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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出细胞社会学的实验基础

1. 过去关于决定和分化的理解

2. 我们的离体实验

a. 解离实验

b. 表皮囊实验

3. 为什么决定和分化要在细胞团之内进行?

a . 肌节发育中的细胞连接

b. 佛波醋处理的实验

4. 由以上实验引出的一些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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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是从分子水平 、 亚细胞水平以

及细胞整体水平来探讨细胞生命活动的学科。

细胞生物学主要是从细胞的不同结构层次来研

究细胞的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从生命结构层

次看，细胞生物学介于分子生物学与发育生物

学之间 ， 同它们相互衔接 ， 互相渗透。

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细胞 ， 它们

的生命活动情况z 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 又只

能以一种细胞为对象，深入地加以研究， 另一

方面在一个发育的个体中存在着各种细胞 ， 它

们的空间位置，它们的相五关系 ， 在不同的发

育时期都有所不同。因此 ， 在一个 个体的体

内，情况复杂，怎样把在某种细胞得到的知识

用到一个发育的个体，怎样解释，都是应当加

以考虑的问题。细胞社会学的发展 ， 可能有利

于细胞生物学与发育生物学的衔接 ， 而且也可

发现一些在整体研究中难以看到的现象， 进行

研究，加以解释。

所谓细胞社会学，就是在体外研究细胞的

子

a . 细胞的决定和细胞团的决定

b. 关于细胞的决定和分化

二、文献中关于胚胎细胞的行为和相互影响的倒

1 . 组织亲和性

2 . 间质细胞与作用的区域专一性

3 . 胞外基质与细胞分化

三、前瞻

1 . 必要性，在离体研究细胞相互关系的必要性

2 . 可行性 ， 在体外研究细胞间相互关系的可行性

社会行为F 用人工的组合，研究不同发育时期

的相同细胞或不同细胞的行为，它们之间的识

别‘ 粘连、通讯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作用 、 作

用的本质 ， 以及对形态发生的影响。也就是进

而研究信号的传播、接受，如何翻译成专一的

表型。换言之，就是为了避免整体中的复杂情

况，利用人工组合的两种组织 ， 在体外比较简

单的情况下， 以可以利用的各种技术手段加以

研究 ， 其目的还是为了回过头去解释整体中的

问题 ， 所以说这是研究个体发育的一条途径。

、 提出细胞社会学

的实验基础

我们是搞胚胎分化的，细胞社会学的提出

是因为在研究胚胎细胞的决定与分化中看到一

些可以归之于细胞的集体行为的情况。

1.过去关于决定和分化的理解

决定是胚胎细胞的发育状态。早期胚胎细

· 在广州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高级研讨班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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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细胞生物学杂志 199 5 年

胞受到不同的影响，能够向不同的方向分化，

最终的命运尚未确定下来， 尚未获得决定。在

发育过程中 ， 主要是受邻近细胞的影响 ， 命运

决定下来，细胞获得了决定，然后向一定的方

向分化。一般地讲，已分化的细胞其发育方向

是不可逆的。各种组织决定的时期不同 ， 有早

有晚 ， 这方面过去实验胚胎学有大量资料。

判断一种组织的决定状态，过去主要用移

植实验，就是把某时期的某一组织原基移植到

另一胚胎的、. 与原地不同的部位，如果移植块

按照在原地的情况发育，就是在移植时它已决 ·

定了 p 如果按照移植的部位进行分化， 就是在

移植时其命运尚未决定。此外也利用外植实

验F 就是把某时期的某种原基割下来 ， 养在生

理盐水中，如果能发育出应有的组织，则认为

外植块在割离时已经决定了 。

要注意的是这些测定决定状态的实验都是

用组织块进行的 ， 因而可以说，过去了解到的.

