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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限度
。

本实验研究采用四点弯曲梁实验装置
,

观察了不同应变作用时间下
。

成骨细胞铺展
、

粘附
、

变形

性等生物学行为的应答
,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报道尚少
。

实验内容及方法 采用四点弯曲梁实验装置 自行研制 对离体培养的大鼠成骨细胞
,

施以拉伸应

变影响
,

该系统可以通过控制梁的挠度变化
,

拉伸培养于器皿基底的细胞
,

四点弯曲梁结构对称
,

梁的两

个作用点之间处于等弯曲
,

故细胞附着基底应变处处相等
。

该装置可实现 匹
、

匹
、

匹 三级

加载 为在体骨应变生理水平
。

将细胞接种于培养器皿内 后 见细胞粘附贴壁
,

进行加载实验 匹
、

。

加载结束后
,

通过微管吸吮系统
,

计算机图像处理了解细胞的粘附
、

铺展行为和细胞的粘弹性

变化
,

认识细胞形态
、

粘附力及变形性对机械刺激的响应
。

结果
成骨细胞粘附力

、

投影面积
、

单位面积粘附力与加载时间的关系

加载初期 成骨细胞铺展收缩细胞总粘附力增大
,

细胞单位面积粘附力升高
,

加载 小时
,

细胞

铺展面积无明显变化
,

但细胞急粘附力及单位面积粘附力下调
。

加载 后
,

细胞铺展面积明显增加
,

细

胞粘附力与加载 小时时接近
,

与之相比
,

单位面积粘附力则下降
。

成骨细胞的可变形性随加载时间延长而下降
。

结论 成骨细胞可能通过铺展及细胞的可变形性变化来消除应变对细胞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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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治疗的关键是牢稳的固定
,

固定的目的不仅是保证复位后各断骨间已整复的位置能得以继续维持

以避免畸形
,

而且应提供一个良好的生物力学环境以促进骨折的愈合
。

一个公认的观点认为骨折愈合乃是

一个骨组织的重新塑建过程
,

而活体骨重建的目标是骨是其结构适应于其载荷环境的变化
,

所以骨折固定

的原则就是为断骨的重建创造一个理想的生物学和力学环境
。

近年来
,

大量生物力学试验和临床应用的研

究使人们逐渐扬弃了坚强固定的原则
,

而提倡弹性固定 年 派又提出了生物学固定原则
,

然而
,

迄今为止
,

对生物学固定原则却没有一个较完整而客观的基础和临床指标
。

同时
,

为满足对不同类型
、

不同部位的骨折
、

骨缺损
、

骨不连的治疗及肢体延长术等骨固定的不同

需求
,

骨外固定器充分利用其几何构型可调节的优点
,

逐步大量设计成组合式构型
,

即可通过基本部件的

组合
,

结合身体各部位的解剖特点组成各种构型
。

组合式外固定器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其组装的灵活性
,

这

为临床医生的治疗创意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

同时也为尚缺少客观标准的临床治疗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本文利用成人新鲜尸体骨和组合式骨外固定器
,

分别对完整骨
、

完整骨加组合式外固定器
、

及模拟

股骨干中段横骨折后加组合式外固定器等 种外固定器构型
,

进行压缩实验
,

并对其应变分布
、

刚度等生

物力学特性作了测定和对比
。

从本文的测试分析可见
,

组合式外固定器的不同构型或同一构型下钢针
、

连

杆的不同分布
、

连杆和钢针的几何与材料参数对其结构刚度
、

强度
、

应力应变分布等力学性能有一个较大

范围的变化
。

这提示我们 在这许多不同构型或布局中可能会有一些最优化的组合方式
,

从而为骨折治疗

提供一个理想的力学环境
,

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实现生物学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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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质骨是老年性骨质疏松性骨折易发部位
,

如腰椎骨
,

股骨近端和挠骨远端骨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
,

松质骨分别承担了该部位的 一 的载荷
。

因此发展灵敏度高
,

能够快速
,

精确表征松质骨的成分
、

微

观构造
、

性质和微损伤及其变化的在体估值 。 方法
,

从而及早诊断和防止发生各类骨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