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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摘要"B目的B研究人牙周膜干细胞$1HYFR7,%4条件培养液$7M%对 M7=L=4\< 细胞形态及增殖特性

的影响) 方法B从健康前磨牙及第三磨牙的牙周膜$牙周韧带%组织分离 1HYFR7,并进行培养#采用免疫荧

光法检测所得细胞中波形丝蛋白$2&#.)(&)%*角蛋白$H7V%及早期间充质干细胞标志物 RL8̀ 4< 的表达#鉴定

细胞来源) 制备 1HYFR7,47M对M7=L=4\<细胞进行干预处理#比较干预组与对照组$未经 1HYFR7,47M处理%

M7=L=4\< 细胞的形态特征和增殖能力) 结果B免疫荧光染色显示#1HYFR7,呈现2&#.)(&)*RL8̀ 4<阳性表达*

H7V阴性表达的特征) 两组M7=L=4\< 细胞均呈现长梭*多角的形态特征#贴壁生长) MLL实验结果显示#两

组M7=L=4\< 细胞的数量及增殖活性均随培养时间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 在培养第 = 天*第 D 天和第 > 天#

干预组 Ỳ值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b;D%) 细胞周期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和对照组

处于9

:

cMdR期的细胞比例分别为$=<b?= e;bDE%f和$<Eb<< e;b:?%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b=E=#

!g;b;;;%) 结论B1HYFR7,47M干预处理不影响M7=L=4\< 细胞的形态特征#并可以增强其增殖能力)

BB!关键词"B人牙周膜干细胞(B条件培养液(BM7=L=4\< 细胞(B细胞形态(B增殖

BB!中图分类号"B8>C>B!文献标识码"BUB!文章编号"B<A>? @=C;A#:;:<$;: @;<D> @;D

BB0"&%<;6=EAEc]6&,,)6<A>? @=C;A6:;:<6;:6;E

+>D<+

BB中国临床新医学B:;:< 年B: 月B第 <? 卷B第 : 期



!""#$%&'"$'()*%*'(#)+#)*,+'"-,+.(/#0*')'(%.11*2.+#(%&%#+$#11&'($#11+'0/-'1'23 .()/0'1*"#0.%*4#

$-.0.$%#0*&%*$&'"+',&##+503'(*$'&%#'51.&%&$#11&6#$%&'(# )*+,-.'/01.'# 2+345.(6078# 9"':;<=>//:/?

<"/@'"/:/67# A'/"/8 B9C.=':D/::969# $((9EB/(6/:.' ;<?;A;# D>.('

BB!75&%0.$%"B859#$%*4#BL",(-0/(1..++.!(,"+!")0&(&").0 #.0&-#$7M% "+1-#') $.3&"0")('%%&*'#.)(,(.#

!.%%,$1HYFR7,% ") !.%%#"3$1"%"*/')0 $3"%&+.3'(&2.!1'3'!(.3&,(&!,"+#"-,..#O3/")&!",(."O%',(,$M7=L=4\<%

!.%%,6:#%-')&BL1.1HYFR7,S.3.&,"%'(.0 +3"#(1.$.3&!.#.)(-#$$.3&"0")('%%&*'#.)(% (&,,-.,"+(1.1.'%(1/$3.4

#"%'3,')0 (1.(1&30 #"%'3,# ')0 S.3.!-%(-3.06I##-)"+%-"3.,!.)!.S',-,.0 ("0.(.!((1..h$3.,,&"),"+2&#.)(&)#

$') !/("J.3'(&)$H7V% ')0 (1..'3%/#.,.)!1/#'%,(.#!.%%#'3J.3RL8̀ 4< &) (1."O('&).0 !.%%,("&0.)(&+/(1.

,"-3!."+(1.!.%%,6L1.7M"+1HYFR7,$1HYFR7,47M% S.3.$3.$'3.0 +"3(1.&)(.32.)(&") (3.'(#.)("+M7=L=4\<

!.%%,# ')0 (1.#"3$1"%"*&!'%!1'3'!(.3&,(&!,')0 $3"%&+.3'(&") 'O&%&(/"+M7=L=4\< !.%%,S.3.!"#$'3.0 O.(S..) (1.

