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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复温温度对 一1 0 CjC处理的体外培养人 

成纤维细胞形态和 I型胶原代谢的影响 

官浩 贾赤宇 陈璧 孟庆延 何飞 骆宁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复温温度对低温处理人成纤维细胞形态和 I型胶原代谢的影响。方 

法 将体外培养的人成纤维细胞制成悬液后接种于培养皿中，随机分为对照组、20℃复温组、37 

复温组。将两个复温组培养细胞渐冷冻至 一l0℃制成冻伤模型，然后各 自于20、37℃下复温，再与 

对照组一起继续培养 ，于伤前 及伤后 即刻 、24、48、72、96 h进行观察 ，每组各 时相点 9个培 养皿。采用 

噻唑蓝法观察细胞活力的变化 ，以波长 570 nm下的吸光度(A)值 表示 ；倒置相差 显微镜观察 细胞形 

态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及 IMAGE—J图像分析软件测定细胞内胶原含量变化，以灰度值表示；双 

抗夹心亲和素一生物素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细胞外胶原含量，以A值表示。 结果 20 复温 

组细胞活力伤后先降低后升高，各时相点明显低于伤前值(0．95±0．16，P<0．05或0．01)；细胞伤后 

即刻脱水，胞浆丢失 、核浆比例增大，伤后 72、96 h细胞增生活跃，核分裂相增多，部分细胞出现漂浮 

后再贴壁现象，细胞排列杂乱；细胞外胶原含量较伤前值(96．4±2．9)呈先升高后降低再缓慢升高的 

趋势，细胞内胶原含量则较伤前值(0．047 9±0．002 7)呈先降低后逐渐升高趋势，与对照组比较 ，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或0．O1)。37 复温组伤后细胞活力各时相点与伤前值相近(P> 

0．05)；与对 照组 比较 ，其细胞形态 、胶原代谢基 本无变化 (P >0．05)。 结论 低 温处理后 细胞脱 

水是一种保护机制，适宜的复温条件能使细胞复苏；与 20℃相比，37℃复温对细胞的损伤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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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e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hawing temperatures on the morphology 
and type I collagen metabolism of the human fibroblasts processed at 一10 oC in vitro

． Methods In vitr0 

cultured human fibroblas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20 oC thawing
，
and 37 oC thawing grouDs

． 

After being frozen at —l0 oC ，the cells in the latter two groups were thawed at 20 oC and 37 oC
． respective— 

ly．The cell proliferation was assessed with MTT method and was expressed by absorption under 570nm f A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cells was observed with inverted phase contrast microscope．the change 
in the intracellular content of collagen was determined with immunohistochemistry

．
and the extracellular con- 

tent of collagen was assayed with ELISA， Results In 20 oC thawing group
．
the absorbance decreased at 

first and increased thereafter，and they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freezing(0．95±0．1 6．P < 

0．05 or 0．0 1)．Cell dehydration and shrinking，cytoplasm loss and increased ratio of cytoplasm t0 nucleus 

were found in the survived fibroblasts．The cells proliferated actively at 72 and 96 h0urs after iniurv．with in— 

creased mitotic index and disordered arrangement．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freezing(96．4±2．9)．the ex- 

tracellular collagen content increased at first，decreased thereafter
， and increased again slowly later(P < 

0．05)，while the intracellular collagen content decreased at first and increased thereafter(P <0．05 1．The 
collagen metabolism in 37 oC thawing group was no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at in control group

． Some cells 

undergone a floating period before adhering to the culture dish walls
． Conehsion Cell dehydrati0n after 

low temperature treatment could protect the cells from damage
． Proper thawing temperature c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cell resuscitation．Comparing with slow thawing
， rapid thawing could minimize the cel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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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著 · 

成纤维细胞是构成机体的一个重要细胞群 ，在 

创面修复、机体重建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冻伤是战 

争时期寒冷地区常见疾病 ，目前成纤维细胞在低温 

损伤后形态 、功能的改变 以及不同复温温度对这些 

改变的影响的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观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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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符1H ï lK Q 1’蚺 柞Ill[(5{l I 1 』 非II]L nq ⋯ 

