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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兰他敏介导 Nrf2/HO-1 信号通路对慢性高眼压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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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加兰他敏介导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rf2）/血红素氧合酶-1（HO-1）信号通路对慢性高眼压大鼠视网

膜神经节细胞（RGCs）损伤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  48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加兰他敏组、加兰他敏＋

ML385 组，每组 12 只。假手术组大鼠进行手术操作但不烙闭巩膜静脉，其余各组大鼠采用巩膜上静脉烙闭法建立慢性高眼

压大鼠模型。加兰他敏组大鼠 ip 4 mg/kg 加兰他敏溶液；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 ip 4 mg/kg 加兰他敏溶液和 30 mg/kg 

ML385。采用便携式动物眼压计测定眼压；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视网膜组织形态及 RGCs 数量；TUNEL 染色检测

RGCs 凋亡情况；试剂盒法检测视网膜组织中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水平；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蛋白表达。结果  与模型组相比，加兰他敏组大鼠眼压降低，视网膜组织病理损伤

得到改善，RGCs 数量增多，RGCs 凋亡率降低，视网膜组织中 SOD、CAT 活性以及 Nrf2、HO-1 蛋白表达水平均升高，MDA

含量降低（P＜0.05）。与加兰他敏组相比，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眼压升高，视网膜组织病理损伤加重，RGCs 数量减少，

RGCs 凋亡率升高，视网膜组织中 SOD、CAT 活性以及 Nrf2、HO-1 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MDA 含量显著升高（P＜0.05）。

结论  加兰他敏可能通过激活 Nrf2/HO-1 信号通路减轻慢性高眼压大鼠 RGCs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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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alanthamine mediated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on RGCs injury in rats with 

chronic ocular hypertension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Forty-eight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operation group, 

model group, galanthamine group, galanthamine + ML385 group, with 12 rats in each group. The rats in the sham operation underwent 

surgical procedures without cauterizing the scleral veins, while the rats in the other groups used cauterization of the superior scleral 

veins to establish the chronic ocular hypertension rat model. Galanthamine group rats ip 4 mg/kg galanthamine solution, galantamine + 

ML385 group of rat ip 4 mg/kg galantamine solution and 30 mg/kg ML385.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was measured by portable animal 

tonometer, retinal tissue morphology and the number of RGCs were observed by HE staining. The apoptosis of RGCs was detected by 

TUNEL staining, the levels of MDA, SOD, and CAT in retinal tissue were measured by kit method. The expression of Nrf2 and HO-1 

proteins in retinal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was 

decreased of rats in galanthamine group, pathological damage of retinal tissue was improved, the number of RGCs were increased, the 

apoptosis rate of RGCs were de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SOD, CAT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Nrf2 and HO-1 proteins in retinal 

tissue were increased, while the content of MDA in retinal tissue was decreased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galanth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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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he intraocular pressure was increased of rats in galanthamine + ML385 group, the pathological damage of retinal tissue was 

aggravated, the number of RGCs were decreased, the apoptosis rate of RGCs were increased, the activities of SOD, CAT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Nrf2 and HO-1 proteins in retinal tissue were decreased, while the content of MDA in retinal tissue was increased 

(P < 0.05). Conclusion  Galanthamine may alleviate RGCs injury in chronic ocular hypertension rats by activating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glaucoma; chronic ocular hypertension; galanthamine; retinal ganglion cells;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MDA; SOD 

 

青光眼是由多因素引起的一种进行性视神经

病变，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常见致盲疾病[1]。

视神经萎缩、视野缺损、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GCs）

丢失是青光眼的主要病理特征，病理性眼压升高是

青光眼发生、发展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病理性

眼压升高引起的不可逆神经损伤也是青光眼致盲

的主要原因[2-3]。因此，青光眼的临床治疗主要集中

在使用药物或手术方法降低病理性眼压[4]，但由于

慢性高眼压直接或间接诱导了 RGCs 损伤，使得降

低病理性眼压治疗并不能完全阻止青光眼神经变

性的不可逆病程[5]。当前，探索预防和缓解 RGCs 损

伤的新靶点和新疗法，降低疾病进展已成为青光眼

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加兰他敏是一种小分子乙酰

胆碱酯酶抑制剂和烟碱受体激动剂，其与烟碱受体

变构位点相互结合，可提高乙酰胆碱内在作用，同

时能够增强大脑胆碱能系统活性，因此，加兰他敏

在临床上被用于改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认知缺

陷[6]。研究表明，加兰他敏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可

改善神经毒剂诱导的神经胶质和生化变化 [7]。

Naguib 等[8]研究报道，加兰他敏在爆炸诱导的间接

创伤性视神经病变小鼠模型中可减轻视神经轴突

变性减少以及视觉功能缺陷。加兰他敏可能是视神

经病变的潜在有效治疗药物。然而，加兰他敏是否

在青光眼相关的慢性高眼压所致 RGCs 损伤中发挥

保护作用尚不清楚。因此，本研究以慢性高眼压大

鼠模型为研究对象，探讨加兰他敏对慢性高眼压大

鼠 RGCs 损伤的影响作用及相关分子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SPF 级 SD 大鼠，雌雄各半，6～8 周龄，体质