决定，实际上应是细胞在组织块中的决定，是

组织水平的决定。

2. 我们的体外实验

我们曾经进行过一些实验，使得我们重新

考虑细胞的决定与分化，并且由此联系到细胞

的社会行为的问题。

a. 解离实验 中期神经胚的中胚层(肌

节原基)，已往的移植实验已经证明其发育命运

已经决定[ 13] 。 离体培养显示相同情况， 在玻

璃片上，全部或绝大部分细胞都发育为长梭形

的、 在远心端有丰富细胞质的、 成肌细胞样的

细胞(只是在个别外植块中出现少量不规 则的

细胞)。用抗结蛋白抗体进行免疫 细胞化学检

测 ， 可以看到在长梭形细胞中结蛋白已形成了

纤维(图版图 1 ) ， 从细胞的形状、 结蛋白的存

在及分布 ， 以及劳化的一致性来判断 ， 在割离

外植时，中胚层细胞应是已经决定了 。 这里要

强调的是 ， 这是在作为细胞团进行培养的条件

下。

如果，割取相同时期的肌节原基， 用 EDTA

处理使细胞解离 ， 把分散的细胞移到正常培养

液 ， 并且使它们仍处于分散状态，培养不同时

间之后再使之聚集， 观察分散期间的长短对细

胞分化的影响，情况就与作为组织块培养有所

不同。当然为了说明解离处理本身对细胞分化

影响，同时还有解离后立即聚合的实验作为对

照。

处于分散状态的时间长短不同，团聚之后

培养下去发甫的情况有所不同，时间短的与未

经处理的相差不多 ， 结蛋白的分布也差不多 ，

但处于分散状态 18 小时，再聚合起来继续培

养 ， 不论细胞形态或结蛋白分布都受到严重影

响F 绝大部分细胞是间质细胞状，或不规则状

(图版图 2 ) ，结蛋白的分布也达不到纤维

状。似乎是，细胞处于分散状态的期间其分化

受到影响 ， 以致不能按已决定的方向进行下
去[ 1] 。

趴在庄'在实验 如果说，以上实验是

以分期 18 的中期神经胚的中胚层为材料进行

的，也许这对中胚层的决定还不是十分稳定，

所以经过分散培养会有这样结果，那么用更晚

期的中胚层已经进一步决定的胚胎进行的实

验，虽然实验的安排不同，结 果颇有相似之

处。分期 26 是所谓的尾芽早期 ，这时的胚胎，

从外表上看已经清楚地形成了 7-8 个肌节。这

时的肌节， 应该不仅有稳定的决定而且已有一

定程度的分化。但是， 如果从一个胚胎割取 3

个肌节，再从另一胚胎割取腹部表皮把它包起

来， 培养若干时间之后 ， 这样的外植块会形成

一个囊泡， 这囊泡是透明的 ， 在外表上看不到

有成块的肌节。切片观察，囊泡中的细胞绝大

多数是间质细胞或中皮样的(图版图 3) ，不显

示典型的结蛋白分布。 已开始形成的体节，在

实验的条件下未能向肌肉继续分化下去问。

这些实验和上述解离实验的 一致之处在

于，即使组织原基巳有一定程度的决定-一一按

照已往的认识， 要在细胞团或组织块的范围之

内F 如果不能维持团聚状态 ， 细胞的分化就要

受到影响。

3. 为什么决定和分化要在细胞团之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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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肌 节发育中的细胞连接 有资料证

