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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周时#关节积液增多#滑膜增生水肿#关节软

骨水肿增厚%

!

周时#滑膜增生水肿加重#关节软骨

水肿增厚#软骨面多数色泽灰暗#且有磨损及不规

则#似天鹅绒%

%

周时#滑膜增生严重#软骨面糜烂#

部分出现溃疡'相同时间点假手术组及正常对照组

大鼠无明显滑膜增生#关节软骨光泽&平整和透明'

大鼠关节滑膜组织中
?[A7< 4;P7

和蛋白

的表达
!

造模后
#

周#实验组大鼠滑膜组织中

JT7@\9?F@

的表达水平与正常对照组及假手

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造模后
!

周和
%

周#

实验组大鼠滑膜组织中
JT7@\9?F@

的表达水

平明显高于假手术组及正常对照组!

+

$

"<"'

#表

#

"'不同组动物滑膜组织中
JT7@\

蛋白的

T+25+1%O:05

图谱如图
#

所示#经分析计算#各组动

物
JT7@\

蛋白水平与基因表达水平相仿!表
!

"'

表
H

!

不同组大鼠滑膜组织中
?[A7<4;P7

的表达#相对表达平均水平$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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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

!

不同大鼠滑膜组织中
?[A7<

及
D%HG

蛋白

表达的
[+&)+*%-5")

图谱

D#

'

H

!

?(++O

2

*+&&#"%&"0?[A7<.%!D%HG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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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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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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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

不同组大鼠滑膜组织中
?[A7<

蛋白的表达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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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关节软骨组织中
?[A7<4;P7

和蛋白的

表达
!

实验组大鼠
E@

关节软骨组织中
JT7@\

9?F@

的表达水平仅造模后第
!

周高于相应假手术

组及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

$

"#造模后第
#

及第
%

周的表达与相应假手术组及正

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N

!

不同组大鼠软骨组织中
?[A7<4;P7

的表达#相对表达平均水平$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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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组大鼠软骨组织
JT7@\

蛋白的
T+25+1%

O:05

图 谱 如 图
!

所 示#经 分 析 计 算#各 组 大 鼠

JT7@\

蛋白水平与基因表达水平相仿!表
%

"'

图
F

!

不同组大鼠软骨组织中
?[A7<

及

D%HG

蛋白的
[+&)+*%-5")

图谱

D#

'

F

!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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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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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

!

不同组大鼠软骨组织中
?[A7<

蛋白的表达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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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滑膜组织中
D%HG4;P7

和蛋白的表达
!

造

模后
#

周#实验组
!%#%9?F@

的表达与正常对照组

及假手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造模后
!

周和

%

周#实验组
!%#%9?F@

的表达分别高于相应的假

手术组及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
'

"'图
#

和表
)

分别为不同组大鼠滑膜组织

中
!%#%

蛋白的
T+25+1%O:05

图谱和表达水平#各组

动物的
!%#%

蛋白表达情况与基因表达情况相似'

'%#



!

蔡国平#等
<JT7@\

及其受体
!%#%

在大鼠骨关节炎!

E@

"关节软骨和滑膜中的表达

表
S

!

不同组大鼠滑膜组织中
D%HG4;P7

的表达#相对表达平均水平$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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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Y

!

不同组大鼠滑膜组织中
D%HG

蛋白的表达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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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鼠关节软骨组织中
D%HG4;P7

和蛋白的

表达大鼠
E@

关节软骨组织中
!%#%9?F@

的表

达仅在造模后第
!

周高于假手术组及正常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
*

"#造模后第

#

及第
%

周的表达与相应假手术组及正常对照组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
!

和表
(

分别为不同

组动物软骨组织
!%#%

蛋白的
T+25+1%O:05

图谱和

表达水平#各组动物的
!%#%

蛋白表达情况与基因

表达情况相似'

表
R

!

不同组大鼠软骨组织中
D%HG4;P7

的表达#相对表达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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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

!