量（180±20）g，由新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动物许可证号 SCXK（新）2018-0002。饲养条

件为通风良好，室温 20～25 ℃，相对湿度 55%～

75%，12 h/12 h 光暗循环，自由进食饮水。本实验

经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动物伦理委员会批

准后实施（审批号 K202209-04）。 

1.2  试剂和仪器 

加兰他敏（质量分数≥98%，批号 G125955-100 

mg）购自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公司；核因子 E2 相

关因子 2（Nrf2）/血红素氧合酶-1（HO-1）信号通

路抑制剂 ML385（质量分数＞99%，批号 SML1833-

25 MG）购自西格玛奥德里奇（上海）贸易公司；

苏木精–伊红（HE）染色试剂盒、增强型化学发光

（ECL）试剂（批号 HZ2144、HZ0164）购自上海沪

震实业有限公司；TUNEL 染色试剂盒（批号

CA1040）购自北京杰辉博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丙

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

酶（CAT）检测试剂盒（批号 BLL100304E、

BLL100322E、BLLX8426J）购自上海佰利莱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二喹啉甲酸（BCA）蛋白测定试剂盒

（批号 FT-P91144T）购自上海梵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Nrf2、HO-1、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

一抗（批号 ab62352、ab305290、ab8245）以及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山羊抗兔 IgG 二抗（批号

ab150077）均购自艾博抗（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ICARETONOVET 型便携式动物眼压计（上海

弗安企业发展有限公司）；WFL-200Z 型光学显微镜

（深圳微特视界科技有限公司）；MF53-M 型倒置荧

光生物显微镜（山东千司科学仪器有限公司）；YK-

SY96A 型多功能酶标仪（山东云科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WD-9413C 型多功能凝胶成像系统（山东欧莱

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慢性高眼压大鼠模型的建立  大鼠饲养 1 周

适应环境后，将右眼定为实验眼，参照文献报道，

采用巩膜上静脉烙闭法造模[9]：ip 3%戊巴比妥钠对

大鼠进行全身麻醉，并用 0.5 %盐酸丙美卡因滴眼

液行右眼表面麻醉。撑开大鼠右眼上下眼睑及颞侧

眼睑，在距角巩膜缘约 1 mm 处，于 11 点方向剪开

球结膜，钝性分离筋膜，将角巩膜缘后 3～4 mm 处

发现的 3 支丛状、色暗红、较粗的巩膜静脉用止血

器依次进行烙闭。近角巩膜缘段血管充血怒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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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巩膜缘段血管血流消失，血管无连接点，且无新

