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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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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所在Laplace压力对细胞胞质分裂过程影响研究中取得进展

　　细胞的胞质分裂过程是细胞有丝分裂产生两个子细胞的关键过程，在胞质分裂过程中细胞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细胞内容物快速完成分配。细胞的胞质分裂

过程决定了子细胞的命运并对子细胞的生命活动与生理功能具有重要影响。胞质分裂过程异常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如癌症、神经性疾病以及血液疾病

等。细胞的胞质分裂过程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力学调控的过程。已有研究显示，细胞进入有丝分裂过程时，细胞内外的压力差——Laplace压力可增加到十倍以

上。Laplace压力的增加促进了有丝分裂细胞的圆化，对细胞有丝分裂过程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Laplace压力对于细胞胞质分裂过程的生理意义目

前尚不明确。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NM）“生物及仿生材料力学”研究团队助理研究员李龙和研究员宋凡以Laplace压力为切入点，围

绕胞质分裂过程的力学调控机制，逐层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 

　　研究通过改变细胞外溶液的渗透压调节胞质分裂过程中细胞的Laplace压力，并利用微管吮吸系统测出Laplace压力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胞质

分裂过程中细胞形态变化、细胞出泡以及细胞分裂对称性与Laplace压力的内在关联规律发现，随着Laplace压力的增加，细胞出泡的尺寸增加，数目减少（图

1A），细胞出泡在胞质分裂早期占的比例增加（图1B）。研究还发现，Laplace压力越大，细胞分裂对称性越好（图1C）。利用活细胞免疫荧光技术与局部显

微给药技术，研究揭示出细胞通过Laplace压力调控分裂对称性的机制：在胞质分裂过程中，Laplace压力通过调控细胞的出泡过程对细胞两极边界的力学性质

进行调节，进而控制细胞分裂的对称性（图2）。该研究阐明了胞质分裂期Laplace压力在细胞胞质分裂过程中的生理作用，提出了新的调控细胞分裂对称性的

力学机制，深化了对Laplace压力在细胞生命过程中作用的认识。 

　　相关研究成果以Effects of the Laplace Pressure on the Cells during Cytokinesis为题，发表在iScience上。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青

年创新促进会、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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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 兰州化物所仿生催化氧化研究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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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Laplace压力对胞质分裂过程细胞出泡（A、B）、与细胞分裂对称性（C）的影响 

图2.Laplace压力调控细胞分裂对称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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