJ-1 发 挥 神 经 保 护 作 用 的 可 能

机 制 如 下 :结 合 于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并 维 持 其 活 性 ;

作 为 转 录 共 激 活 因 子、蛋 白 酶 和 分 子 伴 侣 参 与 调 控

细 胞 内 多 种 生 理 过 程
［24］。最 近 的 一 项 研 究 证 明 ，

DJ-1 蛋 白 与 PINK1 / Parkin 通 路 发 挥 协 同 作 用 ，共

同 调 节 线 粒 体 的 功 能 和 线 粒 体 自 噬 过 程
［25］。

3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与 散 发 性 PD

约 80% 的 PD 患 者 是 没 有 家 族 史 的 散 发 病 例 ，

被 认 为 是 环 境 因 素、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和 基 因 易 感 性

共 同 作 用 的 结 果
［26］。复 合 物 I 是 线 粒 体 发 挥 氧 化

磷 酸 化 功 能 的 关 键。对 散 发 性 PD 患 者 尸 检 发 现 ，

其 黑 质 纹 状 体 神 经 元 内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的 活 性 及

相 关 蛋 白 的 水 平 明 显 下 降
［27］ ，提 示 线 粒 体 功 能 缺

陷 可 能 与 散 发 性 PD 的 发 病 有 关。

微 管 是 介 导 细 胞 器 转 运、细 胞 分 裂 的 微 管 蛋 白

多 聚 物。研 究 发 现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抑 制 剂 鱼 藤 酮

能够 影 响 微 管 的 活 性 ，抑 制 微 管 蛋 白 的 聚 合 过 程 ，

而 后 者 可 以 诱 导 α － 突 触 核 蛋 白 纤 维 化 ，沉 积 在 神

经 元 内 ，加 速 神 经 元 的 变 性 过 程
［28］。多 巴 胺 代 谢

与 线 粒 体 密 切 相 关 ，而 多 巴 胺 的 氧 化 修 饰 能 抑 制 线

粒 体 电 子 呼 吸 链 的 功 能 ;并 且 氧 化 的 多 巴 胺 可 剂 量

依 赖 性 的 抑 制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活 性
［29］ ，表 明 多 巴 胺

代 谢 物 可 能 通 过 下 游 靶 点 影 响 线 粒 体 功 能 进 而 导

致 神 经 元 变 性 凋 亡。大 鼠 黑 质 多 巴 胺 能 神 经 元 在

多 巴 胺 代 谢 过 程 中 能 够 产 生 ＲOS，使 其 较 脑 其 他 区

域 更 易 引 起 复 合 物 I 功 能 障 碍。同 时 ，大 鼠 黑 质 多

巴 胺 能 神 经 元 线 粒 体 丰 富 度 较 非 多 巴 胺 能 神 经 元

和 腹 侧 盖 区 神 经 元 低 ，表 明 线 粒 体 缺 陷 可 能 是 导 致

黑 质 多 巴 胺 能 神 经 元 选 择 性 丢 失 的 机 制 之 一
［30］。

综 上 ，线 粒 体 呼 吸 链 功 能 障 碍 ，特 别 是 复 合 物 I 的

缺 乏 及 ＲOS 产 生 的 增 加 ，通 过 多 种 途 径 加 速 散 发

性 PD 病 理 过 程 的 进 展。
4 展 望

在 PD 基 因 突 变 模 型 或 毒 物 诱 导 模 型 中 进 行 的

大 量 研 究 有 助 于 我 们 更 好 的 认 识 PD 的 发 病 机 制。

有趣 的 是 ，多 数 研 究 均 集 中 在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方

面 ，Subramaniam 等 指 出 线 粒 体 功 能 异 常 是 单 基 因

突 变 PD 和 散 发 性 PD 共 同 的 病 理 特 征 ，在 疾 病 的

发展 过 程 中 居 于 核 心 地 位 ; 其 中 ，线 粒 体 复 合 物 I

缺 陷 以 及 氧 化 应 激 与 PD 的 发 生 密 切 相 关。然 而 ，

值 得 深 思 的 是 PD 是 多 因 素 疾 病 ，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

仅 是 PD 复 杂 发 病 机 理 的 一 部 分 ，探 讨 线 粒 体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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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常 与 PD 发 病 的 联 系 有 助 于 我 们 全 面 了 解 PD 的

