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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7 ]; 还可能有促黄体的功能，因为蜕膜化与

大鼠孕嗣水平的升高和兔黄体寿命的延长相伴

随[ 16 ] 。 此问题的阐明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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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MgCI2 对体外培养心肌细胞的影响及组织化学观察

姜玉 )11俨全基焕H 李松竹*牵来崔苍海树全青松来

(延边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

近二十多年来， 国外对肝、 肾、胆囊: 、 巨

噬细胞系统等组织和细胞处于缺血或缺氧时供

能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并 取得了很多成

果[1 ， 2 ]。但能源、复合 物 ATP-MgC12 对 心肌细

胞有何影响， 尚未见报道。

我们用大白鼠乳鼠心肌细胞， 原代单层培

养进行了实验， 探讨 ATP-MgC12 对心肌 细胞

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大白鼠乳鼠心肌细胞按五岛喜与太阳等的方法培

养。

1 .给 ATP-MgCI2 的方法 取搏动频率不同的心

肌细胞簇 ， 在 3 7 0C恒温条件于倒置显微镜 下用内径

。 .8mm 硅橡胶管连接 7 号注射针 ， 以不 同速度 ( 1 滴/

分)将 1.15 % ATP-MgC12 溶液滴入 4 ml 的心肌细胞

培养液中 ， 每 j商 ATP-MgCI2 含 ATP 2 Na'3 H 20 

8 2.14 μg ， MgC12 '6 H20 27 . 5 阅。 录象及光电描记记

录心肌细胞的反应。

2. ATP-MgCI2 对心肌细胞组织化学的影响 培

养 5 - 14 天的心肌细胞每隔 3 天更换培养液者为正常

·延边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窒 .

"延边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
***延边医学院制药厂 .

注 : 本文由赵秉勋副教授审阅 ，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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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å金前不更换营养液或更换时间延长的为实验组。

这叫组又分 3 m: t详养 :与L 内加 3 il前 ATP-MgCI 2 处理

60 分钟的.JJ !jrl药组 z 不 JJIl F，j il ~ )'J (，) 照妇 ， 经酶处理兰、

底物的为盹(.J !!~tll 。

J . ~，lf ) L: ~ lli 测定 职 tH生 |乏有细胞的注片 ， ,,'i l1[J 

川冰冷 ('~J Carnoy 液间'七 ， 然盯 .ill i -r PAS 反!任 [ ' 1 ; n 
N手fI阳农 j定价赂ii与化 30 分干中的 J)晦刘照公l 。

2 . 咣Jfi酸脱氧酶( SDH )活'/t~! IJ 元' [ 5 J 将 长有细

胞的革片移入 SDH 孵育 if~ (O . l M J妮的自主制 5 ml ,O.l M 

磷酸~íìr/'ìN( pH 7. 6) 5 ml , ;J<(化石11 J，HCJ 挝附 :监 ( NBT )

10 mg, .::._: ll'才1~~ll5 ml r" 37 'C 30 分钟 ， 水洗、 冷闪自同

固正 15 分担1' ， 用 1 %;成红复 ~1~ 。 酶的 HH号、组去}i'f物。

3. 1' L阶 )Jk统 ~U( LDH ) ì占 '[g二 ì V!lJ >江 将长有 细胞的

品片移入 LDH 申』向液 ( NBT 12. 5 mg ， 乳酸铀 0 . 1 g, 

钊l 酶 12 . 5 mg, 0. 05 M pH 8 . 0 1磷 酸绞 ;1;1 i'夜 1 5 ml ) 

