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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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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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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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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地基模拟设备是在培养室上加装了马达
,

驱动培养室 旋转
,

通过将微重力矢量自由化达到微

重力效应
。

在控制转速的条件下
,

可使一定大小的颗粒 包括细胞
、

微载体等 以悬浮状态存在
。

利用该装置已做了多次细胞培养实验
。

先后培养过 细胞
、

人胃癌细胞
、

人肝癌细胞

和小鼠成骨肉瘤细胞
。

细胜梦吝养一般持续 一 周
,

在培养过程中
,

装置的运作正常
,

营养成分和氧气供应充分
,

细胞都生长良好
。

由于该装置整合了高密度悬浮培养
、

低剪应力
、

高传质效率

和无气液界面的优点
,

除用于空间实验外
,

还是一种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地基细胞和组织三维培养装置
。

新型激光衍射法的直接证明

文宗暇 姚伟娟

北京医科大学血液流变学研究中心 北京

年文宗耀
、

陶祖莱等提出了新型激光衍射法
,

该法使用低粘的 作为悬浮介质
,

将由传统激

光衍射法得到的变形指数分解为表征红细胞沿 二 辆直取向并产生等容小变形的取向指数
。

和小变

形指数
,

来研究红细胞的微观流变特性
。

文宗耀
、

严宗毅等又进一步提出了利用小变形指数来计算

红细胞膜剪切弹性模量的公式
。

本文通过流室法中射相纪录测得的流场中实际测得红细胞的变形与取向
、

并经微机软件的处理
,

将所

得的结果
,

与新型激光衍射法作比较
,

取得了相当一致的结果
,

首次用实验直接证明了新型激光衍射法的

正确性
。

实验结果表明
,

新型激光衍射法测得的小变形指数 和取向指数
。 ,

与流室法直接测

得的结果之间呈现很好的线性关系
。

流室法和激光衍射法测得的小变形
。

将两种小变形指数

的 ’ 相关系数为
,

说明虽然二者测量小变形的方法不同
,

但都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出红细胞的等

容变形
。

将两种小变形指数分别代入文宗耀
、

严宗毅等提出的公式
,

计算出红细肚明莫剪切弹性模量
,

两

组数据较为接近
,

但流室法求得的 离散程度较高
,

这是由于在测量红细胞的变形时容易受到图象清晰

程度的影响而造成误差
。

如果能将流室与激光衍射仪相结合
,

发挥各自的长处
,

可以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工

作
。

交变应力对植物细胞膜结构和功能作用的研究

席葆树 蔡国友 沈子威
’

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生物力学研究室
’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交变应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某些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

使得植株生长茂盛
,

根系发达
。

本研究采

用圆二色光谱
、

傅立叶红外光谱
一 、

差式扫描量热仪 等生物物理技术研究了交变应

力对植物细肚明莫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

进而揭示交变应力对植株生长影响的杉口里
。

和
一

研究结果表明 植物细肚明莫蛋白结构变化与交变应力的频率和强度密切相关
。

一定强

度下
,

细肚明莫蛋白二级结构的变化随声波频率的降低而增强
,

表现为
一
螺旋的增加和 一转角的减少

,

其

振动模式和波数也发生明显的变化
。

对一定频率的声波
,

在一定强度范围内随强度的增加二级

结构的变化增强
。

但强度过高
,

二级结构的变化有回落的趋势
。

强度过高 的应力刺激对于细

胞来说已不是一种常规意义的信号刺激
,

而是一种机械性的损伤
。

的研究结果表明 一定频率和强度范围内的应力作用能使烟草细胞的相变点明显降低 比对照

组低近 ℃
,

反映了应力刺激后烟草细胞膜流动性的增强
。

下旦过高的频率 和强度

引起相变点升高
,

烟草细胞的死亡率较高
。

植物细胞膜主要由磷脂双层
、

镶嵌蛋白及支撑于膜内侧的膜骨架蛋白组成
。

膜蛋白 骨架蛋白
、

受

体
、

酶
、

抗原等 的二级结构中的 。 一螺旋伸入到膜脂双层中
,

其螺旋外侧的疏水基团与脂双层疏水区的

烃链形成疏水键
,

二级结构中的 一折叠和 一

转角多铺于膜表面与磷脂形成疏水和静电作用
。

膜脂分子

及蛋白分子的相互作用及分子结构的变化影响和调节着整体膜的流动性
。

细胜明莫蛋白中 一螺旋的增加和
一转角的减少

、

振动模式和波数的变化和膜相变点的降低反映了膜脂和膜蛋白分子相互作用的增强
、

膜

流动性的增加和细胞生理活动的旺盛
。

交变应力作用引起细肚明莫流动性的增强及相应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是

其促进植物生长的原因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