鲜出血，表明烙闭成功。术后检测大鼠的眼压超过

22 mm Hg（1 mm Hg＝133 Pa）即表示造模成功。

术后用生理盐水冲洗术眼结膜囊，平复球结膜，用

左氧氟沙星滴术眼，大鼠麻醉苏醒后入笼。术后 1

周以左氧氟沙星滴术眼，2 次/d。左眼不作处理。 

1.3.2  实验分组和给药干预  48 只 SD 大鼠随机分

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加兰他敏组、加兰他敏＋

ML385 组，每组 12 只。假手术组大鼠进行与造模

同样的操作但不烙闭巩膜静脉。模型组、加兰他敏

组、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均建立慢性高眼压模

型。造模成功后，参照文献报道[10]并结合预试验结

果进行给药干预，加兰他敏组大鼠 ip 4 mg/kg 加兰

他敏溶液；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 ip 4 mg/kg 加

兰他敏溶液和 30 mg/kg ML385；假手术组和模型组

大鼠均 ip 等体积的生理盐水，1 次/d，均连续给药

14 d。 

1.3.3  大鼠眼压测定  大鼠清醒状态下采用便携

式动物眼压计测定大鼠眼压，眼压为 3 次测试结果

的平均值。分别测定造模前 3 d、造模后 30 min、造

模后 1、7、14 d 大鼠眼压，测量时间为每天上午

10:00～11:00。 

1.3.4  样本采集  给药结束后，对大鼠实施安乐

死，完整取出眼球，每组分别取 6 只大鼠眼球置于

4%多聚甲醛溶液固定，6 只大鼠眼球在显微镜下剥

离视网膜组织，保存于−80 ℃冰箱备用。 

1.3.5  HE 染色  HE 染色观察视网膜组织形态及

RGCs 数量。取固定后的大鼠眼球进行石蜡包埋，

沿大鼠眼球视神经长轴方向行连续切片，切片厚度

为 5 μm。切片在 60 ℃烘烤 2 h 后，脱蜡至水，用

苏木精染色 10 min，自来水洗涤 1 min，1%盐酸乙

醇分化30 s，自来水洗涤后，1%伊红染液染色5 min，

常规透明、封片，显微镜下观察视网膜组织形态以

及大鼠 RGCs 数量。 

1.3.6  TUNEL 染色检测 RGCs 凋亡  切片脱蜡、

水化后，用蛋白酶 K 溶液于 37 ℃处理 15 min，清

洗，置于 0.3%过氧化氢溶液中室温孵育 30 min，清

洗切片，滴加 50 μL TUNEL 混合液，37 ℃避光孵

育 60 min，清洗后，加入 50 μL 链转化 POD 于 37 ℃

孵育 30 min，滴加 DAB 显色液孵育 10 min，自来

水冲洗，苏木素复染，脱水、透明、封片，在荧光

显微镜下拍照。计算 RGCs 凋亡率。 

RGCs 凋亡率＝RGCs 凋亡细胞数/RGCs 总细胞数 

1.3.7  大鼠视网膜氧化应激水平检测  取大鼠视

网膜组织制成组织匀浆液，离心收集上清液，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检测视网膜组织中 SOD、CAT、MDA

水平。 

1.3.8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  从大鼠视网膜

中提取总蛋白，用 BCA 蛋白测定试剂盒定量蛋白

质浓度。取定量蛋白质由 SDS-PAGE 分离，并转移

到 PVDF 膜上。将膜在含 5%脱脂干奶的阻断缓冲

液中阻断 1 h，用 PBST 缓冲液清洗，并与 Nrf2（1∶

500）、HO-1（1∶500）、GAPDH（1∶1 000）一抗

在 4 ℃下孵育 1 h，用 PBST 清洗膜，与辣根过氧

化物酶标记的山羊抗兔 IgG 二抗（1∶2 000）室温

孵育 1 h，用 PBST 清洗膜，以 ECL 试剂显影，凝

胶成像系统采集图像。以 GAPDH 为内参对照，目

的蛋白相对表达量以目的蛋白与 GAPDH 的灰度值

之比表示。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示

为x ± s，若符合正态分布，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若不

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加兰他敏对大鼠眼压的影响 

造模后 30 min 和造模后 1 d，模型组、加兰他

敏组、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眼压较假手术组均

显著升高（P＜0.05），造模后 7、14 d，与假手术组

相比，模型组大鼠眼压显著升高（P＜0.05）；与模

型组相比，加兰他敏组大鼠眼压显著降低（P＜

0.05）；与加兰他敏组相比，加兰他敏＋ML385 组大

鼠眼压显著升高（P＜0.05），见表 1。 

2.2  加兰他敏对大鼠视网膜病理形态的影响 

假手术组大鼠视网膜结构完整，层次清晰，细

胞排列整齐，RGCs 呈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模型

组大鼠视网膜明显变薄，结构紊乱，RGCs 数目减

少，形态不规则、且排列错乱，可见部分细胞核裂

解、变性，内外核层排列疏松。加兰他敏组大鼠视

网膜各层次结构较为规整，层次清晰，RGCs 形态

大致正常，排列规则，内外核层排列稍紊乱，视网

膜病理损伤较模型组明显减轻；加兰他敏＋ML385

组视网膜结构较紊乱，RGCs 形态不规则，排列较

错乱，内外核层排列疏松，视网膜病理损伤较加兰

他敏组明显加重，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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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加兰他敏对大鼠眼压的影响（x ± s，n = 12） 

Table 1  Effect of galanthamine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in rats (x ± s, n = 12 ) 

组别 
剂量/ 

(mg∙kg−1) 

眼压/mm Hg 

造模前 3 d 造模后 30 min 造模后 1 d 造模后 7 d 造模后 14 d 

假手术 — 11.54±0.92 12.46±1.09 11.88±1.05 11.83±0.98 11.79±0.95 

模型 — 11.48±0.95 30.57±3.46* 26.48±1.85* 26.10±1.54* 25.86±1.60* 

加兰他敏 4 11.60±0.91 30.35±3.52* 25.73±1.69* 19.42±1.49# 16.89±1.31# 

加兰他敏＋ML385 4＋30 11.57±0.89 30.49±3.63* 26.08±1.73* 23.50±1.54& 19.33±1.45& 

与假手术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与加兰他敏组比较：&P＜0.05（1 mm Hg＝133 Pa） 