明，在肌节的发育中，从早期神经胚开始 ， 间

隙连接大量存在，一直持续到尾芽晚期 ， 到成

肌细胞融合，肌原纤维增多 ， 间隙连接才逐渐

减少[8 ， 1灯，可以设想，在整体中间隙连接在肌

细胞的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 。

如果把上述实验和间隙连接存在的情况联

系起来，可以看出，在解离实验中，中胚层细

胞经解离后处于分散状态 18 小时，这段时间，

从分期上讲， 大约是从中期神经胚到神经营关

闭的阶段，也就是在正常胚胎中在相当长的、

应当有相互交通、 相互影响的阶段，都是处于

分散的、 孤立的状态，这样的细胞其内部状态

α 辈革胚

当然与一直维持相互交通的不同 ， 发育可能因

此受到影响。

表皮囊的实验可以用相同的原因解释，割

取肌节的时A节虽然较晚， 但间隙连接仍然大量

存在 ， 说明还需要相互影响以维持正常分化。

但是在表皮囊中由于目前还无法解释的原因 ，

细胞不能维持在一起 ， 和解离的实验一样，这

就影响了细胞的进一步分化。

b. 佛 i皮醋的实验 如果用影响间隙连

接的药物佛波醋(TPA) 处理离体培养的中胚

层细胞，处理的时间为 4 天，肌细胞的分化受

到影响， 仅看到一些梭形或长形细胞夹杂在分

散的或成片的不规则细胞之间 ， 看不到更好的

分化[ 5 ]。在这里 TPA 处理的时间正相当于正

d伊"吨号h一一+·:-Jλ:Jy.
动物性部份 I ~注解离分散的细胞

重聚体 .- 。 …rA~hdfz鸣声:

夹在二个
撞物性部份
之间

单层细胞 细胞回

t t 

图 1 简图说明融在细胞不能分化的实验(取自 [9 J)

a. 割取手术g 分离出动物半球部分及植物半球部分。
b. 动物半球部分在缺钙溶液中处理， 分散为散在的细胞。然后再使散在的细胞聚集为细
胞团或单层细胞。 它们被分别地置于二个植物性半球之间进行诱导处理，培养一定时
间之后切片观察， 作为细胞团处于两个植物性半球之间接受诱导的发育出肌肉细胞F
作为单细胞层的分散细胞在相同条件下分化不出肌肉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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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细胞生物学杂志 1995 年