&)(.32.)(&") *3"-$ ')0 (1.!")(3"%*3"-$$S&(1"-((3.'(#.)("+1HYFR7,47M%6;#&,1%&BI##-)"+%-"3.,!.)!.,('&)&)*

,1"S.0 (1'(1HYFR7,,1"S.0 (1.!1'3'!(.3&,(&!,"+2&#.)(&) ')0 RL8̀ 4< $",&(&2..h$3.,,&"),# ')0 H7V).*'(&2..h4

$3.,,&")6L1.M7=L=4\< !.%%,&) O"(1 *3"-$,,1"S.0 (1.#"3$1"%"*&!'%!1'3'!(.3&,(&!,"+%")*,$&)0%.,')0 $"%/*"),#

')0 '01.3.)(*3"S(16L1.3.,-%(,"+#.(1/%(1&'Z"%/%(.(3'Z"%&-#$MLL% .h$.3&#.)(,1"S.0 (1'((1.)-#O.3')0 $3"%&+4

.3'(&") '!(&2&(/"+M7=L=4\< !.%%,&) (1.(S"*3"-$,,1"S.0 ') -$S'30 (3.)0 S&(1 (1.&)!3.',."+!-%(-3.(&#.6̀ ) (1.

=30# D(1 ')0 >(1 0'/"+!-%(-3.# (1.̀ Y2'%-."+(1.&)(.32.)(&") *3"-$ S',,&*)&+&!')(%/*3.'(.3(1') (1'("+(1.!")4

(3"%*3"-$# ')0 (1.0&++.3.)!.S',,('(&,(&!'%%/,&*)&+&!')($!a;b;D%6L1.3.,-%(,"+!.%%!/!%.')'%/,&,,1"S.0 (1'(

(1.$3"$"3(&") "+!.%%,&) 9

:

cMdR $1',.&) (1.&)(.32.)(&") *3"-$ ')0 (1.!")(3"%*3"-$ S.3.$=<b?= e;bDE%f ')0

$<Eb<< e;b:?%f# 3.,$.!(&2.%/# ')0 (1.0&++.3.)!.S',,('(&,(&!'%%/,&*)&+&!')($"g?=b=E=#!g;b;;;%6<'($1,&*'(

I)(.32.)(&") S&(1 1HYFR7,47M0".,)"('++.!((1.#"3$1"%"*&!'%!1'3'!(.3&,(&!,"+M7=L=4\< !.%%,# ')0 !') .)1')!.

(1.&3$3"%&+.3'(&") 'O&%&(/6

BB!=#3 >'0)&"BN-#') $.3&"0")('%%&*'#.)(,(.#!.%%,$ 1HYFR7,%(B7")0&(&").0 #.0&-#$7M%(BM"-,.

.#O3/")&!",(."O%',(,$M7=L=4\<% !.%%,(B7.%%#"3$1"%"*/(BH3"%&+.3'(&")

BB牙周炎症会破坏牙周支持组织#若治疗不及时

甚至会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及口颌系统结构与功能

受损!<"

) 它还与多种全身性疾病#如冠心病*糖尿

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胃炎以及高血压等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

) 随着病程的进展#牙周炎症会引

发牙槽骨细胞的一系列功能学变化#甚至导致细胞

凋亡#这是牙齿丧失稳定性*咀嚼功能下降的最主要

因素#因此#新生成骨对于牙周组织修复和再生尤为

重要) 有效治疗牙周炎症的关键是消除局部及全身

刺激因素*控制感染#并使已丧失的牙周组织实现修

复与再生!="

) 组织工程理论*材料和技术的不断发

展给牙周支持组织再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

作为牙周组织工程研究中公认的首选种子细胞,,,人

牙周膜干细胞$1-#') $.3&"0")('%%&*'#.)(,(.#!.%%,#

1HYFR7,%具有良好的组织同源性*自我增殖活力和

多向分化潜能!D"

) 在适宜诱导条件下#1HYFR7,可

以形成牙槽骨4牙周膜4牙骨质复合体结构#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牙周组织再生!A"

