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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作用力对TNF-ot抗原/抗体二维反应的影响，不仅可以从二维反应动力学角度评价TNF-(x抗体的活性，而且

可以深人理解TNF-a抗原和抗体分子相互作用的规律，对于医学上设计小分子TNF-a抗体药物和评价其活性具有重

要的理论指导和实际意义。

    原子力显微镜(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FM)可以在皮牛量级测得不同力学条件下抗体/抗原分子间的作用
力〔‘一‘〕，或键的解离力。选取抗TNF一a鼠源单克隆全抗体(Fc + F(ab)2 )、鼠源单克隆抗体功能片段(F(ab)2)和人源化
单克隆抗体功能片段(F(ab)2)作为实验对象，前两种抗体为后一种(具有重要临床治疗价值)的对照。实验过程中，分
别将TNF一a抗原和抗体分子物理吸附在云母片和AFM针尖上，然后用1 % BSA缓冲溶液封闭云母片和针尖上未吸

附抗原和抗体分子的位点，以减少非特异反应。通过靠近一接触一分离循环的重复实验，可以测得抗原和抗体分子间

的成键概率和键的解离力。已经设计了一组空白和阻断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了抗原/抗体反应的特异性。

    实验结果表明，与选择素/配体解离的情形类似，TNF一a抗原/抗体间的解离力满足正态分布，而非一定值;TNF

一a抗原/抗体解离力峰值大于选择素/配体的值，这主要是因为前者的反应亲和性较后者高3个数量级。同时，不同

进针速率(作用力)、回拉速率和接触时间等影响抗原/抗体反应的成键概率和键的解离力。基于小系统概率动力学模

型〔’一’“〕，可从成键概率一接触时间曲线得到二维反应动力学常数，从而评价反应亲和性;在相同接触时间和回拉速率
下，进针速率对反应动力学常数和键解离力的影响可以反映作用力对抗原与抗体分子结合过程结合能量变化和结合

状态的影响;在相同接触时间和进针速率下，回拉速率对键解离力的影响可以反映作用力对抗原与抗体分子解离过程

解离能量变化和解离状态的影响。上述结果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抗原与抗体分子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反应亲和性和键

解离力的测试和评价方法与抗体同源模建方法相结合，有可能为抗体活性中心的确定、从而为小分子药物设计平台的

建立提供方法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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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管在细胞可变形性中的作用 抗拒微丝产生的张力

                      张毅奕，陶祖莱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中科院力学所，北京100080,E一mail: zyyrhy@ yahoo. com

    细胞的形态和力学性质或者说细胞的可变形性，决定了细胞对载荷的敏感程度。例如，剪应力持久作用可导致血

管内皮细胞长轴沿流场方向排列，同时伴随细胞弹性模量的显著增高以及作用在细胞表面的剪应力梯度的显著降低。

与此相对应，同一剪应力条件不再能诱导重排后的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相应的生物学效应，如细胞膜上牵拉敏感离子通

道的开放、胞内Cat+浓度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 B链mRNA的转录水平的增高等。这些证据表明，细胞的可

变形性是细胞得以分辨其已经适应的和未适应的载荷的一种机制。

    细胞的可变形性取决于细胞骨架的三维结构和力学行为，剪应力持久作用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重排就是微丝骨

架重排的结果。因此，深人理解细胞骨架的力学行为并建立相应的理论框架将有助于阐明细胞功能的力学调控现象。

目前广为接受的一类理论框架是细胞的张力模型，认为细胞本身具有由微丝产生的张力，此张力是细胞抗拒变形的主

要因素。根据对胞内张力分布以及细胞如何平衡胞内张力的不同看法，此类模型主要分为两种，即弹性皮层一粘性胞

质模型( elastic cortex一viscous cytosol)和张力整体模型(tense颤ty model)。前者的实验基础是细胞的微管吸吮实验，认
为胞内张力主要存在于细胞膜下皮层中的微丝网络，胞内渗透压和胞外粘附位点是其主要平衡因素，而细胞质表现为

粘性液体力学行为，微管漂浮于其中。后者借鉴建筑学中的张力整体模型，认为细胞内存在连续张力元件和非连续压

力元件，张力元件主要是微丝网络，其产生的张力连续分布于整个细胞中，而压力元件包括胞外粘附位点和微管，因而

细胞质表现为固体力学行为。这两种模型之间的关键差别之一是微管在细胞可变形性中的作用，即微管能否抗拒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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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产生的张力。