常肌细胞分化中间隙连接大量存在并发挥作用

的期间。已有大量实验证明 TPA 使间隙连接

失去作用。处理之后再恢复到正常溶液 ， 错过

了时间，间隙连接的作用以后也不能再得到补

偿。

ι 由以上实验产生的一些理论思考

以上结果 ， 如果用来考虑胚胎发 育 的问

题 ， 可以有以下两点。

a. 细胞的决定和细胞团的决定。 在解离

或表皮囊的实验里，我们认为，细胞处于分散

状态， 其分化受到影响，以致不能按已决定的

方向进行下去。这使人想到，过去用移植方法

认为的 ， 所谓的已决定的肌节原基细胞 ， 是在

细胞或细胞团的范围之内决定的z 因为过去不

论移植或外植都是用一团细胞进行 ， 所测得的

决定状态 ， 是一团细胞的决定状态。其中单个

细胞的决定还不稳定，要在细胞团聚的状态

下，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它们原有的关系 ， 相互

影响 ， 才能沿已决定的方向继续分化。由此推

论下去，胚胎发育中所谓的决定 ， 不是由于构

成组织原基的许多单个细胞获得决定，从而组

织获得决定，而是在细胞或细胞团作为集体的

影响之下，细胞的决定逐渐稳定下来川。

我们这种见解也可由他人的实验中得到支

持。 Gurdon 曾经先后发表文章 ， 论证受到诱

导的中胚层细胞， 只有在团聚的状态才能分化

出肌肉所持有的成分; 分散的单个的细胞 则

不能(图 1 ) [9 ， IIJ。他把这现象称为集团效应

(comm unity effect) 。

b. 关于细胞的决定和分化。关于细胞的

决定和分化至今未能在分子水平加以解释。在

这里主要想谈决定和分化的关系如何? 过去认

为细胞在周围影响之下获得决定，然后向一定

方向分化，决定和分化是两个相继的事件。 我

们的实验指出 ， 脱离了细胞团 ， 在解离 的状

态 ， 过去认为在细胞团中获得决定的细胞实现

不了它们的决定 ， 因此我们认为，决定和分化

虽是细胞水平的事件，但是在发育的早期 ， 应

是在组织(或细胞团)范围之内 ， 在细胞相互影

l肉之下，随着初步决定而进行分化，随着初步

分化而决定趋于稳定 ， 稳定的决定更利于细胞

分化。这样讲， 决定和分化就不是两个相继

的、 而是两个相辅相成交错进行的事件了。

以上的实验指出， 在胚胎发育中，在一个

原基之内，相同来源的细胞在决定和分化中的

. 相互影响。 这些情况， 是在整体或细胞团无法

了解到的 ， 因此使我想到 ， 从细胞水平(而不

是细胞团水平)了解一些细胞的相互关系 ，对于

全面 、 深入理解个体发育的重要性，因而提出

细胞社会学。

另一方面， 在整体中更多的是不同来源的

细胞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五关系在整体内

很难发觉，下面将举几个例子说明用体外实验

发觉的不同来源的细胞的行为和相互影响。

二、文献中关于胚胎细胞

的行为和相互影响的例子

1 ‘ 组织亲和性

囊胚的外胚层和内胚层割离后放在一起，

起初可以相安无事地长到一起，形成-个细胞

团，但是随着继续培养，二个胚层逐渐产生分

离倾向，终至完全分离。如果在细胞团里除去

外、 内胚层之外，还有中胚层细胞，则情况完

全不同。 尽管外、 内胚层还是长不到一起，到

一定时·间有脱离的倾向， 但是有中胚层在其

间 ， 二者不至于完全脱开。

最初发现这现象，只能 用组织亲和性

(Tissue affinity ) 来解释，就是说不同的组织

之间其亲和性不同， 而这亲和性在发育过程中

是会有改变的。

后来用解离细胞进行的实验使人了解到更

多情况， 有目的地使经过解离的不同来源的胚

胎细胞混在一起形成一个混杂的细胞团，按照

细胞的来源不同 ， 细胞团中可以 形成各种组

织，总的情况如图 2 所示，尽管各图中的情况

不同，它们显示以下的共同之点:

①重新聚合的细胞产生空间分离，细胞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第 17 卷 第 1 期 细胞生物学杂志 5 

囔+皮

中寝胚+应厦
申庭犀 中胚震 神经植

+ + 
内医屡

镇静

'‘ 

A B C 。 s 

图 2 两栖类胚胎不同来源的细胞经骤合后， 细胞在聚合体中的行为一细胞自行组合
并重建胚胎中的空间关系(取自 [阳8盯]

A. 表皮细胞与中胚层细胞混合，二者各自组合并形成表皮在外，中胚层在内的构造。
B. 中胚层与内胚层细胞混合， 二者各自组合，并形成内胚层在外被中胚层衬垫的构造。

C. 表皮，中胚层和内胚层混合，三者各自组合，中胚层介于外、 内胚层之间。
D. 神经板细胞与表皮细胞混合，二者各自组合，神经组织与表皮脱离，处于表皮之中。
E. 神经板细胞，中胚层与表皮细胞混合，三者各自组合，表皮包围着神经及肌肉组织。

不再混在一起，而是各自 "选择" 其 自己的区

域，例如外胚层在周缘，中胚层在其中。

②团聚细胞的最终位置，反映它们的胚

胎位置。

③不同胚层来源的细胞产生有选择的亲

和性一外胚层的内表面对中胚层细胞有正亲和

性，而对内胚层有负亲和性。中胚层对外、内

胚层都有正亲和性。

在发育期间有选择的亲和性会发生变化，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胚胎中细胞与细胞并

不维持单一的稳定的关系，细胞必须和其它细

胞群体在专一的时期有不同的相互作用，才能

有发育。

2. 间质细胞作用的区域专-性

间质细胞存在在身体各处，几乎无处不

有。如表 1 所示，各种胚胎器官，不论是内胚

层或是外胚层的， 在形成中都有间质 细胞参

与。深入的研究证明，对这些器官的形成，间

质细胞的作用不仅限于参与 ， 更重要的是它们

起指导作用。虽然在外表上看不出胚胎各部位

的间质细胞有所不同，但是在功能上， 胚体各

处的间质细胞大有差别。

图 3 以不同来源的间质细胞对内胚层肠道

形态建成的影响 ， 说明间质细胞的区域专一

费 1 闰质细胞和各种外、内胚层器官的发育

器 宫 上皮成份 间质成份

皮肤的附属构造(毛发、羽毛、 鳞片、 汗腺、乳腺等) I 表皮(外胚层〉 真皮(中胚层)

胶芽 表皮(外胚层〉 间质(中胚层)

肠道器官{肝、胶、唾液腺〉 上皮(内胚层) 间质(中胚层〉

咽峡及消化道附属器官 上皮(内胚层) 间质(中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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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未分化的肺芽上皮，与不同来源的间质细