) 然而#干细胞治疗存在

着许多问题!>"

&移植后生存能力降低(潜在的致瘤*致

畸风险(包装*转运*贮存及治疗方法缺乏统一化*标准

化等) 来源于间充质干细胞$#.,.)!1/#'%,(.#!.%%,#

MR7,%的条件培养基$!")0&(&").0 #.0&-##7M%富含

其旁分泌的生物活性因子#且规避了干细胞移植的

各种风险#是替代干细胞治疗的理想方案!C#E"

) 本

研究通过酶消化组织块法获取原代 1HYFR7,进行

培养#鉴定细胞来源后制备 1HYFR7,47M) 选用具

有单一定向成骨分化生物学特性的小鼠胚胎成骨细

胞前体细胞M7=L=4\< 以 1HYFR7,47M对其进行干

预#探讨干预组和常规培养组的细胞形态特征及增

殖能力的改变情况#为其在牙周组织工程的应用提

供科学依据)

?6材料与方法

?@?6实验材料和仪器6选取 <A i<C 周岁因正畸治

疗需拔除的健康前磨牙及第三磨牙 D: 颗#由包头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提供) 所有牙无龋坏*无

牙髓及根尖周病变#无牙周疾病#无黏膜疾病) 所有

纳入个体无系统疾病) 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

YM\M培养基$N/!%")#美国%(胎牛血清$+.('%O"2&).

,.3-##PTR% $N/!%")#美国%(;b:Df胰蛋白酶4乙二

氨四乙酸$.(1/%.).0&'#&).(.(3''!.(&!'!&0#\YLU%

$N/!%")#美国%(青霉素$河北石家庄华北制药%(链

霉素$河北石家庄华北制药%(

!

型胶原酶$R&*#'#

美国%(小鼠抗人角蛋白$$') !/("J.3'(&)#H7V%*小鼠

抗人波形丝蛋白$2&#.)(&)%*小鼠抗人 RL8̀ 4< 单克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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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抗体$Y'J"#丹麦%(羊抗小鼠四甲基异硫氰酸罗丹

明标记的免疫球蛋白9$&##-)"*%"O-%&) 94(.(3'#.(1/%

31"0'#&).&,"(1&"!/')'(.#I*94L8IL7%荧光二抗*荧光染

料N".!1,(==:DC$R&*#'#美国%(二甲基亚砜$0&#.(1/%

,-%+"h&0.#YMR %̀*四甲基偶氮唑盐$#.(1/%(1&'Z"%/%

(.(3'Z"%&-##MLL%*细胞周期与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

$碧云天%) 倒置相差显微镜及照相系统$ %̀/#$-,#

日本%(荧光显微镜$TjA< dYH4><# %̀/#$-,#日本%(

R$.!(3'M'hM: 酶联免疫监测仪$M"%.!-%'3Y.2&!.,#

美国%(PU7R7')("

"

流式细胞仪$TY#美国%)

?@A6酶消化组织块法获取 1HYFR7,并制备 1HYFR7,4

7MB对待拔牙体周围组织以 >Df乙醇充分消毒后#

拔除牙齿#离体牙立刻置于含高倍双抗的 YM\M培

养基#送至超净台) 采用磷酸缓冲盐溶液$$1",$1'(.

O-++.3,'%&).#HTR%充分冲洗根面 = iD 次后刮取根

中 <c= 的牙周膜#修剪为约 < ##

= 大小的组织块#置

于 = #*c#%的
!

型胶原酶溶液中#=> k条件下作用

< 1#离心弃上清#以含 <;f PTR的YM\M培养液吹

匀所得沉淀#平铺于培养皿底部#置 => k*Df 7̀

:

细胞培养箱中进行培养) 培养 : 0 后予首次全量换

液#后每 = 0换液 <次) 当细胞长至铺满培养皿底部

>;f iC;f时进行消化*传代) 当第 = 代 1HYFR7,

长满皿底约 C;f时#在无血清培养基条件下继续培

养 :? 1后收集上清#即为 1HYFR7,47M#备用)

