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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评价各组海水浸泡骨缺损修复效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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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高压氧是修复海水浸泡骨缺损的有效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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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浸泡骨缺损与单纯的骨缺损有着明显不同#表现在骨

膜成骨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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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生长因子表达延迟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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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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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纯骨缺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

海水浸泡骨缺损中是否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尚不明确#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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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舱 $上海杨园医用氧舱厂%(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A",<C:9.

9";C<+<,LJ

Q

C:=+@<CL<==+

#

F8H4+

%完全培养基*

F8H4+

$广

东赛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磷酸盐缓冲液$美国
H#

N

C:

公司%(

乙二胺四乙酸$

3X6D

%脱钙液*

0_

多聚甲醛$武汉博士德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B&C

!

实验分组
!

)%

只新西兰兔#体质量
1&2

$

'&%Z

N

#雌雄不

限#采用随机数表法随机分成
0

组#每组
$2

只)

D

组!空白对

照组(

F

组!单纯
F8H4+

组(

4

组!

F8H4+b

高压氧组(

X

组!

%

.

645

"

5IWD

"

F8H4+b

高压氧组)

B&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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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光镜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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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乙醇梯度脱水#包埋#石

蜡切片#沿桡骨纵轴行切片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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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形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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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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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长满培养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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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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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片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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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F

组云雾状骨痂影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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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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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多)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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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一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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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骨痂少量增加)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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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成骨不连(

F

组缺损区未完成修复#出现大块缺损(

4

组骨

缺损基本完成修复#髓腔未完全再通(

X

组骨缺损完成修复#髓

腔再通#塑性良好#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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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不同时间点骨痂灰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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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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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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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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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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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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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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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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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髓腔内大量血细胞#可见大量哈弗式系统)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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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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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主要表达于成骨细胞#各组表

达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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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最强$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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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H4+

在组织工程中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种子细胞)间充

质干细胞$

8H4

%不表达特异性的细胞表面分子#使得鉴定干

细胞变得困难)目前主要通过排除法鉴定#实验结果表明细胞

传至
2

代后#

4X00

*

4X1(

阳性表达#

4X'0

*

4X02

阴性表达#结

果与王鲲等&

-

'的研究一致#证明用于实验的细胞具有
8H4

的

特征)

c:,

N

等&

/

'使用异体
F8H4+

#因为自体
F8H4+

从髂前

上棘钻孔抽取#会增加感染概率#引起疼痛)同时异体
F8H4+

不会引起免疫排斥反应#因为缺乏表达人类白细胞抗原
'

$

ÌD.

'

%)实验使用异体
F8H4+

修复兔骨缺损并未出现免

疫排斥反应#

3̀

染色未见免疫调节细胞和巨噬细胞#影像学

检查和组织学观察#表明自体
F8H4+

移植与异体
F8H4+

效

果相似)在本实验中的
3̀

染色#未见免疫细胞存在新生骨周

围#表明
%

.645

"

5IWD

支架材料生物相容性良好)

%

.645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研究表明其

可以促进
8H4

的增殖和成骨分化&

(

'

#

8:+:"Z:

等&

$%

'报道了
%

.

645

有骨传导性和骨诱导性#参与了猕猴股骨缺损修复的过

程)

5IWD

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性和可塑性#可应用于骨治

疗)由于降解产物集聚在移植区域#免疫细胞会抑制
5IWD

周围的骨组织再生#

5IWD

移植会引起免疫反应)在本实验中

组织学切片未发现免疫细胞浸润和明显的免疫反应#在观察期

间
X

组未发现免疫反应)

k"+J#!:

等&

$$

'报道了
5IWD

"

%

.645

未刺激免疫反应产生#和本实验结果一样)可能原因是
%

.645

为碱性能中和
5IWD

所产生的酸性)此外
F8H4+

也起到一

定的作用&

$1

'

)

材料在动物体内的降解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材料在体液

中发生溶解#其二是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吞噬作用使支架降

解&

$'.$2

'

)材料的降解产生大量的钙离子和磷酸根离子#为新

生骨的形成提供大量的物质原料#加速了骨缺损修复)

F#P<,.

*

#C:

等&

$)

'用
6>D5

染色检验破骨细胞的活性#研究表明在移

植后
0

周残余支架表面存在破骨细胞#表明破骨细胞参与支架

的降解过程)支架的力学性能也是衡量支架的一个重要指标#

支架良好的力学性能能在降解过程中起到支撑作用)本实验

用
5IWD

增加材料的力学强度#避免了支架的过早塌陷#保持

了良好的空间结构#为新生骨组织的长入提供支撑)

c:,

N

等&

0

'的实验在
%

.645

的基础上添加
5IWD

使得
5IWD

"

%

.645

的抗压强度从
1&(%85:

增强到
0&$(85:

#弯曲强度从
$&0)

85:

增强到
1&0$85:

#韧性从
%&$-85:

增强到
$&0085:

)

并且
5IWD

"

%

.645

的细胞附着性#细胞增殖能力和诱导活性

未改变)骨缺损修复是一个新生组织不断长入支架内#使得支

架的整体力学强度不断增加#同时支架不断降解#为新生骨生

长提供空间的复杂过程)本实验表明
5IWD

"

%

.645

是合适的

骨组织工程支架)

本研究中给予高压氧处理#其作用如下!$

$

%高压氧提高动

脉血氧分压#增加弥散距离#改善组织的氧供)$

1

%高压氧促进

血管内皮细胞*纤维细胞增生及胶原纤维合成)促进侧支循环

的形成#改善血液循环和加强组织营养#加速骨组织修复&

$-

'

)

$

'

%高压氧抗感染#高压氧抑制细菌生长#提高吞噬细胞吞噬坏

死组织的能力#加速坏死组织清除&

$/

'

)

本实验将
F8H4+

与
%

.645

"

5IWD

支架复合后#在体外构

建成组织工程骨#移植入海水浸泡兔桡骨骨缺损模型)

7

射线

摄片检测发现#术后
0

周
%

.645

"

5IWD

复合
F8H4+

组新生骨

痂最多#其余组少量骨痂#随着时间的增加骨痂逐渐增多)至

术后
$1

周#

X

组实现骨性连接恢复#髓腔再通#塑形良好#组织

学见大量规则骨小梁#哈弗氏系统形成#生物力学优于其他组)

证实
%

.645

"

5IWD

植骨材料的骨缺损修复效果优于其他组)

说明实验用的
%

.645

"

5IWD

搭载
F8H4+

联合高压氧是有效

的治疗海水浸泡骨缺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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