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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渣饲养蝇蛆安全性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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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贵阳医学院２０１１级医学检验

　　【目的】　评价头花蓼药渣饲养所得的蝇蛆作为动物饲料蛋白的安全性。

【方法】　选取８０只小鼠随机分为４组，即对照组和高、中、低剂量组，每组各２０只。高、中、低剂量组小鼠以

药渣饲养获得蝇蛆（其含量分别为９％、７．５％、５％）替代常规饲料中蛋白成分，对照组小鼠采取常规饲料喂养，进

行３０ｄ喂养实验。实验期内观察小鼠的表观体征。实验结束后，取小鼠眼眶血进行血常规检查和血生化检测；进

行解剖，取其心、肝、肾、脑、脾和胸腺称量，计算脏器系数；取小鼠肝、肾组织，制作ＨＥ染色病理切片。

【结果】　药渣饲养所得蝇蛆喂养的各剂量组小鼠与对照组小鼠相比，其体重、呼吸、进食、活动情况均良好，增

重量与食物利用率无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血常规检查（淋巴细胞、血红细胞等）和血生化检测（肌酐、转氨酶等）

所得数据间差异基本无显著性（犘＞０．０５），脏器系数间无显著差异（犘＞０．０５）。切片观察肝脏的肝小叶结构完整，

肝细胞成多边形，核圆居中，无血管病变、萎缩、变性和坏死等改变；肾脏的肾小球与肾小管结构清晰，肾小管上皮

细胞无变性坏死，肾小囊无粘连、狭窄等组织病变。

【结论】　该实验初步说明头花蓼药渣饲养所得的蝇蛆作为动物饲料蛋白安全、可行，为药渣的生物处理及动

物饲料蛋白的开发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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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脱细胞处理制备心肌犈犆犕 薄片———探索制备“心肌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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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研究表明，移植用组织工程技术在体外构建工程心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ｉｓｓｕｅ，ＥＣＴ）明显修复心泵

功能。将心肌脱细胞处理制备出保留天然成分、超微结构和三维结构的心肌细胞外基质（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ｍａｔｒｉｘ，

ＥＣＭ），能有效支持细胞的存活和生长，并影响其迁移和分化，可被用于构建仿生ＥＣＴ。然而目前的脱细胞方法尚

存在不足。本研究拟联合使用经典脱细胞试剂ＳＤＳ和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改良脱细胞方法，制备性能更为优良的心肌

ＥＣＭ薄片，为构建仿生工程心肌片提共理想的生物支架。

【方法】　取６周龄成年昆明小白鼠心脏，经处理、包埋后沿横断面切成３００μｍ心室肌薄片，置于４℃无钙台

氏液中保存。将切片分为正常对照组、ＳＤＳ脱细胞组和改良脱细胞组。改良脱细胞组心肌片置于０．１％ＳＤＳ中，

３７℃振荡反应１１．５ｈ，去掉ＳＤＳ，加入ＰＢＳ漂洗３次，再加入０．５％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３７℃振荡反应０．５ｈ。ＳＤＳ组心

室肌薄片按相同反应条件用０．１％ＳＤＳ处理１２ｈ。两组反应结束后，均加入ＰＢＳ振荡漂洗３次，时间分别为１０

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和１ｈ，以去除残余脱细胞试剂。正常对照组心室肌薄片置于含双抗的ＰＢＳ中３７℃振荡反应１２ｈ。通

过细胞成分定量（总 ＲＮＡ定量和总蛋白定量分析）、ＨＥ染色和免疫荧光染色（胶原蛋白Ⅵ、层粘连蛋白和

Ｈｅｏｃｈｓｔ３３２４７）评估脱细胞程度和ＥＣＭ成分保留。将改良脱细胞组ＥＣＭ与小鼠胚胎干细胞源心肌细胞（ｍｕｒｉｎｅ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ｍＥＳＣＭｓ）和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ｍｕｒｉｎｅ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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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Ｆｓ）共培养，通过动态观察和 ＨＥ染色的方法检测其生物相容性。

【结果】　ＳＤＳ＋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改良脱细胞法能有效降低残留细胞成分含量；改良脱细胞法对核质去除较ＳＤＳ

脱细胞法更加彻底；改良脱细胞法更好地保留了胶原蛋白Ⅵ和层粘连蛋白两种ＥＣＭ 关键成分；改良脱细胞法制

得的ＥＣＭ能有效支持种子细胞生长和迁移。

【结论】　ＳＤＳ＋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联合脱细胞法能更有效地去除细胞成分，并保护ＥＣＭ 中关键成分及其结构。

制得的心肌ＥＣＭ薄片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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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性对果蝇伤害性感觉神经元形态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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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应用基因遗传学实验技术，观察应用基因调控技术改变神经元兴奋性后，果蝇伤害性感觉神经元树

突、轴突形态结构的变化，初步探讨兴奋性对神经元在发育过程中轴、树突形态结构及功能的影响。

【方法】　（１）应用单细胞基因调控技术Ｆｌｉｐｏｕｔ和 ＭＡＲＣＭ，在果蝇胚胎及幼虫发育的不同时期通过过表达

内向整流钾离子通道蛋白Ｋｉｒ２．１，抑制单个神经元兴奋性；通过过表达钠离子通道蛋白———ＮａＣｈＢａｃ或阳离子

通道蛋白—ｄＴｒｐＡ１，提高单个神经元兴奋性。（２）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神经元轴、树突进行荧光染色后，应用激光

共聚焦显微镜进行三维扫描，以获取神经元轴、树突的影像，通过三维图像分析软件Ａｍｉｒａ进行图像分析，从而确

定抑制神经元兴奋性后其轴、树突形态结构的变化。（３）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抑制伤害性感觉神经元后，果蝇三期

幼虫爬行行为的改变，从而初步确定神经元形态结构与其功能的关系。

【结果】　（１）抑制单个神经元兴奋性后，其树突总长度明显增加，树突在皮肤表面的覆盖面积无明显变化；轴

突末端结构单一化，细小分支明显减少，并有结节样结构出现，但轴突末梢主干长度无显著性减少，轴突末梢在中

枢的投射偏向腹侧。（２）提高神经元兴奋性后，树突总覆盖面积明显减少，与邻近神经元之间出现明显分隔带；轴

突末梢细小分支增加，在中枢的投射位置偏向背侧。（３）通过在不同发育阶段过表达Ｋｉｒ２．１，我们发现，兴奋性对

神经元形态、结构及中枢投射的调节作用在三期幼虫早期之前均有效，但在三期幼虫中晚期改变神经元兴奋性则

对神经元形态、结构及中枢投射无调节作用。

【结论】　神经元兴奋性对神经元形态及中枢投射的调节作用是从出生至二期幼虫时期，这一窗口时期是神经

元兴奋性对神经元形态及中枢投射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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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局解后的头颅制成水平切颅骨标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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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为了提高医学生操作能力和补充实验教学的需要，利用局部解剖学实验后的头颅标本制成颅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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