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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猫附强度
,

并与细胞培养级的塑料片进行了比较
。

实驻胜占果表明
,

多聚赖氨酸衣被有效的促进了细胞

在聚合物表面的猫附生长
,

从而实现在 多孔三维支架上构建工程组织
。

温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

刘建刚 ” 钱民全 彭荣获 赵笃凤 钱大兴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北京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二十年前
,

我们提出在测量体外血栓形成时
,

统一采用 恒温 ’】以便于比较
。

当时的考虑是因为

人的体温是
,

而血栓在体内也是在体温情况下形成的
。

为了深入研究体外血栓形成各种因素的影响
,

我们研究了温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
。

在 时
,

测量体外血栓形成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
,

已为临床诊治
、

药物筛选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

国外许多的文献表明
,

是在室温下测量人工血栓形成的
。

我们原来在基金申请时认为
,

如果形成血栓的有

形成分不受温度的影响的话
,

那么
,

和室温的其它相同条件下形成的血栓的重量也是相同的
。

经我

们在 和室温下人工形成血栓
,

发现它们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

如果为比较
,

大家采用室温形成血栓
,

也是有可比性
。

和我们类似
,

文献也做过存贮温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
,

不过他们是以特征血栓形成时间作为指标的
,

他们发现对于相 存贮时间
,

温度为
、 、 ,

随着温度的提高
,

特征血栓形成时间逐渐增加
。

我们认为
,

血液形成血栓
,

血液必须处在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
,

这时在一定的流动条件下就可能形成

血栓
。

健康人的血液在体内不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
,

所以不会形成体内血栓
。

对于有血栓的病人
,

他

一定曾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
。

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时
,

在一定的流动条件下
,

就可形成不可逆的

血栓
。

即使是血栓病人也不是永远处于激发状态的
,

否则这个人一直形成血栓
,

也就活不成了
。

而在体外
,

在 和室温条件下
,

不管任何健康人和血栓病人
,

都要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
,

所以任何人的血液

在 圆环中转动以后
,

都要形成血栓
,

只不过血栓形成的时间
、

重量
、

长度不同而已
。

人们就用

这些参数的不同
,

来判断健康人和血栓病人患病的状况
。

在 以下的情沉下 实验时实际温度为
一

一
,

我们利用 圆环来形成血栓没有成功
。

对于我们的这一发现
,

是有其重要的意义的
。

人们可以用迅速冷冻的方法贮存血液
,

使用时迅速解冻
,

这

样血液是不会形成血栓的
。

迅速低温冷冻动物 如鱼类等
,

以后又迅速解冻
,

动物可以恢复活性的实验

已经成功
。

联系我们上述的实验
,

就可以理解这种实验了
。

也许不久的将来可以对人本身加以冷冻
,

而解

冻后使人重新恢复活力
。

如果保证实验时几何相似
、

动力学相似 温度对血液粘度的改变
,

调整 圆环转动速度
,

使

雷诺数相同等
。

我们曾提出用室温代替 恒温来形成人工血栓
,

以方便检查并益于推广
。

然而实验后发现血栓形成受多种流动条件的影响
,

更与血液的生化条件有关
。

为此
,

我们仍然建议

各单位采用统一的实验温度为好
,

原则上室温也可以采用
,

但室温国外常采用
,

而我国则常采用

或 ℃
,

反而又不统一
,

所以大家采用 作为统一的实验温度是可取的
。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

流速对 国环中形成人工血栓的影响

钱民全 彭荣获 赵笃凤 钱大兴 刘建刚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 北京

血液在毛细管内与大动脉内的流动速度可以相差 一 个量级
,

它们相应的雷诺数在
一

, 到 一 之间
。

因此研究血液流动速度对血栓形成的影响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因为人们希望体外血栓形成与在体内形成血

栓的流动条件有相似性
,

将体外流动速度调整到在体流动的速度
,

从而使其有可比性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

有人将特征血栓形成时司 。 。 ,

或血栓形成时旬

和流动凝结时间 作为人工血栓形成的检测指标
。

对于

一采血时间以后
,

有人在直径
、

管内径 的圆环上
,

做了
, ,

转 分的人工血栓形成实

验
,

发现它们都能形成血栓随着旋转速度的提高
,

特征血栓形成时间增加
,

但不与特征时间成正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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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到形象和方便起见
,