?@B6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2&#.)(&)*H7V及 RL8̀ 4<

的表达情况B制备 1HYFR7,的细胞爬片#应用免疫

荧光染色技术检测细胞中 2&#.)(&)*H7V和 RL8̀ 4<

的表达情况) HTR 漂洗后#以预冷的 ?f多聚甲醛

固定细胞 =; #&)#<f牛血清白蛋白$'%O-#&) +3"#

O"2&).,.3-##TRU%封闭 =; #&)#加入特异性一抗#

孵育过夜) 次日以HTR冲洗 : i= 次#避光加入二抗

孵育 < 1#以N".!1,(==:DC 对细胞核进行复染 D #&)#

甘油封片*标记#镜下观察 2&#.)(&)*H7V及 RL8̀ 4<

的表达情况)

?@C6M7=L=4\< 细胞的培养与干预B通过国家实

验细胞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购入 M7=L=4\< 细胞系#

常规培养*传代#选取第 ? 代生长旺盛的 M7=L=4\<

细胞用于后续干预实验) 其中#干预组M7=L=4\< 细

胞在含 D;f 1HYFR7,47M dD;f常规 YM\M培养

液$YM\M培养液d<;f PTR%条件下进行培养(对

照组在常规YM\M培养液中进行培养)

?@D6不同处理组M7=L=4\< 细胞的增殖能力检测

取生长状态良好的干预组和对照组M7=L=4\<细胞#以

: l<;

?

!.%%,c!#

: 密度接种于 EA 孔板中#每孔 <;;

#

%#

每组设 D个重复孔) 按各组培养条件继续培养 <*=*

D*> 0#培养结束后#每个孔加 :;

#

%MLL溶液#=> k*

Df 7̀

:

条件下继续孵育 ? 1#吸弃上清后再向各孔

加入 <D;

#

%YMR #̀振荡 <; i<D #&)) 采用 R$.!(3'4

M'hM: 酶联免疫监测仪测定 ?E; )#波长处各孔吸

光光度值$ Ỳ值%)

?@E6不同处理组M7=L=4\< 细胞的细胞周期检测B

分别收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M7=L=4\<各约 = l<;

A 个#

制成单细胞悬液#离心后加入 >;f乙醇吹打充分混

匀#? k过夜#每组设 D 个重复管) 次日离心后吸弃

乙醇上清#避光下各加入 D;

#

*c#%的碘化丙锭 < #%#

? k环境下染色 =; #&)#通过 :;; 目尼龙筛网#经

PU7R7')("

"

流式细胞仪测定两组 M7=L=4\< 细胞

的细胞周期)

?@F6统计学方法6应用 RHRR<>b;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e标准差$

!

1eF%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成组"检验) !a;b;D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6结果

A@?61HYFR7,的形态观察及2&#.)(&)*H7V及 RL8̀ 4<

的表达情况B原代培养 1HYFR7,<? 0 可见细胞以

组织块为中心#呈环绕*散在分布#细胞形态为长梭

形或多边形*胞体丰满#贴壁生长$见图 <

$

%) 培养

:< 0后#细胞增多#可达 C;f汇合#形态均一#呈放射

状*旋涡状紧密排列于组织块周围$见图 <

%

%) 传代

后#细胞的形态特征与原代相同#呈成纤维细胞样长

梭*多角形特征#束状整齐排布$见图 <

&

%) 经免疫

荧光染色可见 1HYFR7,中 2&#.)(&) 阳性表达#胞浆

红染#胞核蓝染$见图 :

$

%(H7V阴性表达#胞浆未

被染色#仅见胞核蓝染$见图 :

%

%) 提示 1HYFR7,

为间充质来源#未有上皮细胞污染) RL8̀ 4< 阳性表

达#胞浆绿染#胞核蓝染$见图 :

&

%)

$

原代培养 <? 0(

%

原代培养 :< 0(

&

传代培养的 1HYFR7,

图 <B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 1HYFR7,所见! l<;;"

B

$

2&#.)(&) 表达阳性#胞浆红染#胞核蓝染(

%

H7V表达阴性#胞

核蓝染(

&

RL8̀ 4< 表达阳性#胞浆绿染#胞核蓝染

图 :B荧光显微镜观察 1HYFR7,的细胞特异性标志物所见

!免疫荧光染色# l?;;"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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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6两组 M7=L=4\< 细胞的形态观察结果B镜下