胞共同培养 ， 按照问质的来源可以 严 生 出胃
腺、肠绒毛、或肝索。这样当内胚层上皮遇到

新的间质细胞时 ， 它分化成食道、 胃 、小肠和
大肠[川7η]

一性更加明显I1Z] ， 在发育的哺乳类中，呼吸

道原基在颈部中，它垂直生长，形成气管。进
入胸部之后它分枝， 形成两个支气管然后形成

肺。如果用支气管部分的间质细胞与肺芽上皮

共同培养 ， 后者可发育出支气管芽，形成分枝

(图 3 E ) ， 情况与正常发育一致， 但是如果与在呼吸系统的形成巾，间质诱导的区域专

(A ) 肺芽土皮单汹培养
_/--_.、h、 ---"司』酌 ·、、

血\ J - 一--丁一;ζ J主 无分化
~.三-~ • ---，~!.iY 

: ‘句~. -~、

叫芽上应←气管间质细胞 〈》 rjyr飞\
共同培养 川贸111 →ι一← 二泣，认 股原

矿、:飞 \FLJ分支
回 3 筒图示各种来源的间质细胞对肺穿上皮的作用， 说明闰质细胞作用的专』性(取自 [' J) 。

A. 肺穿上皮单独培养，不显示分化。
B. 与胃部间质细胞共同培养， 肺穿上皮产生出胃腺。
C. 与肠部间质细胞共同培养， 肺芽上皮产主仨肠微绒毛。
D. 与肝脏间质细胞共同培养，肺芽上皮产生出肝索。
E . 与支气管的间质细胞共同培养， 肺芽上皮产生分枝，形成支气管芽。
1 与气管间质细胞共同培养， 肺芽上皮产生不出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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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上皮芽共同培养的是取自气管部分的问质细

