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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THH 能在 1mg/ml 、 2mg/ml 两个剂量上

使 V79细胞的 DAG含量显著升高 (P< 0.001) , 

并明显的提高 C- M 细胞频率 (P<O. 05) ，提

示肌醇醋信号通路是介导 THH 诱发非整倍体

的途径之一。

关键词:昆明山海棠 V79细胞 1 ， 2-二百先基甘油

非整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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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1 ,2-DIACYLGCEROL CONTENT 
INDUCED BY TRIPTERYGIUM HYPOGLAUCUM (LEVEL) 

HUTCH IN V79CELLS 

Wang Xu . He Zhijun 铃 Wang Guilan .. 
骨 Schωl of Li.fe ~元ienc白 ，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 Kumning 650092 

..Kumning lnstilule o.f z:刀，Logy ， The aúnese Aωdemyo.f丘lenc缸， 650223

ABSTRACf 

V79 Chinese hamster cells were lreated in v itro by Tripterygiwn Hy.问oglaucum ( Le叫) Hutch (THH). 1 ,2-diacylgcerol 
( DAG)is an imponant se∞ndm岱senger of phc后phat idyli nos i tol signal pathway in cellula.r signal system.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aneuploidy induction by T阳'{ and the pathway were investigaled by detenn ining the DAG ∞ntent and C-mitosis cells 
fr叫uency in V79 cells line after treated with THH. The 肌肉riment showed that the ∞mpound incr创纪d the fr叫uency of C
rnitosis cells frequency significantly in high ∞ncentration g.roup and the D八G ∞ntent in all ∞ncenrration groups. (p<O. 001 
一 0.05). The result indicated that phosphatidylinositol signal pathway might be one of the aneuplod induction mechanism for 
THH 

K句 wo咄 : 1Hpterygiwn Hy附laucwn( Level ) Hutch V79 Chinese hamster cells 1 , 2-diacylgc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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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implantation"相关的几个概念的讨论

范衡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计划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0 ) 

"implantation"是指哺乳动物胚胎由输卵管进入子

宫以后，与子宫内膜进行一系列细胞分子水平上的相

互作用，进而相互识别、秸附，最后形成胎盘，使二者建

立营养联系的过程[ I j 。 对这一单词的译名历来很不统

一，在医学资料中多译为"着床"，但由于家畜(如猪、

马、牛、羊等)的滋养层细胞不像灵长类那样深度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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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2 j ，而只是轻微侵蚀子宫壁，因此在动物胚胎

学资料中多被译为"附植"。 为了统一名词 ，近年来许

多学者建议把 "implantation"译作"植入"以包括灵长

类和家畜中的两种模式。 从英文构词法来分析， "im

plantation"一词由词根 .. Plantation (种植)"和前缀 1m

(向·…..内)"构成，把它翻译为"植入"在语言学上也是

贴切的。

植入过程可被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飞pposi tion" 、

"adhesion"和 "invasion" [ 3 J ，至今缺少明确的中译名， 一

些生殖生物学研究者把它们分别译为"定位"、"站附"

和"侵入"。 定位是指游离的胚胎在子宫中停止漂移，

滋养层细胞与子宫上皮细胞相互靠近，二者的细胞突

起彼此交错。 此处还有两个重要术语 ， 一个是.. enclo

surE" ，指植入前子宫腔隙闭合，使子宫腔紧密包裹胚胎

的过程，称为"闭合";另一个是 "spaci ng" [4 ] ，是指多胎

动物中通过子宫肌节律收缩 ，使多个胚胎在子宫中均

匀分布的现象，其恰当的中译名还有待商榷。 秸附是

指胚胎滋养层与子宫上皮通过细胞秸附分子的作用，

建立有固定结构的细胞连接。 定位和勃附两个阶段又

常常合称为"附着 (attachment)" ，代表胚胎植入开始到

滋养层侵入子宫壁的发育阶段。 侵入是指滋养层细胞

侵蚀子宫内膜上皮、侵入子宫基质的发育阶段。

目前国内从事胚胎植入研究的人员还比较少，也

没有专著出版，所以相关名词很不统一，如果能早日形

成一套规范使用的公认术语，必将对这一领域的学术

交流和教学工作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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