可见干预组和对照组细胞的形态一致*均为长梭形

或多角形#细胞呈-漩涡状.紧密排列#7M处理组的

细胞数量较对照组明显增多) 见图 =)

$

7M处理组(

%

对照组

图=B倒置相差显微镜观察两组M7=L=4\<细胞形态所见! l<;;"

A@B6两组 M7=L=4\< 细胞的增殖能力比较B两组

M7=L=4\<细胞的数量及增殖活性均随培养时间的增

长呈现上升趋势) 在培养第 = 天*第 D 天和第 > 天#

干预组 Ỳ值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a;b;D%) 见表 <)

表<B两组M7=L=4\<细胞的增殖能力比较$(gD#!

!

1eF"#̀ Y值%

组B别 第 < 天 第 = 天 第 D 天 第 > 天

干预组 ;b:= e;b;: ;bD> e;b;= ;b>? e;b;= <b;? e;b;D

对照组 ;b:D e;b;? ;b=? e;b;A ;bDC e;b;: ;bCA e;b;A

" ;bCEA >bA:C EbE:= Db;C>

! ;b=E> ;b;;; ;b;;; ;b;;<

A@C6两组M7=L=4\<细胞的细胞周期情况B干预组

和对照组处于9

;

c9

<

期的细胞比例分别为$ADbD; e

;b:C%f和$>CbC: e;bCA%f#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g=:bE?=#!g;b;;;%) 两组处于 9

:

cMd

R期的细胞比例分别为$=<b?= e;bDE%f和$<Eb<< e

;b:?%f#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b=E=#!g

;b;;;%) 说明 1HYFR7,47M更能促进 M7=L=4\< 进

入YKU合成期#发生细胞分裂*加速增殖) 见图 ?)

图 ?B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细胞周期结果图

B6讨论

B@?6/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0显

示#我国成人组和老年组的牙周健康率均低于 <;f#

DD iA? 岁年龄段人群的牙周健康率更是仅为 Df#

这说明牙周病的防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口腔健康问

题) 在控制感染的同时获得牙周支持组织的再生*

重建是牙周病治疗的终极目标) 牙周治疗可以有效

清除致病菌#延缓*阻止牙周炎的进展#但受制于机

体修复的自限性#病变区域难以获得牙周组织的新

生!<;"

) 引导组织再生技术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牙

周附着和骨内缺损修复#但目前仍存在易形成长结

合上皮*再生硬组织的功能较差*手术适应证窄*生

物膜降解时易塌陷等问题!<<"

#对于牙周组织的正常

结构和功能的构建#远未达到医师和患者所期望的

理想结果)

B@A6相较于传统治疗方法#组织工程技术利用干细

胞的定向分化潜能发挥修复作用#给牙周组织修复

和再生提出了新思路) 有研究!<:"通过体内示踪植

入的MR7,发现#仅有a<f的干细胞归巢并定植于

病变缺损区发挥促进组织再生的作用#而绝大多数

的MR7,仅附着于待修复组织的表面#这说明直接

发挥生物学功能*参与组织再生和修复的主要细胞

并不是MR7,) 另有研究!<="表明#比起-分化*替代

受损细胞.#再生过程中移植的干细胞主要通过旁

分泌机制释放多种生物活性分子$如趋化因子*生

长因子等%#从而构建*优化局部微环境#趋化病变

周围的健康干细胞c祖细胞迁徙至损伤部位进行增

殖*分化#减少受损细胞发生凋亡和炎性反应#促进

组织新生血管#并可通过调节细胞免疫功能等多重

效应诱导组织再生) ,̀-*&等!<?"将人 MR7,47M作

用于小鼠颅骨缺损模型#经 7L检查发现#干预后颅

骨骨量生成增多(同时体内细胞示踪技术发现#经

MR7,47M处理后被标记的小鼠MR7,迁移到病变缺

损区的细胞量显著增多#并能检测到明显的血管新

生) 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MR7,47M可以调动内源性

MR7,的归巢#并能正向调节血管新生和新骨形成)