发 病 机 制 ，为 临 床 研 发 基 于 线 粒 体 的 神 经 保 护 治 疗

药 物 奠 定 理 论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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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帕金森病除了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外，基因治疗作为一种新的治疗策略备受学术界关注。病 毒 载 体 和 非 病 毒 载

体是常用的基因转导体，目前人们对于目的基因的研究 仍 着 重 于 以 下 基 因: 影 响 多 巴 胺 代 谢 的 相 关 基 因、神 经 营 养 因 子

相关基因以及神经递质平衡调节的相关基因，多基因联合治疗成为重点。近年来，国 内 外 相 继 开 展 了 众 多 帕 金 森 病 基 因

治疗的实验和临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更多的临床实验有待进一步开展。

关键词:帕金森病;基因治疗;目的基因;载体

帕 金 森 病 ( Parkinson’s disease，PD ) 是 一 种 中

老 年 人 常 见 的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退 行 性 疾 病 ，其 主 要 病

理 变 化 是 中 脑 黑 质、纹 状 体 多 巴 胺 能 神 经 元 变 性 坏

死及 路 易 小 体 的 形 成 ，主 要 临 床 表 现 为 静 止 性 震

颤、运 动 迟 缓、肌 强 直、姿 势 步 态 异 常 及 睡 眠、情 绪

障 碍 等 非 运 动 症 状。 PD 的 发 生、发 展 可 能 与 遗 传

因 素、氧 化 应 激、线 粒 体 功 能 障 碍、免 疫 功 能 异 常

等 多 种 因 素 有 关 ，LＲＲK2、ATP13 A2［1］
等 基 因 突 变

与 帕 金 森 病 的 发 病 密 切 相 关。目 前 PD 的 治 疗 主

要有 药 物 治 疗、手 术 治 疗 和 康 复、心 理 治 疗 等。但

无论 何 种 治 疗 均 不 能 阻 止 疾 病 的 进 展 ，更 无 法 治

愈。鉴 于 PD 的 病 变 部 位 局 限 ，受 累 神 经 元 相 对 单

一 ，可 以 通 过 载 体 良 好 定 位 ，因 此 被 认 为 是 最 适 合

进 行 基 因 治 疗 的 神 经 疾 病 之 一。国 内 外 就 此 进 行

了众 多 的 实 验 ，而 且 也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结 果 ，现 就 PD
的 基 因 治 疗 中 常 用 目 的 基 因 的 研 究 现 状 作 一 简 要

综 述。

1 PD 基 因 治 疗 研 究 的 基 础

1 ． 1 PD 基 因 治 疗 的 动 物 模 型

要 研 究 PD 基 因 治 疗 的 效 果 ，建 立 能 模 拟 人 类

PD 发 病 特 征 的 动 物 模 型 至 关 重 要。目 前 常 用 6 -羟

多巴 胺 ( 6 -OHDA) 立 体 定 向 微 注 入 大 鼠 单 侧 黑 质、
内 侧 前 脑 束 以 及 纹 状 体 建 立 的 偏 侧 PD 大 鼠 旋 转

模 型
［2］

和 向 小 鼠 腹 腔 注 射 MPTP ( MPP + ) 建 立 的 双

侧 黑 质 损 伤 鼠 模 型 进 行 基 因 治 疗 的 研 究 ，也 有 少 部

分 向 灵 长 类 动 物 ( 如 猴 子 ) 体 内 注 射 MPTP 来 建 立

与人 类 更 为 相 近 的 模 型
［3］ ，但 由 于 其 资 金 耗 费 及 伦

理 问 题 应 用 较 少。最 近 ，转 基 因 PD 动 物 模 型 ，如

α-synuclein［4］、LＲＲK2 基 因 突 变 鼠 和 MitoPark［5］
在 基

因 治 疗 研 究 中 也 得 到 了 一 定 应 用
［6］。

1 ． 2 PD 基 因 治 疗 的 基 因 转 移 途 径

基因 转 移 的 途 径 有 两 种 ，即 直 接 法 ( in vivo ) 和

间 接 法 ( ex vivo )。前 者 是 指 直 接 将 携 带 有 目 的 基

因 的 载 体 注 人 到 靶 点 ，此 途 径 简 便、直 接 ，但 转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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