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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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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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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伤害性感觉神经元；兴奋性；单细胞基因调控技术；轴突；树突；中枢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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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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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标本。

【方法】　将局部解剖学实验后的头颅，去除附着在脑颅骨表面的肌肉及软组织，暴露脑颅骨，紧贴两侧眉弓上

方、枕外隆凸上２～２．５ｃｍ作一截面，沿此截面锯开颅骨，取出脑组织，剥离脑硬膜。于平舌骨下方将颈部锯开，使

颅底与尸体分离。将颅盖和颅底放入不锈钢桶内，加１０％碳酸钠溶液煮沸１～２ｈ，取出颅骨，剔除颅骨表面易除

去的组织，摘下眼球，继续煮沸１～２ｈ，再次取出颅骨，分离出下颌骨、舌骨后剔除颅骨表面剩余组织。将颅骨放入

加酶洗衣粉与洗洁精各５％混合液中先浸泡１ｈ，再煮沸１ｈ，去除眼眶及鼻腔内的软组织，再煮沸０．５ｈ，捞出颅

底，剔除孔、裂、管处的组织。将颅骨置于流水下用钢丝球擦洗除鼻腔，眼眶外的颅骨表面残留的骨膜。颅骨置于

流水下冲洗２４ｈ后沥干。置于丙酮中脱脂，双氧水中漂白。在颞骨、下颌骨和枕骨打孔后，用弹簧、螺丝和线，连

接下颌骨，颅盖和颅底，制成水平切颅骨标本。

【结果】　采用上述方法保证了舌骨、下颌骨、颅盖和颅底为同一个体，便于观察颅骨的整体观；翻开颅盖骨，可

观察颅内面观的结构；暴露出的额窦，能使学生理解鼻旁窦的概念，解决了教学中的一个难点。

【结论】　整个操作方法简单易行，制成的标本美观，不易霉变，多方面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同时学生在标本制

作过程中锻炼了思维，提升了动手能力，加深了对颅骨结构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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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本课题的目标是应用Ｎ甲基Ｎ亚硝脲（ＭＮＵ）构建Ｃ５７小鼠视网膜组织损伤的动物模型，并进一

步观察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ＭＳＣｓ）对 ＭＮＵ诱导的视网膜损伤的治疗作用。

【方法】　本研究首先应用不同剂量的 ＭＮＵ腹腔注射给予Ｃ５７小鼠，分别在注射后１、３、５、７ｄ等不同时间

点，通过ＥＲＧ、ＨＥ染色等方法检测视网膜组织的功能及形态结构的变化，选择建立稳定的视网膜损伤动物模型

的 ＭＮＵ最佳浓度及最佳观察时间点；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局部注射给予 ＭＳＣｓ，采用ＥＲＧ、ＨＥ染色、ＴＵＮＥＬ染

色等方法观察 ＭＳＣｓ对 ＭＮＵ诱导的视网膜损伤的治疗效果。

【结果】　（１）６０ｍｇ／ｋｇ剂量的 ＭＮＵ给药７ｄ后，ＥＲＧ检测波幅明显降低（犘＜０．０５），而７５、９０ｍｇ／ｋｇ均呈现

熄灭型波形，视网膜损害十分严重；４５ｍｇ／ｋｇ剂量的 ＭＮＵ即可引起视网膜形态轻微损伤（犘＜０．０５），而６０ｍｇ／

ｋｇ及其以上剂量的 ＭＮＵ可使视网膜厚度明显变薄，结构混乱，内外核层融合，损伤严重（犘＜０．００１）。（２）６０ｍｇ／

ｋｇ剂量的 ＭＮＵ作用后１ｄ开始，视网膜功能即出现明显降低；第３、７天均呈现逐渐下降趋势（犘＜０．０１）；６０ｍｇ／

ｋｇ剂量的 ＭＮＵ作用后第３天，视网膜形态结构开始出现厚度变薄、细胞结构混乱、内外核层融合等损伤（犘＜

０．０１），第７天时，外核层仅有３～４层细胞，损害严重（犘＜０．００１）。（３）６０ｍｇ／ｋｇ剂量的 ＭＮＵ作用１ｄ后给予玻

璃体腔注射生理盐水，７ｄ后视网膜形态结构出现厚度变薄、细胞结构混乱、内外核层逐渐融合等损伤；６０ｍｇ／ｋｇ

剂量的 ＭＮＵ作用１ｄ后给予玻璃体腔注射 ＭＳＣ２．５ｘ１０
４个细胞／μＬ（２μＬ），则呈现出一定的治疗作用，即内外核

层厚度趋于恢复，视网膜组织整体厚度增加（犘＜０．０５）。

【结论】　（１）６０ｍｇ／ｋｇ剂量的 ＭＮＵ可引起视网膜功能及形态结构的严重损伤，以此可构建良好的视网膜损

伤动物模型；（２）６０ｍｇ／ｋｇ剂量的 ＭＮＵ作用１ｄ开始，视网膜功能即出现明显降低；而从第３天开始，视网膜形态

结构出现损伤；注射后７ｄ视网膜功能及形态均受到严重损害，即为建模的适宜观察时间点。（３）经玻璃体腔注射

给予 ＭＳＣｓ，对 ＭＮＵ诱导的视网膜组织损伤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视网膜；Ｎ甲基Ｎ亚硝脲（ＭＮＵ）；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ＭＳ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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