提出以血栓湿干重和长度作为检测指标
。

我们的实验表明
,

在一定流

速范围内
,

流速对形成血栓和长度重量影响不大
。

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存在血栓形成的极限时间
,

在此时间

以前
,

血液的有形成分者肠聚集到血栓中去了
。

我们的实验还发现
,

利用血栓形成后剩余的血液再在

圆环转动是不能形成血栓的
。

速度更低一些
、

更高一些对血栓形成的影响如何呢 我样知道
,

如果血流速度为 。
,

血液要凝因在圆

内
。

我们和文献在相同几何条件下将转速减到 转 分
,

开始时
,

血液仍在圆环中转动
,

有的实验仍能形

成血栓
,

但血栓长度增加许多 有的实验到后来血栓跟着圆环转动
,

血液凝固在圆环内了
。

在一般文献中

认为凝块就是血栓
,

因为凝块通常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

起的堵塞作用是和有结构血栓一样的
,

所以从低速

时形成血栓这个意义上讲
,

血液凝块就是血栓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

有意思的是
,

我们将转速增加到 转

分
,

血液在 圆环内就不形成血栓
。

这说明血流速度较低时
,

更容易形成血栓
。

这在临床上常见下肢静脉血栓和闭塞性静脉炎就是如此

而血流速度较高时
,

不容易形成血栓
,

通常在大动脉中血流速度较大
,

所以不容易形成血栓
。

在通常血液流动速度时
,

如果血液处于血栓形成的激发状态
,

血栓就可以形成
。

为了各单位间的可

比性
,

在同一几何尺寸下
,

采用统一的 圆环转速来形成人工血栓为好
。 ’

国家 自然科学墓金资

助项 目

红细胞膜结构的改变对红细胞脆性的影响

孙大公 李玉梅 喀蔚波 文宗唯

北京医科大学物理教研室 北京

红细胞脆性的增加会导致细胞的溶血
,

使红细胞寿命缩短
。

有研究指出随着红细胞的老化
,

其膜结

构发生变化
,

导致红细胞脆性增加
,

使之易溶血
。

等用不饱和卵粼旨置换正常人红细胞中的卵磷

脂
,

但不改变其含量
,

结果发现
,

随着膜中卵硼旨不饱和度的增加
,

红细胞稳定性下降
,

渗透脆性增加
。

而红细胞结构的改变对可以认为是导致红细胞脆性 机械定性 变化的分子基础
。

本文通过不 浓度胰蛋

白酶
、

戊二醛对红细胞的处理
,

造成红细胞膜蛋白结构的改变
,

用新型激光衍射法测量了这些样品的弹性

模量 及变形指数 用不同渗透压的缓冲液及施加剪切力
,

造成细胞不同程度溶血
,

测量红细胞的渗透

脆性和机械脆性
。

发现不同浓度胰蛋白酶处理的红细胞由于膜的损伤使红细胞的变形指数下降
,

弹性模量

增大
,

渗透脆性和机械脆性增加
。

用戊二醛处理的红细胞的变形指数下降
,

弹性模量 增大
,

但红细胞

的渗透脆性和机械脆性下降
,

机械稳定性提高
。

双向流动片层透析式空间细胞培养及其地基模拟装里

王战会 胡江 应佩青 陶祖莱

中科院力学所 北京

在微重力环境下的细 树音养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地面上的细肚梦合养技术
。

它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微

重力环境下
,

重力对流趋于消失
。

单靠扩散难以维持细胞正常生长所必须的化学微环境的稳态
。

故必须从

传统的静态培养发展为动态 流动式 培养 培养液流动引起的应力必然会影响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微重力环境下不允许气 液自由界面存在
,

故气体交换和供应和传统培养方法截然不同
。

为了适应微

重力下细胞培养的要求
,

我们设计了双向流动片层透析式空间细胞培养装置
。

双向流动片层透析式空间细胞培养装置由片层膜培养室
、

微型输液泵
、

气液交换器等几部分组成封

闭体系
。

培养液在培养室 上
、

下膜的外表面连续双向流动以实劝肚吝养室内培养液与室夕晰鲜培养液之间的

营养物质交换
。

培养室的表面积 体积比达到
,

因此具有较大的交换面积
。

培养室的结构设计新

颖
,

多个培养室可以方便地叠加起来进行细胞培养
,

能够较大提高培养体积 装置质量比
。

实验中选用的

培养膜的孔径为 卜
,

营养成分和代谢废物可透过微孔自由扩散
,

但培养的细胞不能透过
。

这种膜的

优点是强度高
,

蛋白质吸附量少
,

并且价格便宜
。

环路中的渝夜泵可以实现培养液的流动和流量控制
。

通

过气液交换气为培养室提供氧气
,

整个系统实现无气泡运行
,

从而避免了直接通气给细胞带来的损伤
。

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