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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和细胞的功能有关
,

和细胞的力学性质变化也有密切关系
:

所以对于明确牙周膜成纤维细胞

的微观力学性质
,

对于研究细胞对生物力学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的
:
本研究拟在原子力

显微镜(Ato m ie Fo rc e M ie ro s c o py
,

AFM )
,

采用微悬臂尖端粘结玻璃微球的探针
,

测量 H PD LC 细

胞核区域及细胞质区域的杨氏模量
。

探讨 日尸OLC 微观力学性质与其生物力学功能间的联系
。

方

法 :
采用酶消化结合组织块法培养原代牙周膜成纤维细胞

,

传至第六代备用
。

选用 tipel e ss 探针
,

利用光固化树脂粘结剂作为粘结材料
,

在微悬臂尖端粘结一个直径 1 0 u m 的玻璃微球
。

生理状态

下在 日p OLC 细胞核及细胞质周围各取一力曲线
,

利用赫兹模型计算细胞核及细胞质区域的杨氏

模量
。

结果
:
测得生理状态下 日p OLC 细胞核及细胞质周围杨氏模量

。

细胞核区域 5 0 n m 处的杨

氏模量 3
.

3 3 士 1
.

6 2 KPa
,

2 5 0 n m 处的杨氏模量 3
.

7 4 土 3
.

1 2 KPa
,

5 00 n m 处的杨氏模量为 5
.

82 土

4
.

1 3 KPa
,

细胞质区域 5 0 n m 处的杨氏模量 3
.

2 9 士 1
.

4 3 KPa
,

2 5 0 n m 处 的杨氏模量 4
.

4 5 士 3
.

4 9

KPa
,

5 0 0 n m 处的杨氏模量 7
.

51 土 5
.

2 3 K户a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

相同深度下细胞核及细胞质区

域的杨氏模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

对于不同深度下的细胞杨氏模量细胞核及细胞质区域表现相

同
,

5 0 n m 与 2 5 0 n m 处无 明显统计学差异
,

5 0 n m 与 5 0 0 n m 处有统计学差异
,

2 5 0 n m 与 5 0 0 n m 处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

结论
: 1 日尸OLC 细胞核与细胞质区域相同深度下杨氏模量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
,

但随着压人深度的增加
,

杨氏模量逐渐变大
。

2 本文对 日尸OLC 不同区域的微观力学性质进行

了量化
,

且数据有可靠依据
,

为以后进行不同刺激因素下 日POLC 的微观力学性质的变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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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白内障形成机制的分子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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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性白内障是导致人眼失明的最主要疾病
。

其高发性
,

普遍性和对人们生活质量的严重影

响一直是科学界和医疗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

然而
,

由于对应活体实验研究的困难以及人体眼 内环

境的复杂性
,

到目前为止对于老年性 白内障成病机理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

尽管老年性白内障可能的致病因素多种多样
,

但从微观角度出发
,

基于临床及生化实验研究的

结果
,

白内障已被确认为是一种蛋自质积聚类疾病
二

晶状体内部的纤维细胞中富含晶状体蛋白
,

这

些晶状体蛋白浓度极高
,

超过了 5 00 m g/ ml
,

它们必须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以维持晶状体的透明性

及其折射功能
。

已有的研究表明
,

一旦这些蛋白分子出现变性
,

蛋白质积聚的发生便不可避免
。

因

此
,

直接导致后天性晶状体浑浊
,

进而产生 白内障的本质原因是在高浓度环境中的晶状体蛋白分子

间相互作用力改变所诱导的蛋白质凝聚
。

a
,

p 以及 y 晶状体蛋白是人眼晶状体中的三大水溶性结构蛋白
,

其总含量占晶状体蛋 白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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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采用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表明
,

。
一

y 蛋白质分子间存在着弱相互吸引势
,

且这一

势场为维持 a
,

丫蛋白质混合溶液的热力学稳定性起到关键性作用
,

防止了相分离的出现
〔

一 旦
.

这

种弱相互吸引势的作用被打破
,

无论是使其增大还是减小
,

均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蛋白质溶液的去混

合或分子积聚
,

导致晶状体光透性下降
,

并最终引发白内障
一 ,

通过对比不同种类晶状体蛋白分子的

小角度 X 射线散射
、

中子散射(SAX S / SA N S )结果和分子动力学模拟结果发现
,

晶状体蛋白质的

相行为对于蛋白质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势是十分敏感且非单调的Ll
一 2 〕

,

证明蛋白质分子间相互作用

力的变化所引起的相变过程是导致白内障形成的关键
。

本研究通过分析晶状体内部环境和模拟晶状体蛋自分子凝聚的动力学过程
,

以蛋白质凝聚和

相变分析理论为依据
,

阐明老年性白内障的形成机制
,

以期对临床治疗和进一步的病理分析提供帮

助 基于对于 以
、

丫蛋白两相体系的模拟及 S AN S 实验研究
’ 一 2 ) 以及 p

、

丫两相体系的相变特性的

实验研究 L“
,

我们进一步通过粗粒化分子模拟研究了不同种类蛋白间吸引势场变化对蛋白分布特

性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

一

丫 以及 p
一

y 蛋白质分子间均存在弱相互吸引势
,

这对维持晶状体内蛋白分

子短程有序排列状态起到重要意义 在高浓度环境下
,

不同种类晶状体蛋白的分布特性受相互吸

引势阱宽度影响较大
。

对 a
一

y 蛋白质分子两相体系的模拟结果证明
,

。
一

丫 相互吸引势阱宽度的微

弱变化均会导致两相混合体系出现不同程度的去混合或蛋白积聚
,

这可能是弓}发白内障形成的秉

要 原因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1 0 7 2 2 52)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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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 诱导成纤维样滑膜细胞

中力生长因子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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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
,

在骨骼肌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研 究中获得 了一种力生长因子 ( m ec h a n o gr owt h fac tor
,

M G F )
,

该生长因子由力学调控下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基因选择性剪接产生
,

并与应力刺激所致

的生理现象密切相关
。

研究发现
,

机械拉伸成肌细胞和骨骼肌细胞均能诱导 MG F m R NA 的高表

达
L钊

。

心肌梗塞后的心肌细胞 MG F m R NA 和蛋白水平都有提高
。

近几年
,

很多研究者在不同的

疾病中检测到了 MG F 表达的异常
。

Di m it ri o s 等人发现正常的子宫内膜腺细胞中不表达 MG F
,

然

而在子宫内膜红色病变的腺细胞中出现了 MG F 的表达 同一研究小组还在前列腺癌中检测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