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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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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
青光眼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病，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近8000

万青光眼患者。

发病机制
青光眼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遗传、环境、生活习惯等多种因素，
其中眼压升高是其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青光眼定义
青光眼是一种慢性、进行性视神经病变，以特征性视神经萎缩和
视野缺损为共同特征，病理性眼压增高是其主要危险因素。

青光眼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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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休克蛋白（HSPs）是一类在生物体受到高温、

缺氧、重金属等应激条件时，合成量迅速增加的

蛋白质。

热休克蛋白定义

HSP72是热休克蛋白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具有分

子伴侣、抗氧化应激、抗细胞凋亡等多种生物学

功能。

HSP72的作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HSP72在青光眼的发生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其表达水平与青光眼严重程度密

切相关。

HSP72与青光眼的关系

热休克蛋白与HSP



本研究旨在探讨热休克蛋白反应对青光眼模型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RGCs）中HSP72生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

研究目的

通过深入研究HSP72在青光眼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为青光眼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靶点，具有重要

的科学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同时，本研究结果还可为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与意义



青光眼模型大鼠的构建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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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显微注射技术，向前房内注射高渗溶液或微
粒物质，模拟青光眼眼压升高的病理过程。

前房注射法

利用激光对大鼠眼前段结构进行光凝，破坏房水
流出通道，导致眼压升高。

激光光凝法

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构建特定基因缺陷的大鼠模
型，模拟青光眼相关基因突变。

基因工程法

模型构建方法



使用眼压计定期测量大鼠眼压，
评估模型眼压升高程度及持续时

间。

眼压测量
通过眼底镜、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等
技术，观察视网膜神经节细胞
（RGCs）的形态学改变。

视网膜形态学观察

采用视觉电生理检查、视野检测等
方法，评估模型视功能损害程度。

视功能检测

模型评估指标



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和检测，青光眼模型大鼠的眼压、视网

膜形态学和视功能等指标应保持稳定，无明显自然恢复或恶

化趋势。

模型稳定性

青光眼模型大鼠应能够准确模拟人类青光眼的病理生理过程，

包括眼压升高、RGCs损伤和视功能下降等关键特征。同时，

模型应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以便于进行后续的实验研

究。

模型可靠性

模型稳定性与可靠性



热休克蛋白反应对RGCs中HSP72生成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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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与处理

将实验大鼠分为正常组、青光眼模型组、热休克处理组等，进

行相应处理。

01

建立青光眼模型

采用大鼠作为实验对象，通过前房注射高渗盐水建立青光眼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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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休克蛋白反应诱导

对模型大鼠进行热休克处理，诱导热休克蛋白反应。

实验设计与方法



RT-PCR检测

提取各组大鼠RGCs总RNA，通过RT-PCR方法检测

HSP72 mRNA表达水平。

免疫荧光染色

对各组大鼠RGCs进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

HSP72在细胞内的定位和表达情况。

Western blot检测

提取各组大鼠RGCs总蛋白，通过Western 

blot方法检测HSP72蛋白表达水平。

HSP72表达水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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