胞，肺上皮芽则继续维持不分枝的 状态(图 3

F) 。

3 . 胞外基质与细胞分化

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成分相当

复杂 ， 在发育中可以有不同的作 用 : ① 把相

邻的两群细胞隔开，阻止它们之间的任何相互

作用 F ②作为细胞爬行的底物; ③ 诱导某些

细胞类型的分化。后一方面和以往提到的细胞

与细胞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 ， 它提示非细胞的

环境对细胞分化的影响。 因 此值得在这里讲

讲。

大鼠辜丸的足细胞 (Sertoli 细 胞) ，是 辜

丸的主要结构细胞。如果单纯地培养在塑料培

养皿上， 它们会失去分化的形态，形成扁平的

细胞层，在培养过程中始终维持这一状态。但

是如果是细胞被培养在一层人工制备的基膜样

的凝胶上，这凝肢初步鉴定含有 层 粘连蛋白

(laminin) 、 w型胶原纤维、硫酸肝素、巢蛋

白 (nidagen)和 entactin，它们就形成单层的柱 ，

状上皮和辜丸中的正常足细胞相似，不仅形状

相似， 这些细胞还含有发育完善的细胞骨架以

及位于细胞底部的细胞连接，而且长在凝胶上

的细胞，它们合成雄激素结合蛋白与转铁蛋白

的能力也强得多。

如果不是培养在基膜状的凝胶之上，而是

培养在厚厚的一层凝胶之中 ， 培养物就可长成

一条细胞索，足细胞处于索的周缘， 其中还可

看到生殖细胞，情况更和体内相象[ 10] 。

这实验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证明了胞外

基质作为复杂的物体对细胞分化的影响，而在

于它初步指出，胞外基质中的某种物质，对某

种细胞的分化会起指导作用。与此一致的是，

在内皮细胞也看到了基质诱导的分化，胞外基

质中的层粘连蛋白可以使内皮分化出有极性的

细胞类型，并形成管状结构。

三 、 前 瞻

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验和文献中巳有的资料

提出细胞社会学， 就是用体外的方法了解相同

或不同细胞间的相互关系 ， 并且深入研究这些

关系 ， 其目的是回到整体， 解释整体发育中发

生的许多事件 ， 我们现在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

个方面来检查一下这个学科的前景。

1.必要性，在体外研究细胞相互关 系的

必要性

前面我们提的事例，不论相同来源细胞的

相互关系或是不同来源细胞的相互关系，都是

存在在整体中 ， 而在整体胚胎是无法了解到 ，

只能用体外实验来揭露的。例如关于神经管的

形成 ， 我们只是在整体胚胎看到神经管下陷进

去和表皮脱离 ， 又怎知道这时这两种组织产生

了负的亲和力， 再如间质细胞 ， 在整体中各处

的问质细胞形态差不多 ， 不用体外的人工组合

加以分析也无从知道间质细胞在内胚层管道的

形态发生中的重要意义。

虽然研究个体发育已有长远的历史， 但是

除去对形态的变化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而外， 对

于变化的因果关系不能说已有足够的认识 ， 更

不用说在分子水平上对发育的理解了。 例如有

人说， 个体发育其实很简单 ， 不过是一会儿这

里凸出一块 ， 一会儿那里凹进一块 ， 这样就产

生出各种器官 ， 形成了个体。 这样讲 乍听起

来，似乎有讥笑的味道， 实际上是对发育的高

度概括， 在个体发育中 ， 确实一会儿凸出一

块，一会儿那里凹进一块。图 4 是个简化图，归

纳了上皮细胞层进行形态发生时的各种动态变

化， 各种变化导致不同的结构的形成问。但是

这图仅仅罗列了各种变化 ， 说不出为什么会出

现这些变化， 更进一步 ， 为什么要在限定的时

间，限定的地点 ， 出现某种变化 ， 因为在个体

发育中时空的关系至关重要F 在限定时间、 限

定空间出现某种变化，才能产生某种正常器官。

因此，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逐一解答， 才能细

致地了解个体发育。

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当然首先考虑到周

围的细胞环境的影响。 通过恰当的实验安排，

用人工可以控制的影响进行研究，把得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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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4 上皮细胞层的各种形态发生的动态变化(取自[阳6创I

1. 局部增厚，因细胞数目增加(a)或单个细胞增长(b)而致成的z

2 . 上皮细胞之间产生缝隙而致成分层，隙缝可以扩大为腔3

3 . 上皮层形成禧袋，或者是简单地形成沟(a) 或者是向外(上)突出形成外突(切，或者是向内
突出形成内陷。

4. 上皮解散为单个的、 迁移的间质细胞。迁移之后间质细胞可以形成次级的聚集， 或者围绕
着上皮(a)，或者形成细胞团 (b)，形成细胞索( c ) ， 或者形成细胞层 ( d) 。

果说明整体中十分复杂的情况，应是研究个体

发育的一条可行的途径。

2‘可行性，在体外研究细胞间相互关系

的可行性?

