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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酸酸化

预处理可抑制离体
6.

的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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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制作用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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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有保护作用#减少血管内皮细胞的凋亡#促进慢性

缺血心肌内的血管生成'缺血或是缺氧预处理的临床应用受

到限制'高碳酸酸化可激活
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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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保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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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
6.

凋亡的影响尚未可知#本研究拟通过观测高碳酸酸化

预处理后缺氧复氧
6.

凋亡的变化#来进一步证实高碳酸酸化

预处理的血管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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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瓶中#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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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箱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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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瓶内旧培养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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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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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瓶中#使细胞充分接触消化液#镜下见
6.

变圆*

分散*部分脱离瓶底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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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培养基终止消化#用吸管

吹打细胞悬液#将此瓶细胞悬液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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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将细胞置

于正常培养箱至实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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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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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形态学观察
!

光学检查!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

胞#并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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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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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去
6.

细胞培养瓶中的液

体#

9A7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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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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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浸泡
J0E@

#吸去甲醛#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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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去甲醛#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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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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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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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液&避光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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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去染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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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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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加入适量
9A7

盖住细胞#于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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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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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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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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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0$

密度接种于
)J0$

培养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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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培养过夜#细胞贴壁后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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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进行不同培养环境的干预#干预结束后继续在正常

培养箱中培养
)*R

#用胰蛋白酶消化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然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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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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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上清液#将收集的细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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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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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乙醇固定#

*]

保存#至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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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细胞浓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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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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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0$

细胞悬液#用
9A7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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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细胞重悬于

;0$94

染液中#

,-]

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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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进行流式分析'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凋亡细胞占所测细胞总数的百分比#即凋亡指数

$

D4

%'

94

染液终浓度为
J+

%

Q

"

0$

#

5C"#&D

终浓度为
)+

%

Q

"

0$

'每组样本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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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全部计量资料数据以
Fb3

表示#所有资料

输入
7977;)F+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各组资料分析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检验均为双侧#以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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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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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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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6.

的一般特征
!

正常
6.

在倒置生物显微镜下为

多角形或短梭形#接种培养
HR

后
6.

开始贴壁生长#胞浆致

密#呈网状#

<R

活细胞已全部贴壁#贴壁后的细胞开始分裂成

簇#细胞生长旺盛#细胞簇面积增大#并向周围伸出放射状突

起#相互连接成网$彩插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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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细胞的形态学改变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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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后可见凋亡

细胞的核浓缩*皱裂$彩插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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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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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细胞凋亡指数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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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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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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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细胞凋亡是生物界重要的生命现象之一#指的是细胞的程

序性死亡#表现为细胞核的皱裂*浓缩和水解(

)3*

)

'在本研究中

观察到#脐静脉
6.

在缺氧复氧的环境下培养后可导致细胞的

凋亡#脐静脉
6.

经
VBKR&#?

染色后表现出细胞凋亡的典型特

征!细胞核出现皱裂*浓缩和水解#从而引起血管内皮结构或功

能受损'血管内皮结构或功能受损可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加

重心肌水肿#同时也会引起血管舒缩异常#张力增加#使血小板

黏附和聚集#形成血栓#进而导致心肌灌注不足#加重缺血再灌

注损伤(

J3<

)

'

本研究亦观察到#经高碳酸酸化预处理的
6.

#其凋亡指数

小于缺氧复氧组的
6.

#

,+0E@V.D

组抑制凋亡的效果最大#

这表明高碳酸酸化预处理能够通过抑制
6.

的凋亡来保护细

胞'生物体内环境的稳定#不但依赖细胞增殖和分化#也依赖

于细胞的凋亡(

G3;+

)

#凋亡的发生是细胞受促进性和抑制性双向

基因共同调节的结果(

;;3;,

)

'有研究表明
XD=9

通道的抑制剂

能够促进
6.

的凋亡#

XD=9

通道的开放则能够抑制
6.

的凋

亡(

;*

)

'

XD=9

通道的开放剂的这一作用与其能够消除缺氧所

致的核
K3!B#

和
K3cL@

的表达上调有关(

;J

)

'已知高碳酸酸化

能够激动
XD=9

通道#因而高碳酸酸化预处理抑制凋亡的机

制可能是通过激动
X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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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改变及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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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常出现多种不同的并发

症#对患者的诊断*治疗及病程发展均有重要影响#因此#及时

正确诊断矽肺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螺旋
.=

对矽肺并发症

的检出明显优于
U

线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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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现
U

线胸片上未能显示

或不易显示的结核病灶#而且对显示结核的钙化*空洞及洞内

结构等方面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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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胸片#本组螺旋
.=

检查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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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摄

影检出结果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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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与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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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矽肺诊断中所提供的影像资料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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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胸片丰富*准确#在判断矽肺部病变程度*范围及并发症的

检出上具有明显优势#能使矽肺的综合诊断更趋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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