*P < 0.05 vs sham operation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P < 0.05 vs galanthamine group（1 mm Hg＝133 Pa） 

 

图 1  加兰他敏对大鼠视网膜病理形态的影响（HE，×200） 

Fig. 1  Effect of galanthamine on pathological morphology 

of retina in rats (HE staining, ×200) 

2.3  加兰他敏对大鼠 RGCs 数量的影响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RGCs 数量显著

减少（P＜0.05）；与模型组相比，加兰他敏组大鼠

RGCs 数量显著增多（P＜0.05）；与加兰他敏组相

比，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 RGCs 数量显著减少

（P＜0.05），见图 2。 

 
与假手术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与加兰他

敏组比较：&P＜0.05 
*P < 0.05 vs sham operation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P < 

0.05 vs galanthamine group 

图 2  加兰他敏对大鼠 RGCs 数量的影响（x ± s，n = 12） 

Fig. 2  Effect of galanthamine on the number of RGCs in 

rats (x ± s, n = 12 ) 

2.4  加兰他敏对大鼠 RGCs 凋亡的影响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RGCs 凋亡率显

著升高（P＜0.05）；与模型组相比，加兰他敏组大

鼠 RGCs 凋亡率显著降低（P＜0.05）；与加兰他敏

组相比，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 RGCs 凋亡率显

著升高（P＜0.05），见图 3、4。 

 

图 3  加兰他敏对大鼠 RGCs 凋亡的影响（TUNEL 染色，

×400） 

Fig. 3  Effect of galanthamine on apoptosis of RGCs in rats 

(TUNEL staining, ×400) 

2.5  加兰他敏对大鼠视网膜组织氧化应激水平的

影响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SOD、CAT 活性均显著降低，MDA 含量显著升高

（P＜0.05）；与模型组相比，加兰他敏组大鼠视网膜

组织中 SOD、CAT 活性显著升高，MDA 含量显著

降低（P＜0.05）；与加兰他敏组相比，加兰他敏＋

ML385 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SOD、CAT 活性均显

著降低，MDA 含量显著升高（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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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假手术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与加兰他

敏组比较：&P＜0.05 

*P < 0.05 vs sham operation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P < 

0.05 vs galanthamine group 

图 4  加兰他敏对大鼠 RGCs 凋亡率的影响（x ± s，n = 12） 

Fig. 4  Effect of galanthamine on apoptosis rate of RGCs in 

rats (x ± s, n = 12 ) 

2.6  加兰他敏对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信

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

与模型组相比，加兰他敏组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P＜0.05）；

与加兰他敏组相比，加兰他敏＋ML385 组大鼠视网

膜组织中 Nrf2、HO-1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P＜

0.05），见图 5。 

3  讨论 

青光眼是全球不可逆失明的主要原因，其特征

是 RGCs 的逐渐丧失。有研究估计，目前全球约有

60 万人患有青光眼，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增长，

青光眼发病率呈持续升高趋势[11]。病理性眼压升高

被认为是青光眼的关键危险因素，因此许多学者通 

表 2  加兰他敏对大鼠视网膜组织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x ± s，n = 12） 

Table 2  Effects of galanthamine on oxidative stress in retinal tissue of rats (x ± s, n = 12 ) 

组别 剂量/(mg∙kg−1) SOD/(U∙mg−1) CAT/(U∙mg−1) MDA/(nmol∙mg−1) 

假手术 — 8.17±1.62 11.53±1.82 6.92±0.75 

模型 — 2.31±0.86* 3.61±1.06* 20.58±0.95* 

加兰他敏 4 6.54±1.25# 9.87±1.35# 12.43±1.64# 

加兰他敏＋ML385 4＋30 4.72±1.08& 6.55±1.17& 16.71±0.83& 

与假手术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与加兰他敏组比较：&P＜0.05 

*P < 0.05 vs sham operation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P < 0.05 vs galanthamine group 

 

与假手术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比较：#P＜0.05；与加兰他

敏组比较：&P＜0.05 

*P < 0.05 vs sham operation group; #P < 0.05 vs model group; &P < 

0.05 vs galanthamine group 

图 5  加兰他敏对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信号通路

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x ± s，n = 12） 

Fig. 5  Effect of galanthamine on expression of Nrf2/HO-1 

signaling pathway related proteins in rat retina(x ± s, 

n = 12 ) 

