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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特殊处理
,

使之不吸附蛋白
。

分离样品采用模式蛋白细胞色素 和血红蛋白
,

离心后加样
,

样品流速从

到
,

缓冲液流速从 到
。

电泳分离后的样品经紫外分光光度计和聚丙烯酞胺凝

胶电泳检测
。

收集样品经分光光度计测定 及 , 吸‘吻峰
,

根据测得的光密度值绘制分离曲线
。

多次

实验表明
,

本装置样品输入过程稳定
,

收集系统流畅
,

分离效果很好
,

操作简单
,

功耗低
,

成功的完成了

地基实验任务
,

为空间连续流式电泳装置的设计和优化提供了依据
,

并为可能的地面应用发展作准备
。

流式细胞术分析交变应力作用对植物细胞周期同步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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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流式细胞术分析烟草细胞在交变应力作用下细胞周期的变化
。

用特制的强声波发生装置发生频率

和强度可调的交变应力场
,

研究不同频率和强度的交变应力作用后烟草细胞周期的变化
。

领

原生质体所用材料为普通三生烟
,

从烟草叶肉细胞中提取原生质体后
,

取烟草叶肉细胞原生质体 护

个
,

实验分二部分 在一定声强不同频率的声波对烟草细胞原生质体的作用 后
,

力比人染色液
,

用 检测交变应力对烟草细胞周期的变化 在不同声强一定频率的声波对烟草细胞原生质体的作用

后
,

加入染色液
,

用 检预 交变应力对烟草细胞周期的变化
。

同时设置对照实验
。

由于植物细胞比

动物细胞更容易聚集
,

应用 方法检测困难很大
,

这也是同类实验目前还没有报道的主要原因
。

本实验

在染色和加样直至数据分析各环节都丈明及了很多困难
,

成功的得到了各组条件下的细胞周期图谱
。

实验结果表明
,

交变应力作用下直接影响细胞周期或细胞分裂的同步化
,

促进 期的 。 合成
,

有

助于细胞有丝分裂
。

如声波频率在 至 的强声波作用使得植物细胞 期明显增加
,

说明声波

作为一种信号刺激能使细胞周期同步化
,

有利于 合成促进细胞有丝分裂
。

但声波频率过大
,

如
,

则 期细胞大大减少
。

每一种声波频率下
,

声波强度从 到
,

随声波强度的增大
,

期细胞明显增加
,

增加最大
。

但声波强度过大如 时
,

期细胞增加的幅度明显减小
。

说明当

频率或强度超过一定限度
,

声波反而破坏细胞周期同步化
,

不利于 期的 合成
。

目前清华大学已经

在植物组织培养中应用 了这项研究结果
,

并初步取得了较好效果
。

线性变剪切流摘测定细胞在材料表面的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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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一种平行板式线性变剪切流槽
,

其剪应力的大小沿流槽长度方向线性变化
。

这是基于两

平行板间的 一 流理论
。

流槽厚度远小于流槽长度
,

而且是小雷诺数二维不可压缩流动
,

计算得

出
,

从流槽入口到出口
,

流体剪应力呈线艇与追减
。

这样就实现了在一种流动腔中有不同的剪切力作用在细

胞上
,

而不用改变流槽厚度和流量
,

大大提高实验效率
。

流槽上下板由有机玻璃制成
,

可在相差显微镜下实时观察细胞
。

个 的不锈钢片控制流槽的高

度
。

由双柱塞值流泵控制流量
。

可施加的入口最大剪应力范围 艺 一 。

对流槽进行了

流场显示
。

该流槽可用于同时测定不同剪应力的大小对细胞生长的影响和测定细胞在材料表面的豁附强度
。

通过

沿长轴选取 个固定点
,

计数细胞在剪切作用作用后脱离的百分比
,

做剪应力一脱离曲线
,

得出使 细

胞脱离的临界剪应力来表征细胞在不同表面的豁附强度
。

应用该流槽测定了成纤维细胞系 在由细胞培养级平皿 和细菌培养级平皿划取的塑料片

上的豁附强度
。

实醚丝占果表明
,

细胞培养级平皿上种植成纤维细胞 小时后
,

其临界剪应力为
,

而细菌级平皿上的临界剪应力只有 敌耐
,

相应地
,

细胞在细肚梦音养级平皿中生长良好
,

而在细菌

培养级平皿中难以铺展生长
,

说明细胞在材料表面的足够的猫附强度是细胞生长的前提条件
。

用该流槽进一步测定在多聚赖氨酸衣被的可降解材料聚经基丁酸酷 薄膜和无衣被的薄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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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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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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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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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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