3 7 'C 作用 60 分钟。 <.J!l但I[L酶的比物。

结 果

ATP-MgCI 2 对心肌细胞搏动频率的

影响

1. 按」定的这!豆 ( ] 滴 /2 分钟)， 适髦的

ATP-MgCl z (2-3 滴)能使挪动弱而不规则的

心肌细胞增强抖 1&缩)J ， 变为)~~整(匹/ 1 , 2 ) 。

固 1 加药前心肌细胞簇的挪动频率

图 2 加 2 滴 ATP-MgCI ， 后的挪动频率

2 . "i 纠物 i尚数逐渐增加 1 1-] ' ， 心Jl) L细胞押功

j'L; J'，VI '1 儿 ， l '), '1丁 i垒渐被扣J ;I il/ 0 (1 : 纠物力1I 宇: 131 ì商

(付 [ ~I!I r AT P IOÎfìO.3 1 ~g，如19C1 2 10760.3 ,1 

~g ) 1 "1 '才 ();-; 11'_.rW 吻。 石油l入速度加快 . 心肌细胞

J唯 物顿韦 );iJè 11) 1 ~lI l. 减慢 ， It:五代中lj。但兑换新的

j市 j;~ i夜)口 ， 心 IIJ L 71l 1 胞义 _，ì: I! t J ↑灰复臼 1 1牛ItNi 坊 。

3 . i1 ~iJ 入 1'( ，. !'~ A TP 11 .]"，川 然 (~{.' IJ)L细胞收

缩力梢 WI 仙， {I I 心肌细胞持功训j;仨仍才:": 1见贝IJ 。

)\: i尚 入 L(I. !'~ MgCl ~ 1 ;1前 1 J.j- ， .仁、 IV L ~fU ~æ 1~ll iJ) Jì~ 1!1l 

件止。

二 、 ATP-MgCI2 对培养心肌细胞糖原含

量的影晌

1. 正常组心肌细胞 ，在加药组和lX、j 照组细

胞内糖原含量都较多 ， 无明显芫异。

2. 实验 生[[心肌细胞 ，在加药组和对照组的

糖原含量有明显差异。加药组细胞内糖原颗粒

含量多 ，染色深; 但对照全1-[细胞内糖原颗粒少，

染色没。

三 、 ATP-MgCI2 对培养心肌细胞璇咀酸

脱氢酶(SDH )活性的影晌

1. 正常细心肌细胞 ，在加药组和对照组内

SDH 活性都较强， 无明显差异。

2 . 实验组中的 SDH i币性有明显差异F 加

药组心肌细胞 SDH ii~' 't生 rVJ 5nl.增 '::j ， 但对照组细

胞内 SDH 洁性明显降低。

四 、 ATP-MgCI 2 对培养心肌细胞乳酸脱氢

酶(LDH )活性的影晌

1. 正常组心肌细胞内， LDH ì活舌性阳性，

实验细心肌细胞内 LDH i活舌刑't性!

2 . 实验吉Il内加l药组 LDH ì.5 'I~1:比对J!~i组梢

tj等低 。

讨 论

心肌?刽细H旧lJJ胞包收缩 j活舌功的能 :址注供j户、」ι:

细胞|扩内jλ付、才l 旺盛 f内的|内甘忡才物匆质{代飞谢 。 11 细胞内能量供应不

足时， 外 v，q(性 ATP 能否起到供能作用?对这个

问题有不同的吾法。 Glynn [町等认为 外 源性

ATP 儿子不能通过细胞脱。 但此言 l丑阱司 [7 1 ，

Hirasawa [ 町 、 大川 昌榷[91 49;人 J民运 ATP-Mg

C12 刘家犬 、 大白鼠等动物;止行 i'j<J 实验， ) f:进而

的Jl J 干临床 。 11 : 对 休克 、 II F f于 .ì.1i 、 17功能衰竭

等庆的的治疗时， 发现外 iJJ;t ATP 能改善组织、

细胞的功能，促 i主j疗效 ， 从 ïíd降低死亡率。

找们的实验结果去叨， 、'í 心 !/)L细胞缺氧时，

细胞 |村干n'{ 1呼吸过何受到抑制 ，引赳 ATP 生成

的减少 ， 从而而j f能j虑B E供 )Î向l哉飞不 jμι 。 j边主μj丰们'f l'、"

现 l收改缩节律失 7常常，敬11以颗粒减少， 唬甜酸脱氢

酶7i吁 j '/:. 降低 ， 乳酸)眈氢自~Ji ，斤1"[增白。给于适量

的 ATP-MgC12 后 ， 原来JW 动 ~JS而不规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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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细胞， 收纠H二句增强，节律规则， 并且细胞内

报可以颗粒用多 . 坡的眼脱氢目(ij i舌性增强， :fL酸

m~ };;(阳íJ I-Y'.) ìÎ~' j'l:白~ !g多 11th旺。

总之 ， 夕|、 ;1~( ATP-MgC12 飞、j 培养 的 ' L' 肌细

胞 ， )己且是 ~;J aJt:氧(i<j'L'肌细胞 ， 有抑制糖醉解，

保ú-Wü且 ， 也出身[-(i甘供能 、 以 jp 、 fT JF i乍 } 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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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剌 激因子对狗骨髓 CFU-C 的影 晌

