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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皮细胞显得相当重要
。

以鼠颈总动脉血管为材料
,

通过用超低温方法处理
,

完全去除内皮细胞
,

然后种

植异种血管内皮细胞
,

以进行异种血管移植研究
。

用超低温方法处理鼠颈总动脉血管后血管的力学性质
,

尤

其是血管的零应力状态和无载荷下血管残余应变的改变是本文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

材料与方法 取 只 大白鼠
,

分成二组
,

一组为对照
,

另一组用超低温方法处理
。

将大白鼠用

戊巴比妥钠晌酒辛
,

取其左颈总动脉
,

生理盐水冲洗后浸入含 二甲基亚硕溶液瓶中置 环境 一

分钟后在一 冷冻 小时
,

置一 液氮瓶中 小时
。

将血管从液氮瓶中了出
,

使其在 秒或 分钟

内急速融化
。

将鼠左颈总动脉从 点 即鼠左颈总动脉分支处 以大约 一 长度沿轴 句切断成一

个圆环
, ,

然后沿径向切开
,

这时圆环变成一个扇形的酬犬结构
,

整个过程用 录像
。

通过计算机的图

像处理测得鼠左颈总动脉零应力状态和无载荷下血管内外壁周长等数据
。

实验结果 测定鼠左颈总动脉在无载荷状态下血管内残余应变
,

通常要测量血管在零应力状态下的血

管内
、

外壁周长
。

以 川
。、 。、 ‘ ’。‘

。
、

表
,

指血壁内壁
,

指夕陛
,

同样 ‘ ” 。 、 ‘。 ’。

也可表示鼠左

颈总动脉在无载荷状态下的血管内
、

外壁周长
。

在周向上的 ’ 应变与相应的周向上的伸长比之间的

关系可由下列方程表式 。为周向上的应变
,

杨为伸长比
。

,

七
一 百戈 一

实验结果表明
,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差异不大
,

说明用超低温方法处理鼠颈总动脉血管后血管的力学性

质
,

尤其是血管的零应力状态和无载荷下血管残余应变没有多大的改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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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力学 乏止住液流变学
·

成纤维细胞在 可降解材料上的粘附与生长研究

胡 江 李 涛 陈 娟 陶祖莱

中科院力学所 北京

聚经基丁酸醋 多孔材料可作为组织工程用的支架
,

然而细胞在此材料表面不易粘附生长
,

这

与粘附蛋白在聚合物材料表面的吸附有关
。

基于材料表面的粘附与细胞生长
、

增殖
、

分化和组织发育密切

相关
,

粘附强度可影响工程组织的最终结构与功能
,

本文通过对 材料进行多聚赖氨酸衣被
,

有效地实

现了在 可降解支架上种植细胞来构建工程组织
。

用离心法制备厚度为 的透明 薄膜
,

用多聚赖氨酸衣被
,

对照组为不衣被的 薄膜和玻璃

片
。

接种成纤维细胞系
,

相差显微镜观察细胞的粘附生长过程
。

细胞在多聚赖氨酸衣被表面迅速粘

附
,

但铺展较慢
,

接种 小时后才开始铺展 在玻璃片上粘附较慢
,

但在接种 小时后即发生铺展 在未

衣被的 薄膜表面细胞粘附弱
,

并随时间的延长不断聚集形成逐渐增大的类球体结构
。

用线性变剪切流

槽进一步测定了细胞接种 小时的临界剪应力
。

该结果表明多聚赖氨酸通过促进细胞的粘附而引发细胞的

铺展
,

其机理不同于细胞在玻璃片上由整合素介导的粘附与铺展过程
。

用溶媒投放
、

颗粒沥滤和层压技术制备 多牙 泡沫支架
,

孔径控制在
一 。

对支架进行多

聚赖氨酸衣被
。

细胞接种 小时后
,

法测定细胞接种效率
。

经衣被的支架接种率达到
,

而在未

衣被的支架上只有
。

扫描电镜进一步观察了细胞的生长形态
,

发现细胞在衣被材料上大量铺展生长
,

而在未衣被的材料上只有少量的细胞且大多数细胞未铺展
。

实验表明多聚赖氨酸衣被是一种有效促进细胞在可降解聚合物表面生长的方法
。

生物素一亲和素系统控制细胞在表面的粘附力

胡江 王战会 应佩青 李涛 陶祖莱

中科院力学所 北京

粘附作用具有重要的生理学意义
。

细胞与表面的粘附是产生多种生物效应 包括生长
、

分化
、

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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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的基本要素
。

