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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慢性瘙痒的原因

日本九州大学等组成的国际研究组在论文中说，

皮肤瘙痒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反复抓挠导致神经中特

定蛋白质增加，提高了神经的活动量。根据这一研究

成果，有望开发出治疗瘙痒的药物。

感到瘙痒时，抓挠几下就能解痒，被认为是清除

螨虫等异物的自我防卫反应。但是，特异性皮炎和接

触性皮炎伴随的慢性强烈瘙痒，在反复抓挠后只会更

加严重。

因此，研究小组因此对患有异位性皮炎和涂抹异

物引起的接触性皮炎的老鼠进行实验后发现，反复抓

挠使老鼠脊髓神经中向大脑发送皮肤瘙痒信号的“瘙

痒传导神经”的活动增强。而通过剪指甲抑制抓挠刺

激后，这种神经活动就不会提高。

他们还发现，反复抓挠皮肤会刺激连接皮肤和脊

髓的感觉神经，使“NPTX2”蛋白增加，并运送至脊髓，

增加瘙痒传导神经的活动。没有NPTX2的老鼠，瘙痒

传导神经活动降低，瘙痒减轻了三成。

1996年，该研究组就发现了NPTX2。而在瘙痒传

导神经中，谷氨酸受体的相关反应也在提高，研究人

员于是发现了NPTX2的新功能。

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人员阐明了这样的原理：

反复抓挠感到瘙痒的皮肤，会增加感觉神经中的

NPTX2，NPTX2通过神经被运送到脊髓，从而增加瘙

痒传导神经的活动，进而产生瘙痒（如图）。以前认为

“瘙痒和抓破的恶性循环”主要原因在皮肤，但现在发

现神经系统也参与其中，NPTX2则起着重要作用，这

些因素一起导致了慢性瘙痒。

（高凌云编译自 2022年 6月 1日 Science Portal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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