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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EPARATION 、 PURIF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MOUSE MICRO-V 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AND THE GENE TRANSFER 

SU Ning Y AN Hang LI Yi Ping 
CDψartlllellt 0/ Path%gy .Nanjing Raj/way Medica/ Co//age.Nanjing. 210009) 

AßSTRACT 

MOllse lllng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CMLMEC ) was isolated and purified with the methods of collagenase 
digestion and LDL-FAC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LMEC was confirmed base on the morphology and indirect im
mllnofluorescence technology. Morphologically.MLMEC was polygonal 、 cuboidal . with cobblestone pattern. all cells 
took up RB-DiL-Ac-LDL that imparted brightly red granu1ar fluorescent in their cytop1asm. For indirect immunofluo
rescence technology. the MLMEC bound the PECAM antibody to show the green fluorescent. which highlights their 
intercellular contacts to make the cell contour clear. Wi th the method of infection.the HSV-TK gene was transferred 
to MLMEC. The sensitivity of TK gene transferred cell to GCV has been tested with XTT. The methods allowed the 
prodllction of pllre MLMEC and gransfer in this study that may prove a lIseflll model ill vit,.o for stlldy of the role of 
MLMEC in pathologic states and as a vehicle for gene therapy. 

Key words : Lung mlcro-vessel endothelia cell Culture in vitro Gene transfer Mouse 

带培养室的倒置显微镜下人雪旺细胞形态和运动的观察

杨勤邱云芳汪洋-i尤馨亚刘才栋

(上海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 上海 200232 

·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神经生物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上海 20003 1) 

雪旺细胞因为在周围神经损伤后的修复及

促进中枢神经再生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功能而引

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旧。其中雪旺细胞的

迁移途径、方式、信号机制等与神经的发育及神

经损伤后的再生有着密切的联系。迄今为止，由

于条件限制，较难对雪旺细胞的立体迁移作动

态观察。我们曾对大鼠雪旺细胞在立体网架上

的迁移作了探讨[2]。但是，在体外培养条件下显

示人雪旺细胞在三维结构上的迁移方式，国内

外尚无报道。本文将培养在聚醋纤维上的人胎

儿雪旺细胞置于带二氧化碳培养室的倒置相差

显微镜下，对细胞的运动和形态作连续观察，探

讨雪旺细胞形成周围神经髓辅的机制。

材料和方法

引产的 4 月龄人胎儿，无菌条件下取出坐骨神经，

在解剖显微镜下仔细剔除神经外膜和束膜及表面的血

管，以减少成纤维细胞的污染。用 D-Hank' s 液漂洗神

本文 1999 年 3 月 27 日收到 .7 月 9 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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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除去脂滴，以免脂滴覆盖培养液影响细胞呼吸。将神

