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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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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相互作用二维
、

三维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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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一配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介导细胞间通信
。

依据受体
、

配体所受约束不同
,

可以将其相互

作用划分为两类
: 一是三维相互作用

,

即受体或配体中至少有一种为可溶性状态 ;二是二维相互作

用
,

即受体与配体均锚定于某个表面 (如细胞膜表面 )
,

只有当锚定表面靠近到一定距离
,

其相互作

用才可能发生
。

生理环境下
,

这两种作用都存在
,

相同的受体和配体就会产生竞争作用
。

在炎症反

应发生时
,

锚定于白细胞表面的 L选择素会在某些因子(比如 fMLP
,

!L名 )的刺激下发生水解
,

形成

可溶性的 L选择素
,

从而与未发生水解的 L 选择素共同竞争配体
厂, 夕

。

对于受配体之间的二维
,

三

维相互作用
,

目前均已有相对成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2 」
。

而二维
、

三维竞争的相互作用
,

虽然已有

涉及
,

但由于其复杂性
,

目前理论描述和实验测量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

基于此
,

本文从理论与实验两个方面对受体
、

配体二维
、

三维竞争相互作用动力学进行研究
。

理论方面
,

基于已有理论模型
,

采用四阶龙格库塔法
,

对未经简化的理论模型进行数值计算和参数

分析
,

不仅可为实验验证提供理论预测
,

也为实验结果的拟合提供理论模型
。

实验方面
,

主要基于

研究二维反应的微管吸吮技术〔”〕
,

采用两种细胞及其表面分子分别为
:
表达于 日L毛。细胞膜表面

的 PS G L
一

1 和包被于红细胞 (R 日C )膜表面的抗体 PL
一

1
,

通过加入三维竞争分子(可溶性 p L
一

1) 建

立了二维与三维竞争相互作用的模型实验体系
。

结果表明
: 可溶性 PL

一

1 的竞争性作用影响细胞

表面 PL
一

, 与 PS G L
一

, 之间的相互作用
。

这种竞争作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
粘附概率随时间降低

的三维反应未饱和阶段和粘附概率达到平台
、

不再随时间降低的三维反应饱和阶段
。

综合比对理

论模型与实验数据
,

可以同时得到特定相互作用分子之间(此处为 p S G L
一

, 与 户L
一

1) 二维的和三维

的反应动力学参数
。

该工作将为进一步理解受体 一 配体相互作用反应动力学规律及其调控规律提

供了基础 (国 家 自然科 学基金 (31 , 101 0 391 8
,

, 1 0 7 2 251 )
,

国家重 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 划项 目

(2 0 1 1 C B7 1 09 0 4 )
,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X DA0 1 0 3 0 1 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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