异I u月 新 李益祺谢宝吞

(节 ' )( 1矢 'Y:刊学院放射区'于研究所)

主良陆:'M激冈 r( CSF ) 是集落形成单位

(CFU-C) 体外 J;~: J;~ 1 1 1 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

叫 j市 1;~ 结果i'1\j ?l Of也持ìj( íl:: 't'1: !'I<J 作) 11 0 IIA句的

付槌细胞J;1 /;、 II I ， I "H' I' 忡 体 l íl L m是 FI IÌÎT i普遍采

} 11 (向一种 CSF ， 111 III 干 ;];11 备 /Jil~不 同， 其剌激

1月;-)J ,iTif (1Il. otU，川JIJ o ).; 丁确 7江 Jí'.l JflLì肯剌激 i舌力

的边1条叶 ， rl(们叫儿种小 I ，Jj (i{_J CSF 进行了 fûf

?::::.-.. 
/U 。

材料和方法

一、 CSF 的制备

1. 5:0 JÚlì i'i 选咐 q . 5:u ， 分 'IJIJ J'.]咱 身、I 前 1 天1'11]照

射 I ， j 1 、 7 、 门 、 18 、 21 、 25 、 30 天采静 II;k JÍII 10 ml ， 分离 lÍIJ

j占 ， 7阿l' - 20 C ; 亏 i冶"仇:Uif，jμ。!归 q肘J 朵 ('1γ、

i硝;品山;Ai 千4俞Í':吃 I '-}刊!川附!引町li q射J 。

2 . fr红细胞 1[ll ìl';- i主 I}吃午1:u . t1,: I j主条 ('!:ì丘 i f照

射 . l-q!l l l-í 门 - 18 犬 ， (1: ，1争 Itpf.ilIn I、 IIí!:动 11在 1.& JIII ， ;'Ì.\ 

心分离 1111;I'i . :i吁! C分 1]飞 行 1- (汁 ， -';;' 'IJIJ )J~I 八一，主 fl!扑S l' L

iJt fC 纠 IIJlæ . 仔 (;j IÎIJ.ì肖IjJ 主，J:!'llI)也 II'.，~ : n.: ~ j. yllJ 、l ，!l 00 、 1550 、

<110 0 、 6950 、 21900 个 1m ，币， 直 - 20 'C冷冻保存。

3 . J虹 、 月t1í?主 Il~ ì夜 j生成年狗 ， 以 l传部肌肉和JW组

织 . 投入 IJG Ilú I lI l让i夜干flllrli让 iíÌ{ (J{J注 I光心Îì l:川世ij- ，1;土用，

k!;I, ; 监 3 1:\ C i'山也 7 夭 ， J仅 1.沽 20 CC 保 f二。

二、 CFU-C 培养

狗骨髓细胞的 CFU-C (在外 f};( 脂 j市 J~ j 'j iJ: '}; ~f~ 

道[2 ]。 水实验的启养体系i=lJ 1'1. I、吠 r;I;'ll']飞 1610 J污养

液 8 . 7 ml , '~IÍlli，!í 二 . 8 ml . '门怕纠H lJítl，Uif~0 . 5 → 1 . 0 ml 

(每毫升培养物 1 ;才:;;- J 0' 个 tj 怜细胞入 3 %j，;，脂 1. 2 ml 

( 琼脂最终浓 l 宫、':) 1. 3%0) ; IJ 个JKi'，卡 IIfll!仙11'\ O. ,J ml 

CSF f门 1 . 0 ml 培养;民合物。 'I\j'. 38 C J;'i f在 7 夭。

结果 和讨论

正常狗之间的血清 CSF 活力差异

实验结果丧 l训 ， il: 'i ;\' 狗 IYj l;i IÎII 功能 "ft主!个

体不 1 '， 1] 而异， 这种差别不仅去机 ):}'i 'J-髓有核细

胞总数平1] CFU- C t: 卡的不同， Hlî 11. Il!，表现为 Jíll

f古 CSF ì击力的小闷。如 I td 所 'J; ， )国过 CFU

袋 1 正常狗血清 CSF 活力比较

CFU-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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