恤川 j。 懂m 】 

5 脱氍指 J、：(I y I『眦 ，』洲 錾 峨II,h IllI 

《"VITI)浊 ]Jl_】 丁波 57(I t l l 取 阿 艇i／lll 

I幔圯鹰l 1)仉 (2)t例霞Ⅷ 做髓下眦察备 

I |_【地圩； n々 坚化 (3)J】皇 ri f 删窀 ：收 啦 备 

ll圳尬蚺萍】．清(陈佑 划n 胞外 儿 均为 

按浊屙24 h】．丁～2(I 【仪 l 清“ 水求⋯ 批虫 

心 和亲-，J l枕隶晰 鲍痘 鹱̈ 洲定 îHI Ll Js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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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本研究观察到，在 20℃复温组 ，部分细胞有悬 

浮后再贴壁现象，推测为脱水细胞活性恢复的表现 ； 

复温后细胞无明显肿胀这一现象 ，提示 如细胞冻伤 

到 一10℃再复温，成活细胞的细胞膜能保持其完整 

性并维持功能 。自然复温后患者冻伤部位的实际情 

况是否和本文结果一致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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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成批瓦斯爆炸伤患者 146例 

邹同荣 毛波 吕英 孙荣哲 陈国双 

临床资料 ：本组 146例瓦斯爆炸伤患者均为男性。其中 

18—40岁 127例 ，41—55岁 l9例 。烧 伤 面积 30％ 一49％ 

TBSA 25例 ，50％ ～79％TBSA 63例 ，80％ 一94％TBSA 58例。 

平均浅 Ⅱ度面积为 35％，深 Ⅱ度面积为 52％，III度面积为 

12％TBSA。烧伤部位分布于患者全身，尤其是头面部和上 

肢。复合伤 117例占80．14％，其 中多发性肋骨骨折及开放 

性气胸 18例、眼外伤 9例、四肢骨折 l7例、鼓膜震裂 穿孑L 

73例；合并中 、重度吸人性损伤 43例 。 

治疗 ：患者分 42批 入院 ，每 批 3—6人 。入 院后 立 即给 

予补液抗休克治疗，留置导尿管，同时用氨茶碱 4—5 mg· 

kg一 ‘次 及地 塞米松 20 mg ·kg ·d 治疗 ，保持呼吸道 

通 畅。对合并有 吸人性损伤或 呼吸 困难 的患者 ，立 即行 气管 

切 开或预防性气 管切 开 ，给予 吸氧并 行气道 湿化 、灌洗 。待 

患者病情基本稳定后行创 面清创 ，采用暴露疗 法及辐照 猪皮 

覆 盖，对深 度创 面分批 进行切 削痂植皮术 。根据创面分 泌物 

及血液细菌培养结果 ，合理 应用抗生素 。对 合并有复合 伤的 

患者，请相关科室协助处理。 

结果 ：本组 患者死亡 18例 ，其 中 5例因过量 使用低分 子 

右旋糖酐，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2例未行预防性气管切开， 

作者单位：644000 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 

· 经 验 交 流 · 

因喉头水肿而窒息死亡 ；4例 因顽 固性低 氧血症 未能纠 正，死 

于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 征 (ARDS)；6例 因创 面侵 袭性 感染 未 

能控制．死于脓毒症 ；1例死于康复期甲亢危象。其他患者均 

治愈。 

讨论 瓦斯爆炸指以沼气 (主要成分 ：甲烷 )为 主的 多种 

易燃气 体引起 的爆炸 ，常伴 有毒气体 中毒 、爆震 伤 、挤 压伤 、 

吸人性损伤等合并伤 ⋯ 。本组 1例患 者因 伤前未详 细询 问 

病史，死于康复期甲亢危象 ，应吸取教训。大部分患者入院 

后采用静脉补液保证有 效 复苏 ；同时维 持呼 吸道通 畅，给 

予吸氧；对合并有吸人性损伤或呼吸困难的患者行气管切开 

或预防性气管切开，对保证救治十分关键 。留置导尿管， 

对休克期液体的补充、术中有效循环血容量的判断起了重要 

作用。对合并有复合伤的患者 ，应及 时正确判 断并请相关科 

室协助处理，使其度过危险期 ，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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