经切成 lmm 小段，用植块法除去神经中的成纤维细

胞[31 将神经段移到事先铺在直径 35μm 培养皿内的聚

酶纤维网架上[2].每个网架 6 段 ，滴入少量培养液以浸

没神经段但不使其漂起为度，待神经段贴附在网架上

后，再加1. 5ml 培养液。 37 "C .5 %二氧化碳培养箱培

养.培养液囱 20%小牛血清(上海放射医学研究所〉和

80 % DMEM (Gibco 公司〉组成 ，每周换 2 次培养液，最

长培养时间为 30 天。连续观察的细胞置于带培养室的

倒置相差显微镜的载物台上，对细胞形态和迁移情况

予以摄影.并输入和显微镜相联的计算机。培养 1 周后

作苏丹黑染色及扫描电镜观察。

结 果

1.细胞运动 培养 24 小时，神经段边缘

的雪旺细胞发出一个个细长突起连于聚醋纤

维.随着胞质向突起内的移动，近纤维的突起逐

渐膨大，显示出三角形的胞体，细胞沿纤维伸出

前后突起，最后整个细胞贴附在纤维上，连于神

经段的细胞突起缩回胞体(图版 1a. b) 。培养 3

天后，各神经段均有细胞迁移到纤维上。有的细

胞在迁移中，细胞绕纤维旋转向前。扫描电镜显

示，细胞体和两个突起斜卧在纤维表面，成螺旋

状(图版 2) 。有的细胞则数小时甚至 24 小时无

位置的迁移，处于相对静止期。我们观察到有的

细胞在纤维上迁移时，从胞体伸出第三个突起

抓住相邻的纤维同时迁移。

2. 细胞形态 在纤维上的细胞和在平面

培养基上的细胞大多数为梭形，两个突起。静止

期的细胞虽无位置的迁移，但有形态的变化。我

们观察到一个细胞在 10 分钟内有两种形态(图

版 3a. b) 。一旦进入迁移期，细胞又呈梭形。 扫

描电镜显示:纤维上的雪旺细胞体为梭形或半

球形，表面均匀分布有微绒毛(图版 4) 。在胞体

和突起的侧面，有许多丝状的足。突起末段由索

状变成扁平膜状，膜的两侧有圆点状伪足贴附

在纤维的表面(图版 2) 。

3. 细胞的分裂 培养 2 天后，在聚醋纤维

上可以看到雪旺细胞分裂。离开神经段不远 ，细

胞的梭形胞体表面出现分裂沟，随着沟的加深，

最后细胞分裂为两个子细胞。引人注意的是 ，我

们观察到数对刚分裂的子细胞都表现出形态和

运动时相的不同:一个为球形 ，分裂后马上向前

滑动 10μm 左右，然后，绕纤维旋转，同时，胞体

作变形运动， 2-3 小时后，胞体呈梭形并进入

静止状态;另一个呈梭形，分裂后细胞在纤维上

静止 2- 3 小时后开始绕纤维旋转并作变形运

动。

讨论

1.胶质细胞迁移方式的研究有助于髓鞠

形成机制的探讨。 有学者利用爪瞻蚓斟尾鳝透

明便于观察的特点，首次报道了雪旺细胞在轴

突上的运动方式[气 96 年，我们在体外显示了

三维结构上鼠雪旺细胞的螺旋式迁移及对神经

突起的引导作用 [2] 。结合本文，显示人和鼠两者

的雪旺细胞在三维结构上都表现出螺旋状迁移

的方式 。我们认为，螺旋式迁移是高等和低等动

物雪旺细胞共同的迁移方式。我们曾对少突胶

质细胞在三维结构上的迁移作了观察[日，少突

胶质细胞没有螺旋式迁移的表现。因此，我们认

为，人雪旺细胞的螺旋式迁移和髓鞠形成过程

中雪旺细胞核绕轴突旋转向，与最后形成螺旋

式髓鞠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2. 雪旺细胞的形态，体外培养研究的报道

都描述为梭形胞体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突

起[门。但是，从我们对人雪旺细胞的观察来看，

这只反映了迁移期细胞的形态[础。而在相对静

止期，细胞的形态可以多样。在远离神经段的纤

维上，细胞的这种形态变化尤其明显和频繁。我

们推测，静止期细胞的这种变形运动可能和它

包裹轴突后轴突内轴浆运动有关。令人感兴趣

的是我们看到有的雪旺细胞像少突胶质细胞那

样包卷两根或多根聚醋纤维，这在以往的文献

中未见报道。这种细胞可能就是包卷多根无髓

纤维的 Remark 细胞[9] 。

3. 雪旺细胞的分裂，分裂后细胞的形态、

运动与髓黯形成或再生有密切关系。我们曾对

大鼠雪旺细胞的分裂增殖作了研究。"。限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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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观察条件，未能对细胞分裂过程作动态观

察。曾有作者报道鼠雪旺细胞分裂前后的细胞

结构和行为的特点。11. 在人雪旺细胞培养过程

中，我们注意到:分裂后的两个子细胞有形态和

运动时相的不同。细胞的形态和运动(位置和形

态的改变〉由构成细胞骨架的微丝和微管维持。

微丝微管的重聚合已被证明和雪旺细胞的形态

和髓黯基因的表达有直接联系。 当用细胞松驰

素干扰微丝组分的肌动蛋白的聚合，雪旺细胞

成圆形而非梭形，也不表达髓鞠特异性蛋

白 [12] 。两个子细胞运动时相和形态的差异反映

了各自微丝和微管重聚合的时间差异 。 这是否

和雪旺细胞与轴突形成一对一及长度匹配的关

系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 要

为了显示体外培养条件下三维结构上人雪

旺细胞的形态和运动方式，将引产人胎儿坐骨

神经的雪旺细胞培养在聚醋纤维上，用带培养

室的显微镜观察。结果显示:人雪旺细胞呈梭

形，绕聚醋纤维作螺旋式迁移 F有的细胞同时抓

住两根纤维 F在相对静止期，细胞虽无位置的迁

移，但有频繁的形态变化 E分裂后的子细胞有形

态和运动时相的不同 。

关键词 2 人雪旺细胞豪酶纤维 体外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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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 E M ORPHOLOGY AND MOTILITY OF 
HUMAN SCHW ANN CELL UNDE R MICROSCOPE IN VITRO 

YANG Qin Q IU Yun Fang WANG YANG' SHEN Xin Ya LlU Cai Dong 

(De户artment 0/ Anatomy ,Shanghai Medical University 200032 

• Key Laboratory 0/ Neurobiology , Shanghai Institute 0/ Physiology , Chinese A cademy 0/ Science 200031) 

A BSTR ACT 

The purpose of present study is to demonstra te the morphology and the motility of human fetal schwann cells cul
tu red on the three-diamentional framework in vitro. Schwann cells were cultured on the polyester fibers and were ob
served continuously under the microscope with the culturing setting.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 Schwann cells were 
spindle shape and had bipolar processes; They migrated in a spiral fashion; one cell could connected to two fibers; 
Schwann cells changed their shape in the res t stage. There were different in shape and motility between the both 
schwann cells after mitosis. 

Key words: Human schwann cells Po)yester flber In vltro 

Tolres tat 对高糖所致肾小球系膜细胞
肌动蛋白去组装的影响

李才用晓朋侯芳玉蔡璐
(白求恩医科大学应用基础医学研究所 长春 130021) 

平滑肌样肾小球系膜细胞 (MC)的收缩可

调节毛细血管口径和肾小球滤过率，在糖尿病 本文 1999 年 3 月 24 日收到， 6 月 29 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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