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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由于突触结构的特性和通用标记方法大多具有细胞毒性，目前尚无较好办法实现神经元突触的体

外动态观察，ｍＧＲＡＳＰ作为荧光蛋白无明显细胞毒性，表达后仍可进行长期观察。ｍＧＲＡＳＰ的应用必须基于Ｐｒｅ

和Ｐｏｓｔ独立表达，一旦在同一细胞中共表达即可发出绿色荧光，失去特异性标记突触的作用，因此ｍＧＲＡＳＰ多通

过定位注射的方式应用于在体实验，本实验设计创新性的利用 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Ｃｈａｍｂｅｒ良好的液相分隔性，实现了

ｍＧＲＡＳＰ的体外应用，进而动态观察突触结构。

　　关键词：神经元突触；ＭｉｃｒｏｆｌｕｉｄｉｃＣｈａｍｂｅｒ；ｍＧＲＡＳＰ；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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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细胞肝支架诱导大鼠损伤肝脏再生的研究

饶志恒１，黄俊杰１，李若冰２，陈　纳
３；指导教师：梅　劲

１．温州医科大学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

２．温州医科大学２０１３级临床医学

３．温州医科大学２０１２级临床医学

　　【立论依据】　基于结合国内外对肝脏去细胞的研究及前期的基础，利用肝脏去细胞支架在体内诱导损伤肝组

织的修复与再生。以解决肝功能衰竭供体缺乏，在外科手术后损失修复与再生的空缺。

【设计思路】　制造肝损伤模型研究去细胞支架对于肝脏损伤修复及再生的作用。

【实验内容】　通过外科手术造成大鼠肝脏损伤，移植去细胞支架修补创面；检测去细胞基质内生长因子含量

与移植后支架内细胞的类型；观测移植后肝脏形态及内部结构的改变与蛋白表达情况。

【材料】　去细胞肝脏支架。

【可行性】　去细胞支架相较于其他生物材料具有完全模拟机体细胞的生存环境；去细胞支架含有的一系列黏

附分子及生长因子是细胞与组织再生的关键因素；运用去细胞支架体外培养细胞已初具成效。

【创新性】　相较国外针对去细胞支架的体外研究，体内移植能模拟真正的体内生理环境；运用新型生物材料

修复肝损伤。

　　关键词：去细胞；肝脏；细胞外基质；组织工程；组织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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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脱细胞骨软骨纤维支架形成可修复软骨缺损的软骨骨复

合组织

王安琪１，丁一鸣１，林紫珊１，王　鸯
１，张嘉威２；指导教师：周叶方

１．中南大学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

２．中南大学２０１１级医学检验

　　【立论依据】　目前，因自体软骨组织修复力极其有限，故对软骨缺损的治疗是临床上的一大难题。现在的治

疗方式多为手术移植治疗，包括自体骨移植，单一软骨组织移植以及高分子材料支架移植，但存在损伤大，细胞存

活率低和机体相容性差等不足。对此，体外构建一种克服传统治疗缺点的新的组织工程材料显得极其重要。

【设计思路】　因自体骨移植损伤大，故设计体外构建组织材料；因单一软骨组织移植机体相容性差，故设计构

建软骨骨复合组织；因软骨细胞存活率低，故设计构造脱细胞骨软骨纤维支架种植细胞，提供骨、软骨细胞最佳生

长微环境。所以，实验设计体外利用异体脱细胞骨软骨纤维支架构建软骨骨复合组织，再移植到动物体内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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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供一种治疗软骨缺损性疾病的新的组织工程材料。

【实验内容】　（１）分离、纯化与培养兔骨髓中的间充质干细胞。（２）体外脱细胞处理家兔髌骨股骨侧的骨软骨

块构建骨软骨纤维支架，对支架进行力学测试、镜下观察、异体免疫性观测等。（３）将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到脱细胞

支架上，利用支架双层存留细胞外基质的诱导作用在骨和软骨层分别诱导干细胞分化形成成骨细胞和软骨细胞。

（４）将得到的复合组织移植到裸鼠背部皮下，跟踪观测组织直径大小变化、生长状况、组织构成等。（５）构建兔膝关

节股骨关节面软骨缺损模型，进行移植手术，持续观测实验对象膝关节活动度及应力性、影像学表现，最后做缺损

修补处切片镜下观察对比，分析评估实验构建组织工程材料是否优于传统移植材料。

【材料】　实验动物家兔、裸鼠；３０ｇ／Ｌ戊巴比妥钠、胎牛血清、０．３５ｍｍｏｌ／Ｌ苯甲基磺酰氟、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

等。

【可行性】　实验动物和相关试验方法为常规操作，且已有相关实验基础。

【创新性】　实验设计的骨软骨复合组织克服了传统移植所用单一软骨组织机体相容性低和细胞存活率低的

缺点，可以实现从试验台到临床的转化医学概念，为软骨缺损性疾病的移植治疗提供思路，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脱细胞骨软骨纤维支架；骨软骨复合组织；软骨缺损修复；新型移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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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短肽系统对子宫损伤高效修复过程的机制研究

于华婧１，刘运成２，赵天鑫３，张姗姗４，龚剑萍５，李盈莹６，蒋初犁７，胡代星７，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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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８，曾利平 ９；

指导教师：罗忠礼

１．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１级基础医学

２．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２级基础医学

３．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０级临床医学儿科方向

４．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

５．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０９级临床医学

６．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０级基础医学

７．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０级临床医学

８．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３级生物信息学

９．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３级基础医学

　　【立论依据】　目前，临床上主要依靠清宫术、抗生素抗感染等措施来处理人流损伤，虽然诊疗器械升级快、新

药问世频繁，但用于术后子宫康复的有效疗法仍为空白。本方案以“纳米短肽”为平台，探索高效修复子宫损伤的

过程及机制，对提供新的临床干预技术和方法意义重大。在子宫损伤修复过程中，生长因子（ＧＦ）对内膜再生起重

要作用。目前，国内主要研究人流手术方式及镇痛方案，刮宫术后多主张自愈，忽视损伤修复的质量研究。国际较

早从ＧＦ着手，推动损伤的高效愈合，但传统工艺制备难而价格高、控释靶点不明，能投入相关临床实践的ＧＦ及其

控释机制探索报道甚少。原因在于：定量调控损伤修复ＧＦ方面的研究较少，基础研究如高通量、高纯度ＧＦ生产

技术没有突破，组织创伤的三维修复研究也不成熟等。Ｄ型短肽可自组装成纳米纤维并形成水凝胶，可支持细胞

三维生长，还可维持ＧＦ及能量物质的缓慢控释。“纳米短肽兔网织红细胞无细胞蛋白质系统”作为ＧＦ制备的新

途径前景广阔。

【设计思路】　采用“纳米短肽Ｃｅｌｌｆｒｅｅ体系”，制备ｂＦＧＦ；利用ｂＦＧＦ修饰短肽，得到纳米网络水凝胶；最后通

过ＳＤ大鼠子宫损伤修复实验，确认短肽修饰前后的实际效果，洞察其机制并建立“纳米三维微环境ＧＦ损伤快速

修复”的假说，为临床应用打下基础。

【实验内容】　（１）利用“短肽Ｃｅｌｌｆｒｅｅ体系”，制备ｂＦＧＦ。（２）合成、连接、纯化得到含修饰ｂＦＧＦ的纳米短肽。

（３）短肽理化检测，自组装效能及ＧＦ控释分析。（４）构建ＳＤ大鼠子宫损伤模型，评估修复效果，建立数学模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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