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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微拓扑结构对 旧MS C s 的生长与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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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天然的生物组织都有其特定的三维微结构
,

这些微结构是细胞生长
、

分化的重要环境调

控因子
。

已有越来越多的体外研究表明
,

具有微拓扑结构的基底可改变细胞的铺展
、

迁移
、

取向等

行为
,

引导细胞骨架的重排
,

调控干细胞分化潜能[ 1么“〕
。

常规的细胞生物学实验
,

一般使用基底表

面光滑平整的培养器皿进行细胞体外培养
,

这一基底环境与在体环境截然不同
,

这种差别完全可能

引起细胞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
,

本文通过构造与细胞本身尺度相当的(微米尺

度 )
、

具有不同表面拓扑结构特征的基底 (沟槽
、

六边形凹槽 )
,

以使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ra t

B o n e Me s e n Chym a lS tem C e lls
,

rB MS Cs )能够在这些基底上准三维铺展和生长
,

藉此考察基底

微结构对 旧M SCs 增殖
、

分化及骨架分布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1) 铺展

: 旧MS Cs 在常规培养皿上呈三角或长梭形
,

铺展面积最大 ;在平面 户OMS

(p。!ydi m et hyl siI O x a n e
,

聚二甲基硅氧烷 )基底上则呈现较狭长的长梭形 ; 而在沟槽结构 尸OM S 基

底上呈现更为狭长的长梭形
,

铺展面积最小
,

细胞沿沟槽方向生长 ;在六边形凹槽的 尸O MS 基底上

细胞铺展形状虽然与在常规培养皿上的对照组没有明显区别
,

但细胞骨架的排布方向却受到了影

响
。

2 )骨架
:
细胞骨架微丝蛋白 acti n

、

vi m e nti n 的表达及分布形式在上述四种基底上显现了不同

的特征
,

在沟槽或六边形凹槽基底上
,

细胞伸出的突起或伪足倾向于贴附于沟槽或凹槽的婿部
。

3 )增殖
:
平面的 p OMS 基底与常规培养皿相比

,

对 旧MS C s 的增殖有抑制作用
,

但在两种带有微

拓扑结构的 p OMS 基底上
,

旧MS Cs 的增殖情况则恢复到常规培养皿中的水平
。

4 )分化
: 旧M

-

SC s 在 PD MS 基底上向成骨方向分化指标 A LP(a lka lin e Pho s Pha ta se
,

碱性磷酸酶 )表达均有所

降低
,

且在沟槽拓扑结构的 p OM S 基底上尤为显著
,

而另一成骨分化指标矿化沉积检测的结果 (茜

素红染色 )与 AL尸有一致性
。

基底微拓扑结构可以调节 旧MS Cs 的铺展形态
,

并改变细胞骨架排布特征
,

进而影响其增殖

和分化过程
。

本文利用基底表面的微拓扑结构调节群体细胞 的铺展状态
,

在基本不影响胞间连接

的情况下控制细胞准三维生长
,

而使细胞的生长空间与普通平面基底相比更接近于体内环境
。

作

为群体细胞的生长调控手段
,

该方法对于工程化组织构建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3 1 1 1 0 1 0 3 9 1 8
,

3 08 7 0 60 1 )
,

科技部 9 7 3 项 目(2 0 l lC B7 1 09 0 4 )
,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先

导科技专项 (X DA0 1 0 3 0 1 0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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