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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扩张力后兔顶骨矢状缝内源性 PGE2 含量变化

邹淑娟　谢　蕊　段玉贵　胡　静

摘要　采用兔顶骨矢状缝扩张模型, 用放射免疫法测定骨缝扩张后内源性 PGE2 含量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 兔矢

状缝受力后, PGE2 含量在早期升高, 表明骨吸收活动在受力后初期即发生, 但骨缝对不同大小的力反应有所不同,

0110 kg 力引起组织持续的改建活动, PGE2 含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0120 kg 力可能引起组织破坏, 骨改建活动不

如 0110 kg 力组明显。该研究结果提示: 在临床矫形治疗中应注意合理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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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正畸施力后颅面骨缝组织的改建和生物

学效应的研究是口腔正畸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关

于矫治力传递到骨缝引起局部细胞活性改变的研

究, 过去多局限于细胞结构及代谢功能变化的观

察。本研究根据骨改建的影响因素, 采用放射免疫

法测定兔矢状缝受力后内源性 PGE2 含量的变化,

从细胞分子水平探讨受矫治力后骨缝改建的机理

及其临床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动物

选用日本大白兔 40 只, 体重 1160～ 1180 kg, 3 月龄, 雄

性, 随机分组如下: 0120 kg 力组 16 只, 0110 kg 力组 16 只,

对照组 8 只。施力组在实验第 1, 3, 7, 14 d 时各处死 4 只, 对

照组在对应时间内各处死 2 只。

1. 2　矫治设计

参照M iyaw ak i (1987) 1 的方法, 用 01046 cm (01018

�)直径的不锈钢圆丝 (U n ite K 公司生产)弯制成带圈的扩

大簧 (图 1)。将弹簧游离端距离缩窄到 4 mm 时,A 可产生

约 0120 kg 的扩张力,B 可产生约 0110 kg 的扩张力。

图 1　带圈扩大簧示意图

A 　0. 20 kg 力　B　0. 10 kg 力

1. 3　实验过程

实验组动物在麻醉下暴露颅骨矢状缝, 在其左右两侧

距中点 2 mm 处用细裂钻打孔, 钻孔深度以穿透顶骨骨板

为度, 将扩大簧的末端小钩插入骨孔内, 缝合皮肤 (图 2)。对

照组只做手术埋入扩大簧但不加力。标本获取按所设计的

时间分批处死动物, 立即取下顶骨, 拆除扩大簧, 取骨缝及

附近 8 mm ×2 mm 大小组织 (约 50±10 m g)放入液氮骤冷

待测。

图 2　安置带圈扩大簧

1. 4　PGE2 含量的测定

PGE2 药盒由北京东亚免疫技术研究所提供, 按说明书

要求进行放免测定, 根据回归方程或标准曲线求得样品的

PGE2 含量。

2　结　　果

实验结果采用 SA S 软件系统 T ukey2H SD 程

序作各组不同时间的方差分析及组间方差分析,

q 检验, 检验标准 Α= 0105。0120 kg 力组、0110 kg

力组和对照组不同时间内源性 PGE 2 含量 (Pgö

m g)及组间 PGE2 含量两两比较的统计学检验结果

见表1～ 3, 其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表 1　不同时间 0. 20 kg 力组与对照组 PGE2

含量变化 (xθ±s, Pgöm g)

时间 (d) 0. 20 kg 力组 对照组

1 　　　67. 3±16. 6 　　　28. 3±1. 0

3 38. 5±4. 0 13. 9±2. 3

7 22. 7±5. 7 4. 1±1. 5

14 4. 7±1. 3 2. 2±0. 0

注: 不同时间 0. 20 kg 力组与对照组 PGE2 含量比较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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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时间 0. 10 kg 力组与对照组 PGE2

含量变化 (xθ±s, Pgöm g)

时间 (d) 0. 10 kg 力组 对照组

1 　　　62. 6±13. 9 　　　28. 3±1. 0

3 37. 8±2. 8 13. 9±2. 3

7 24. 1±2. 3 4. 1±1. 5

14 32. 6±1. 6 2. 2±0. 0

注: 不同时间 0. 10 kg 力组与对照组 PGE2 含量比较 P < 0. 01

表 3　不同时间 0. 20 kg 力组与 0. 10 kg 力组

PGE2 含量变化 (xθ±s, Pgöm g)

时间 (d) 0. 20 kg 力组 0. 10 kg 力组 P

1 　67. 3±16. 6 　62. 6±13. 9 < 0. 05

3 38. 5±4. 0 37. 8±2. 8 > 0. 05

7 22. 7±5. 7 24. 1±2. 3 > 0. 05

14 4. 7±1. 3 32. 6±1. 6 < 0. 01

图 3　3 组 PGE2 含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 0. 10 kg 力组　■ 0. 20 kg 力组　◆ 对照组

由图表可见, 受 0120 kg 的扩张力后, 兔矢状

缝 PGE2 含量明显升高, 以后逐渐下降, 14 d 时基

本接近对照组水平。而 0110 kg 力组受力 1 d 后

PGE 2 含量显著增高, 以后开始下降, 但下降速度远

不及 0120 kg 力组, 而且在 14 d 时反而升高, 显著

高于对照组并有统计学意义 (P < 0101)。另外, 表

1～ 2和图 3 显示: 加力组的 PGE2 含量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 说明扩张力引起了骨缝 PGE2 含量的变