前面讲到必要性，有必要性不一定可行，

因为还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段，解决问题的手

段还未发展到解决问题的水平。在科学的发展

中可以遇到好多这类的例子。 手头最好的例子

是关于线粒体或高尔基体的认识， 在 40 年代

及以前， 在单独使用光镜的年代 ， 对这两种细

胞器进一步认识的要求是存在的，但是限于光

镜的分辨率，认识无法深入，直到电镜得到广

泛的使用，对这两种细胞器才得到正确的、仔

细的了解。

我们现在提出细胞社会学，进行这方面的

研究技术条件是不是都具备了，在 40 年代初

Holtfreter 提出组织亲和性的时候(组织亲和性

的提出也许可以看作是提出细胞社 会学的契 ‘

机? )，那时肯定条件还不具备，尽 管觉得组

织亲和性的见解很新颖，但是深入地研究不知

从何着手，但是现在不同了，尤其因为我们不

仅在细胞生物学方面有了丰富的知识 ， 而且还

掌握了许多有效的手段，可以举两个与细胞行

为有关的例子。

1) 细胞粘着分子 (CAM)。根据发现 的来

源 ， 它们分为神经细胞粘着分子 (N-CAM) ，

肝细胞粘着分子(L-CAM)在!神经胶质细胞粘

着分子(Ng-CAM) 。 它们的功能是可以使培养

中的同类的、而不是不同类的细胞聚集起来。

用从培养细胞得到的各种分子获得了抗体。有

趣的是 ， 用免疫细胞化学方法检测发育中的鸡

胚 ， 发现了这些分子在个体发育中各自 出现在

一定时期 ， 一定部位; 而且出现部位会因发育

时期而变。 N-CAM 和 L-CAM 同时出现在鸡

的刚刚产出、开始孵化的胚盘上，但是当继续

孵化，开始形成神经系统时，两者的分布发生

戏剧性变化， 在已形成的神经板上 N-CAM 增

强 ， L-CAM 消失; 另一方向， 在神经板周围

的外胚层上， 则 L-CAM 加强， N-CAM 逐渐

减弱。稍后，待到进一步发育出中枢神经系

统，才出现 Ng-CAMo Ng-CAM 的出现 可能

与细胞迁移有关。

再如鸡的羽毛。 羽毛的发育是中胚层来源

的真皮细胞直接在表皮之下形成聚集，聚集的

细胞形成隆起并且诱导履盖在它上面的表皮增

厚 ， 形成羽毛芽，进而延伸，形成羽毛 ， 用免

疫细胞化学检测 ， 可以看到表皮被 L-CAM 连

在一起，而真皮细胞聚成的细胞团则表达 N

CAM， 当然和上面的例子-样，这个例子是

说明了两种细胞粘着分子的定位， 在这基础上

也许可以了解一些细胞行为的问题。

2 ) 粘连蛋白 (cadherin) 有三个主要类另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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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dherin, P-cadherin, N-四dherin。它们

各自出现在一定时期的一定细胞。在细胞培养

中 ， 表达不同粘连蛋白的细胞类型，例如表达

N-cadherin 的视网膜细胞p 表 达 E-cadherin

的肝细胞可以各自聚集起来。

比较直接证明粘连蛋白的专一粘连作用的

实验是把不表达任何粘连蛋白的成纤维细胞，

用不同的粘连蛋白基因转染，观察转染后细胞

的行为。 表达 E-cadherin 的成纤维细胞粘着到

其它带有 E-cadherin 的细胞， 而表达 P-cadh

erin 的细胞侧粘着到其它表 达 P-cadherin 的

细胞。另一方面，也有实验指出，使不同的细

胞表达相同的粘连蛋白可以影响细胞的行为。

注射 N-cadherin mRNA 到爪瞻的卵裂早期，

在发育的爪檐中， mRNA 得到表达， 在几个

例子中表皮和神经营都表达 过 量的 N-cadhe

rin，这时两者粘在一起不能脱开; N-四也erin

的过度表达不影响神经管的陷入，但是影响神

经管与表皮相互脱开，也就是粘连蛋白的不适

当表达会影响细胞的行为。

粘连蛋白有三个功能域 : ①细胞外区域 ，

介导粘连F ②跨膜区域z ③ 胞质区域。)j包质

区域接连到细胞骨架。也许这会为研究细胞相

互作用中， 信号的传播、信号的接收以及把信

号翻译成专一的表型提供可能。

细胞粘着分子，粘连蛋白仅是两个拿来就

可以用的与细胞行为有关的例子， 它们都已得

到了一些可以说明问题的结果，或者甚至可以

期望得到一些结果可以深入到细胞内部了解细

胞间产生什么影响。而且随着细胞生物学研究

的进展，肯定还会有其它技术方法可用于细胞

社会学的研究，所以说明细胞社会学的研究是

可行的。

细胞生物学的进一步发展 ， 不 外两个方

向，一是对某些问题更加深入 ， 二是把成果应

用到其它方面。细胞粘着分子、 粘连蛋白都是

典型的细胞生物学的成就。用这一类的成就，

在体外了解细胞间的相互关系，为了进一步解

释整体中的现象，所以可以说细胞社会学是从

细胞生物学研究发育生物学的途径之一，或者

说是细胞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之间的纽带。

因为细胞社会学和细胞生物学及发育生物

学的关系，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一要有较好的

胚胎学或实验胚胎学基础， 从胚胎发育中提出

可以体外研究的问题E 二要掌握新的细胞生物

学的成果和技术，恰当地用到细胞社会学的研

究; 三要记住要解决的是发育的个体 中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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