不同组大鼠软骨组织中
D%HG

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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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

是最常见的关节疾病之一#主要特征是关节

软骨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表现为关节软骨

变性&萎缩#软骨下骨硬化&囊性变&关节边缘骨赘形

成等+

'+)

,

#病情严重可致残+

*+(

,

'既往对
E@

的病理

研究集中在异常关节生物力学的影响#近几年主要侧

重于探讨软骨细胞的病理生物学机制'目前认为#在

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下#炎性细胞因子介导的关节软骨

和滑膜中各种蛋白酶表达增高所引起的关节软骨基

质胶原纤维网和蛋白多糖的降解#是导致关节软骨退

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

,

'在
E@

的发展病程中#各种细

胞因子相互协同#相互调节#最终主要刺激基质金属

蛋白酶!

9$51'H9+5$::0

3

105+'%$2+2

#

**Q2

"的合成与

分泌#促进
**Q2

的表达增高#从而促进软骨的降

解'其中白细胞介素
8#

!

'%5+1:+"R'%8#

#

SI8#

"和肿瘤坏

死因子
8

%

!

5"901%+-102'2M$-5018

%

#

JF!8

%

"是参与
E@

病理过程最主要的细胞因子+

#"+##

,

'

JT7@\

是一个多功能细胞因子'

\$9'

A

0

等+

#!

,

将
1JT7@\

与
?@

&

E@

患者滑膜细胞共孵育后#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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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

$

"

!

现培养液中
**Q8#

和
?@FJ7,

等细胞因子显著增

高'

Q+1

3

+1

等+

#$

,研究表明#

JT7@\

能特异性抑制

软骨形成#从而阻碍软骨的内源性修复'既然在
E@

骨关节软骨基质退变降解过程中#

**Q2

&细胞因子

和趋化因子等共同参与了关节软骨降解的演变过程#

上述诸因素通过协同作用或相互调节促使或加速

**Q2

在
E@

软骨降解中的产生#那么#

JT7@\

及

其受体
!%#%

是否也是参与的因素之一0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
E@

大鼠模型造模后第
#

&

!

和
%

周#大鼠膝关节都有不同程度的
E@

表现'虽

然实验组动物滑膜组织中
JT7@\

及其受体
!%#%

的
9?F@

和蛋白表达水平在造模后第
#

周与假手术

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造模

后的第
!

周及第
%

周均高于假手术组及正常对照组'

该结果与实验组动物造模后不同时程的骨关节损伤

情况一致#即随造模后时程的延长#滑膜增生加重'

从软骨的表达情况来看#

$

组动物
JT7@\

及

!%#%

的
9?F@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较低#仅在造模后

第
!

周#实验组
JT7@\

及
!%#%

的
9?F@

和蛋白表

达高于假手术组及正常对照组#第
#

及
%

周与假手术

组及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们认

为#实验组动物造模后第
%

周时软骨
JT7@\

及

!%#%

的
9?F@

和蛋白表达水平与软骨的实际情况

相符#因为任何物质的合成均与细胞活动能力有关#

实验组动物造模后第
%

周时软骨面糜烂#部分出现溃

疡#软骨下骨质裸露#说明软骨受损严重#甚至大量死

亡#以致于影响到
[F@

和蛋白的合成'

鉴于
JT7@\

具有促进炎性细胞因子&趋化因

子分泌以及细胞增生等生物学效应+

$

,

#因此#我们认

为实验组动物关节滑膜组织中
JT7@\

及其受体

!%#%

的
9?F@

和蛋白表达的增加可能是
E@

疾病

启动因素之一#当同属细胞诱导因子的
JT7@\

与

其受体
!%#%

表达增加及相互作用后#有可能诱导滑

膜炎性介质或炎性细胞因子大量生成#进而促进

**Q2

合成与分泌#从而导致软骨降解'此外#实验

组动物造模后第
%

周时滑膜组织与软骨的受损也间

接地反映了关节滑膜组织中
JT7@\

及其受体
!%#%

的
9?F@

和蛋白表达增加可能是
E@

疾病启动因

素#因为滑膜组织在造模后第
%

周主要表现为增生而

非崩溃#软骨则表现为糜烂和溃疡'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仅对关节滑膜及软骨中

JT7@\

及其受体
!%#%

的
9?F@

和蛋白表达与

E@

疾病初步探讨#尚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

为何动物
@/JI

术后滑膜与软骨内
JT7@\

及其

受体
!%#%

的
9?F@

和蛋白表达会增加#

JT7@\

其受体水平增加后促进软骨降解究竟与哪些物质有

关联#或者通过其他哪种途径促进
E@

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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