化, 而且 0120 kg 力组与 0110 kg 力组变化规律不

一致, 表明骨缝组织对不同的力值反应有所不同

(P < 0105)。

3　讨　　论

上颌扩弓治疗及前牵引是口腔正畸中矫治上

颌骨发育不足的主要方法, 其作用机制是施加机械

力于相关骨缝, 刺激骨缝组织发生改建, 从而促进

上颌骨的生长并改变其位置, 达到矫形治疗的目

的。因此, 施力后颅面骨缝的改建规律与矫形治疗

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研究骨缝对矫形力作用的生物

学效应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Sou thard 等 2 和王

幼萍等 3 的实验发现施力后骨缝细胞出现一系列

组织化学和酶的改变。1992 年 Zah row sk i 等 4 的研

究结果显示施加力值的大小明显影响有丝分裂活

跃的骨祖细胞数, 力值过大可以使骨缝的胶原纤维

断裂甚至完全破坏而没有早期骨形成。总之, 过去

的研究认为: 当施加机械力于骨缝时, 初期可引起

组织的损伤, 发生无菌性炎症反应, 后期则刺激骨

缝成骨细胞, 使其活性增加引发骨改建。近年来, 随

着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及相关检测手段的问世,

使正畸力所致组织改建机理的研究开始深入到分

子水平。有研究 5～ 8 报道受力牙周膜、牙槽骨中

PGE 2 的含量升高, 并伴有DNA , cAM P 合成的增

加。外源性注射前列腺素也有加速牙移动的作用,

已知 PG 合成酶抑制剂如消炎痛可使破骨细胞减

少并影响牙移动。本实验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兔矢

状缝在扩张过程中 PGE 2 水平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

明: 骨缝受力后, PGE2 这一骨改建因子的含量在早

期升高 (1 d 时最高) , 说明骨吸收活动受力早期即

发生, 以后逐渐下降, 但始终高于对照组水平。根据

以往研究, 作者推测, 在骨缝被扩张时 PGE2 所起

的作用可能为: ①作为活跃的骨吸收因子, 吸引破

骨细胞造成骨缝边缘的直接吸收, 使纤维与骨之间

的联接松散, 导致骨缝的分离扩大; ②PGE2 可介导

胶原酶引起骨吸收作用; ③骨缝组织含有大量的成

纤维细胞, PGE2 可能影响该细胞合成的胶原类型,

使Ë 型胶原在总胶原中的比例增高以适应组织对

牵张变形的需要; ④在骨缝受力早期, PGE2 可能有

抑制成骨细胞活性的作用。成骨细胞分化成熟的标

志是碱性磷酸酶 (A KP) 的合成, 而 PGE 2 已被证实

可以抑制A KP 的合成。⑤在骨缝受力初期, 升高的

PGE 2 还可能与骨吸收和形成均有关。骨改建是骨

吸收和骨形成同时存在的活动, 在活体状态下,

PGE 2 是一种强有力的骨改建促进剂, 它同时有增

加骨吸收和骨形成的功能。尽管 PGE 2 促进骨形成

的机理还不十分清楚, 但本实验发现在骨缝受力后

骨改建活跃期 (7～ 14 d) PGE2 水平仍高于正常, 且

0110 kg 力组比 0120 kg 力组含量明显高, 提示适

宜施力引起了组织持续活跃的改建活动, 力量过大

可能导致组织破坏, 待其损伤修复后才有活跃的骨
(下转第 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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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l ica tion of Bl ind Nsaotrachea l In tuba tion in M ax illofac ia l Opera tion s:
A Retrograde Study

Xu L ix ian, L u L ingling, Zhang Guo liang, et a l

Colleg e of S tom a tology , the F ou rth M ilita ry M ed ica l U n iversity

Abstract
T he effects of 4120 cases w ith b lind naso tracheal in tubat ion under anesthesia w ere analyz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3119 cases (7315% ) w ere in tubated w ith in 10 m inu tes, 873 cases (2112% )w ith in 11～ 20 m inu tes and 185 cases (415% ) w ith in

21～ 30 m inu tes and on ly 33 patien ts (018% ) w ere ob liged to be app lied tracheo stom y. T here w ere neither obvious adverse ef2
fects of the cardiovascu lar system during in tubation no r po stoperat ive m emo ry of the in tubation operat ions in all pat ien ts. T he

resu lts suggest that b lind naso tracheal in tubat ion is a usefu l techn ique in m ax illofacial su rgery.

Key words: 　b lind naso tracheal in tubat ion　　m axillofacial su rgery　　anesthesia

(上接第 223 页)

改建活动, 推测 0120 kg 与 0110 kg 力组 PGE 2 含

量的差异可能与其骨改建活跃程度、发生时间有

关。因此, 在临床矫形治疗中, 为减少组织损伤, 提

高矫治效率, 降低复发率, 应注意施力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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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Shu juan, X ie R u i,D uan Yugu i, et a l

Colleg e of S tom a tology , W est Ch ina U n iversity of M ed ica l S ciences

Abstract
T he changes of endogenous PGE2 level w ere studied in vivo w ith in terparieta l su tu re expansion model by radio im 2

m unoassay m ethod. T he resu lts show : ①on the 1st day, PGE2 levels in 0110kg fo rce group w ere m uch h igher than the con tro l

group , then declined, bu t m ain tained at a h igher level than the con tro l group till the 14th day. W ith 0. 20 kg fo rce, PGE2 level

declined mo re rap idly than 0. 10 kg fo rce. ②bone remodeling act ivit iesw ere sim u taneous rather than con tiunous. ③Fo rce m ag2
n itude affected bone remodeling,w hen w ith 0. 20 kg fo rce, su tu res w ere separated rap idly, bu t remodeling act ivit ies w ere lat2
er than w ith 0110 kg fo rce, and remodeling tim e p ro longed. T he resu lts suggest that su itab le fo rce is beneficia l to remodeling

of t issues and reduce the po ssib ility of relap 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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