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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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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膝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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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早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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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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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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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各时期的增殖变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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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发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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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

*

5

*

\

!对照组%

6

*

3

*

=

*

V

!模型组

图
'

!!

胫骨下骨
C;BZ

染色%

g0%

&

!!

B

*

:

*

5

*

\

!对照组
C:

染色%

6

*

3

*

=

*

V

!对照组番红
.S

快绿染色%

4

*

W

*

^

*

9

!模型组
C:

染色%

U

*

_

*

S

*

Z

!模型组番红
.S

快绿染色

图
0

!!

膝关节胫骨软骨面
C:

及番红
.S

快绿染色%

g$%%

&

@&A

!

关节软骨的破坏及
U?,@#,e+

评分
!

胫骨关节软骨面经

C:

及番红
.S

快绿染色后#光镜观察!对照组软骨表面光整#软

骨
0

层结构清晰可见#在
$

"

/

周的观察中变化很小#

C:

和番

红
.S

快绿染色正常%模型组在第
$

周时与对照组相当#但在第

1

周时软骨细胞即大量减少#表面出现不规则裂痕#染色中重

度减少)至
0

周时软骨几乎全部脱落#染色消失#软骨下骨血

管入侵至潮线)各期
U?,@#,e+

评分为!对照组
$

分$

$

周&*

1

分$

1

周&*

2

分$

0

周&*

)

分$

/

周&%模型组
'

分$

$

周&*

$%

分$

1

周&*

$-

分$

0

周&*

$-

分$

/

周&#

1

*

0

*

/

周时两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2

&)见图
0

)

A

!

讨
!!

论

笔者通过手术切断大鼠右膝关节
U59

*

B59

*

UU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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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疾病模型'

0

(

#与同体异肢未伤及韧带的左膝关节$对照组&

进行对照#模型组关节软骨的破坏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

周

时
[

射线摄片呈典型的
SB

病理改变)实验结果表明#切断

关节韧带会导致
SB

的形成)软骨下骨
C;BZ

染色结果显

示#对照组与模型组在术后
$

周时
S5

数量分别为$

)2&1%Y

0&$1

&个"
>>

1 和$

-%&0%Y2&0)

&个"
>>

1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2

&%第
1

周时对照组
S5

数量减少至$

0-&1%Y

0&'$

&个"
>>

1

#模型组则增加至$

/)&1%Y2&01

&个"
>>

1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2

&%第
0

周时#对照组为$

1)&1%Y'&/-

&

个"
>>

1

#模型组也减少至$

'/&%%Y'&$)

&个"
>>

1

$

!

$

%&%2

&%

至第
/

周时#对照组为$

-&%%Y1&1/

&个"
>>

1

#模型组为

$

)&1$Y1&('

&个"
>>

1

$

!

%

%&%2

&#两组
S5

数量均明显减少#

镜下几乎看不到)

S5

在关节损伤后大量增殖#与
:EJFM

G

N#?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不过#本实验还观察到关节损伤
.

康复

的整个周期中
S5

的增殖呈早期快速增高#然后下降的一过性

变化#模型组
S5

的增殖比对照组多#持续时间更长)

S5

是一种巨大的多核细胞#起源于单核巨噬细胞"单核

系造血前体细胞#具有重要的骨吸收功能#其骨吸收作用与成

骨细胞的骨形成作用维持着骨代谢的动态平衡#是人体维系正

常骨组织更新#维持骨骼的正常硬度与弹性的关键)

S5

的形

成*活化及凋亡受机体众多因素的调节#为尽量规避大鼠个体

间差异的影响#本实验采用同体异肢进行对照)关节经手术造

成损伤后#局部炎症形成#大量的炎性因子和细胞因子聚集*形

成#促进
S5

大量增殖*分化*成熟和活性增加'

-.(

(

)随着损伤

的逐步修复#炎症减轻#

S5

的增殖也逐渐降低)模型组
S5

的

增殖更多#持续时间更长的原因#可能是切断
U59

*

B59

*

UU

后创伤更大*炎症更重#导致
S5

增殖*分化更多%同时#韧带切

断后关节不稳定#恢复较对照组慢#大鼠活动时即以对照侧为

主要支撑#模型侧处于失重状态#力学刺激减少#

S5

形成和活

化#

S5

增殖进一步增加'

$%.$$

(

)

S5

大量形成与活化#骨吸收作用极大增强#软骨下骨基

质及钙化层中有机质和无机矿物质被大量降解#骨质破坏#吸

收陷窝形成#骨面坑洼不平#不能将软骨所承受的压力均匀分

散与传递#软骨在外压力下直接受损*破裂#局部炎症形成#炎

性因子和细胞因子等形成并聚集#软骨代谢改变#软骨内形成

骨化点#次级骨化中心形成'

$1

(

)另一方面#软骨下骨连接着骨

与软骨#具有传导垂直应力*抵抗剪切应力等作用'

$'

(

#其结构

改变将直接影响所支撑的软骨的结构和功能#导致软骨钙化增

加及软骨损伤)大量
S5

增殖和活化#打破了软骨下骨的代谢

平衡#促使软骨下骨重塑增加)软骨下骨的代谢改变及重塑与

SB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软骨和软骨下骨相互作用#形成恶

性循环#贯穿
SB

病程始终'

$0.$2

(

)

结合实验结果#笔者认为#

S5

大量增殖和活化后#骨吸收

大幅增加#骨质被破坏#骨基质表面不平导致关节软骨受压而

直接损伤#以及由骨吸收病理性增加导致的软骨下骨骨代谢动

态平衡改变#骨重塑增加#是形成
SB

的又一原因)在严重关

节损伤的临床治疗中#应注意对
SB

早期的预防处理)

S5

在

早中期
SB

中的一过性高增殖#为
SB

防治提供了新的靶点#

也为选择防治的最佳时间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实验理论依据)

早期预防性使用
S5

抑制剂或许是防治
SB

的又一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大鼠膝关节骨关节炎实验的早中期
S5

大量增

殖#表明
S5

可能参与了骨关节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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