常选择诱导病理性眼压升高来构建青光眼动物模

型，以了解其潜在病理[12-13]。本研究参照文献方法

建立了慢性高眼压大鼠模型，检测发现大鼠眼压升

高、RGCs 丢失、视网膜组织可见明显病理损伤，

说明慢性高眼压模型建立成功，可以模拟青光眼

RGCs 病理性损伤的过程。研究表明，加兰他敏在

血管认知障碍[14]、脊髓损伤[15]、创伤性脑损伤[16]等

神经疾病的动物模型中可能具有神经元或神经保

护作用。RGCs 是存在于视网膜内的主要细胞，有

助于视觉的产生和传输。由于 RGCs 不能再生，

RGCs 的丢失会产生视觉缺陷，包括不可逆的失明。

RGCs 进行性变性是包括青光眼在内的视网膜退行

性疾病的一个标志[17]。本研究探索加兰他敏在青光

眼进展过程中对 RGCs 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加

兰他敏干预模型大鼠后，大鼠眼压明显降低，视网

膜组织病理损伤显著减轻，RGCs 数量明显增多。

此外，本研究检测 RGCs 的凋亡情况，发现加兰他

敏明显减少 RGCs 凋亡。表明加兰他敏在慢性高眼

压诱导的 RGCs 损伤中提供保护作用。 

视网膜中的氧化应激，由衰老、谷氨酸兴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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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高血糖和缺血引起，是青光眼、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等疾病的触发因素，视觉系统中光感受器、

视网膜神经节神经元等对氧化损伤特别敏感[18]。研

究发现 [19]，病理性眼压升高诱导的氧化应激是

RGCs 凋亡、死亡或轴突再生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

分。因此，调控视网膜氧化应激可能是保护 RGCs

免受病理性眼压升高所致损伤的有效途径。

Sangaleti 等[20]研究发现，加兰他敏能够通过提高抗

氧化酶 SOD、CAT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减轻

代谢综合征受试者的氧化应激。此外，Kandil 等[21]

报道，鼻内加兰他敏/壳聚糖复合物纳米颗粒通过降

低 MDA 含量、增强谷胱甘肽和 SOD 活性的抗氧化

作用在大鼠大脑中发挥神经保护潜力。本研究中，

慢性高眼压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SOD、CAT 活性均降

低，MDA 含量升高，存在显著的氧化应激反应，加

兰他敏干预明显升高了 SOD、CAT 活性，降低了

MDA 含量。提示加兰他敏可能通过抗氧化作用减

轻慢性高眼压大鼠视网膜组织损伤和 RGCs 损伤。 

转录因子 Nrf2 是细胞响应氧化应激的中枢调

节因子，正常情况下，Nrf2 与 kelch 样 ECH 相关蛋

白 1（Keap1）结合，在细胞质中以无活性的异源二

聚体存在。当细胞受到氧化应激刺激时，异源二聚

体复合物被破坏，Nrf2 被释放并转运到细胞核中，

激活 HO-1 蛋白等一系列下游基因，在氧化应激下

调节细胞防御[22-23]。大量证据表明，Nrf2 信号通路

在青光眼进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有报道称，抗氧化

剂曲美他嗪通过 Nrf2/HO-1 途径抑制急性青光眼小

鼠 RGCs 的凋亡[24]。Wang 等[25]研究揭示，Nrf2/HO-

1 信号通路的激活显著降低了青光眼慢性高眼压大

鼠 RGCs 的凋亡和损伤，是预防青光眼 RGCs 变性

的潜在靶点。本研究检测结果显示，慢性高眼压大

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蛋白表达水平较正常

大鼠明显降低，提示慢性高眼压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信号通路处于抑制状态，在加兰他敏干

预后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升高。该结果表明加兰他敏激活了慢性高眼压

大鼠视网膜组织中 Nrf2/HO-1 信号通路。ML385 是

一种新型特异性 Nrf2 抑制剂，本研究使用 ML385

作为 Nrf2/HO-1 通路的抑制剂来验证加兰他敏对慢

性高眼压大鼠 RGCs 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显示，

ML385 的干预明显减弱了加兰他敏对慢性高眼压

大鼠 RGCs 损伤的改善作用。这表明加兰他敏可能

通过激活 Nrf2/HO-1 信号通路来减轻慢性高眼压大

鼠 RGCs 损伤。 

综上所述，加兰他敏能够减轻慢性高眼压所致

RGCs 损伤，对实验性青光眼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加兰他敏的 RGCs 保护作用可能与激活 Nrf2/HO-1

信号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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