比如
,

细胞与表面粘附较强时
,

细胞通常生长 细胞与表面粘附减弱时
,

细胞发生分化

而细胞要进行分裂
,

首要的是先去粘附
。

粘附可以作为控制细胞行为的手段
,

这在生物工程方面有重要的

应用前景
。

通过对人工血管的内外表面粘附性质的选择性的控制
,

可以防止由于血小板粘附造成的血栓
,

琳巴细胞粘附造成的免疫排斥
,

而增加宿主其它细胞的粘附
,

可促进人工血管的整合与重建
。

因此
,

研究

细胞
一

表面的粘附作用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可控制表面的粘附力的大小
。

从微观结构看
,

粘附的本质是细胞表面与其所粘附的表面之间有大量的受体一配体相互结合
,

其化学

键作用形成了粘附力
。

因此
,

通过控制单位表面特异性化学键的密度
,

可以控制细胞在表面粘附力的大小
。

生物素 一亲和素 之间发生特异性的亲和作用
,

亲和常数为
’ 一 ’,

且每个亲和

素分子有 个生物薄熬占合位点
,

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中的特异性标记技术
。

本文探讨通过亲和素的

桥联作用而使生物素标的细胞豁附到生物素化的表面上
,

通过改变表面的生物素密度来控制粘附力的大

小
。

椭偏显微成像技术可显示蛋白分子膜层的几何厚度分布
。

用该技术来观察生物素标牛血清白蛋白
一 、

亲和素在硅基底表面的吸附与特异性亲和作用
。

硅片用二氯二甲基硅烷处理
,

形成单分子自组

装层的疏水表面
。

实验中分别用
一 。 、 一 和 作用 小时后

达到饱和吸附
,

然后用 的 处理 小时
,

使其与 一
发生特异性亲和

,

最后用

的 一
作用 小时

。

各膜层的几何厚度分布反应了蛋白的结合量
,

而最后一层的 一
结合量间接反

映生物素标记的细胞的勃附强度
。

结果显示
,

在硅烷单分子层 吸附的第一层
, 一 及其混合物

厚度一致
,

均达到饱和吸附
。

第二层的亲和素膜层有明显差异
,

其厚度是
一 一

。

而且亲和素在 上的吸附是非特异性的
,

因为在溶液中的 一 作用下发生脱吸

附
。

亲和素结合的差异影响生物素化牛血清白蛋白的进一步结合
,

反映在第三层的膜层厚度的差异
,

即
一 一 。

该结果显示调节 一 与 的相对比例
,

可以改变与其结合的

亲和素的量
,

从而控制表面对生物素标记的细胞的粘附力
。

用新激光衍射法研究钙离子及离子载体 对红细胞流变特性的影晌

喀蔚波 王淳怡
’

北京医科大学物理教研室 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生物 医学中心 北京

本文用新激光衍射法研究了钙离子
、

钙离子载体 对红细胞流变特性的影响
。

用不同浓度的钙

离子
、

钙离子载体 及不同孵育时间的离子载体 处理红细胞后
,

用新激光衍射法分别测量了

各样品的取向指数和小变形指数
。

结果表明钙离子
、

钙离子载体 处理红细胞后取向指数和小变形

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而且离子载体 较细胞外 , 十

浓度对红细胞流变特性的影响更大
。

这表明

离子载体 在增加细胞内钙离子浓度上起着重要作用
。

离子载体 浓度增加
一

导致红细胞内钙离

子浓度增加
,

从而导致红细胞变形能力
、

红细胜明莫的机械特性以及红细肚明莫的流动性明显降低
。

新型连续式自由流电泳电流体力学实验台的研制及实验

李 涛 张毅奕 高宇欣 陶祖莱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国家微重力实验室 北京

生物制品分离是空间微重力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

而连续式自由流电泳 是最有可

能应用于空间生物制品分离的一种方法
,

西方发达国家自八十年代以来进行过多次地面和空间实验
,

取得

了不少成果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

我们总结了他人的研究结果
,

自行设计了新型连续式自由流电泳装置
,

此

装置由电泳分离室
、

双恒流驱动控制系统
、

电极室一
气液分离流动系统

、

壁温控制一流动系统
、

样品收集系

统五部分组成
。

其中样品收集系统为创新性设计
,

彻底解决了连续流电泳收集管易产生气泡且不易排除的

通病
,

提高了分辨率
。

双恒流驱动控制系统采用自研制的恒流泵
,

确保缓冲液和样品的平稳输入
,

刺及了

传统蠕动泵脉冲输入的缺点
,

并能精确控制缓冲液和样品的流量比
。

电极室一气液分离流动系统采用设计

独特的气液分离器
,

有效的避免了电极表面产生的气泡对分离室产生负面影响
。

本装置采用聚碳酸醋和石

英玻璃两种材料制成
,

电泳室分离间隙分别为
, ,

三种尺寸
,

收集管道数为 一 ,

管内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