    为了明确微管的作用，我们发展了氧等离子体硫化制作可变形硅胶薄膜培养基底的方法。其基本出发点是，建立

能够灵敏反应细胞力学平衡状态偏移的实验体系，通过工具药物选择性地破坏细胞骨架，观察细胞力学平衡的偏移，

从而验证特定细胞骨架成分的力学作用。由于薄膜基底刚度很小，细胞与基底间的力学相互作用可使其产生显著的

皱褶变形，细胞力学平衡的偏移也可直观地表现为皱褶变形的变化。与Harris等人发展的加热硫化法相比，此法制作

的硅胶基底具有亲水表面和较高的表面张力，细胞可在30一60min内粘附并使基底产生皱褶，因而能够更加客观地显

示细胞的力学平衡状态。

    利用该体系我们进行了一些初步实验。培养在可变形硅胶基底上的人成纤维细胞和牛主动脉内皮细胞，以细胞松

弛素D和秋水仙素分别破坏微丝和微管，我们观察到:破坏微丝可使基底的皱褶变形迅速减少并趋于消失，表明基底承

受张力的减小;而破坏微管时，基底皱褶变形呈现双时相变化，即初期增强(< 20min )和后期减弱(> 20min )。初期增强

表现为原有皱褶的延长和/或新皱褶的出现，此时细胞铺展面积没有明显变化;后期减弱则表现为基底皱褶逐渐消失，同

时伴随细胞铺展面积的减小。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微管确实可以平衡微丝的张力，当微管逐渐破坏时，其承受的张力同

步转移到胞外粘附位点，基底皱褶变形因而增强。至于皱褶变形的后期减弱，可以这样解释:胞内张力的转移导致胞外

粘附位点承受的应力逐渐增高，达到一定程度后，粘附位点逐渐被拉断破坏，细胞铺展面积因而逐渐缩小，被破坏的粘附

位点所承受的张力也回转到细胞内，因而皱褶变形逐渐减弱消失。为了验证这一解释，我们以胰蛋白酶破坏胞外粘附位

点，处理初期即粘附位点少量减少时，皱褶变形确实显著增强，表明粘附位点承受应力增大可导致皱褶变形的增强，而当

大部分粘附位点破坏后即细胞铺展面积显著减小时，基底皱褶逐渐消失，表明张力向细胞内的转移。

    这些初步结果表明微管可以平衡微丝产生的张力，与张力整体模型相吻合。

    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
          聚集模式的一种离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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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基网柄菌(Dictyostelium discoideum)因为其独特的生命周期成为发育生物学特别是生物模式形成广泛研究的
模式生物。网柄菌的单倍体细胞从抱子壳中孵化，像陆地阿米巴一样生活，并通过细胞有丝分裂无性生殖。当食物供

给耗尽时，阿米巴会在某个区域聚集，并在其点上集合成蜻瑜( slug)状聚集体。而当此蛤输迁移到适当的地方，又将形
成植物状的子实体并释放新的抱子细胞。网柄菌的生命周期对于多细胞生命体来说虽然是不典型的，但是它的一些

发育特征却可作为高等真核生物中相似事件如聚集，细胞分化，模式形成等的事例进行研究。

    盘基网柄菌的聚集主要是由环腺昔单磷酸(cAMP)诱导的。饥饿的细胞脉冲发射CAMP，将其邻域细胞引诱向一

个中央位置。CAMP信号只能传播大约6个跨膜细胞结构距离，在这个邻域内的细胞的表面受体蛋白检测到信号后将

做出两种应答:向信号发射源以大约2个细胞直径每100秒的速度迁移;经过大约12秒的延迟后发射自身的CAMP信

号。这样相当于中心细胞的。AMP信号逐步向周围传递开去，并诱导细胞向中心聚集。

    以往对盘基网柄菌的聚集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连续方法(建立CAMP信号的波动方程和细胞的(反应)扩

散方程，求解偏分方程)，半离散方法(建立CAMP信号传播的连续场方程和细胞在其中的离散运动)。其中半离散方

法中，细胞对。AMP信号场的反应主要是对其梯度的应答。但是，很多实验证实，网柄菌细胞体对CAMP信号的应答只

对其波前敏感，也就是说cAMP信号只是起到一种诱导“开关”的作用。

    本文基于这种诱导“开关”的思想，将CAMP信号的传播也离散化处理，提出一种完全离散的模型，并运用元胞自

动机(cellular automata)方法分析模拟了盘基网柄菌的聚集模式。文中选用四边形元胞，每个网柄菌由网格中的一个

元胞表征，无内部结构。细胞在聚集过程中不增殖、分化、凋亡。

蛋白质吸附和竞争吸附对 ROS 17/2. 8细胞粘附和生长的影响

                      应佩青，靳刚，陶祖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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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材料表面的粘附是贴壁依赖型细胞生长的前提。普遍认为细胞粘附过程受细胞表面的受体与细胞外基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