B@B6本研究通过酶消化组织块法获得 1HYFR7,#并

经免疫荧光染色证实所得细胞呈现2&#.)(&) 阳性表

达*H7V阴性表达的状态#说明其来源于间充质#而

非上皮来源) 目前尚无明确的研究结论给出一种或

几种特殊的 1HYFR7标志物) :;;? 年#R."等!D"最

早成功分离获得 1HYFR7,#并使用早期间MR7,的标

志物 RL8̀ 4< 等作为其标志物) 本研究也发现所得

1HYFR7,呈现 RL8̀ 4<阳性表达#以此验证细胞来源)

B@C6M7=L=4\< 细胞具有单一定向成骨分化的各

种生物学特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成骨相关的体外

细胞实验研究中!<D"

) M7=L=4\< 细胞形态符合成纤

维细胞样特性#为长梭形或多角形#生长特性为贴壁

生长) 经 1HYFR7,47M干预作用后#M7=L=4\< 细

胞形态与常规培养组的细胞形态一致#均为长梭形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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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角形#说明 1HYFR7,47M不会导致 M7=L=4\<

细胞形态特征发生改变) 类似结果在许多干细胞条

件培养基的研究中被证实!>#<?"

#这可能与 MR7,的

旁分泌功能密切相关) MR7,生长过程中会将一些

活性物质#如生长因子*血管生成因子*激素*细胞因

子*细胞外基质蛋白*细胞外基质蛋白酶和激素等分

泌到培养环境中#这些活性物质不仅对维持干细胞

自身的未分化状态和存活具有关键作用#还可以影响

其他细胞的生长和$或%功能#保持其原有的典型的细

胞形态#且不会明显改变细胞体积!<A"

) 细胞增殖能

力是反映生物学活性的重要指标之一#组织的生长*

修复与重建都需要依靠细胞的增殖来完成!<>"

) 本研

究通过MLL法和细胞周期分析检测 1HYFR7,47M对

M7=L=4\<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结果显示#1HYFR7,47M

干预可促进 M7=L=4\< 细胞增殖#且可正向促进

M7=L=4\< 细胞进入YKU合成期#加速细胞发生有

丝分裂) 类似结果也在其他的体内*外实验中得以

证实) N.)0-0'3&等!<C"发现联合骨髓 MR7,47M与

激光有利于人皮肤成纤维细胞在高糖培养基中的生

长) K'*'('等!<E"将牙周膜干细胞 7M植入大鼠牙

周缺损组织#获得了较好的牙周组织再生#并且缺损

的再生效果与条件培养液的浓度显著相关) 这些效

应与MR7,47M的趋化性能*免疫调节功能*细胞生

长支持功能*抗细胞凋亡及血管生成功能等相关#但

具体的机制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实验证实了 1HYFR7,47M干预可

在不改变M7=L=4\< 细胞形态特征的情况下增强其

增殖能力) 为研究干细胞衍生物7M应用于牙周疾

病及修复骨组织缺损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

但是#本研究对于具体干细胞培养液的内容物质没

有进行深入检测#后续实验还将进一步在体外细胞

水平及牙周炎的动物模型中验证 1HYFR7,47M对于

成骨效应所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 孟焕新6:;<C 年牙周病和植体周病国际新分类简介!5"6中华口

腔医学杂志#:;<E#D?$:%&>= @>C6

!:" F&)0.) 95# F/"),U# R!'))'$&.!"PU6H.3&"0")('%,/,(.#&!',,"!&4

'(&"),& 3.2&.S"+(1..2&0.)!.!5"657%&) H.3&"0")("%# :;<=# C?$?

R-$$%%& RC @R<E6

!=" R1'&J1 MR# m%%'1 8# F").MU# .('%6H.3&"0")('%3.*.).3'(&")& '

O&O%&"#.(3&!')'%/,&,"+(1.#",(&)+%-.)(&'%,(-0&.,!5"68.*.) M.0#

:;<E#<?$<:%&<<:< @<<=A6

!?" F&- N# H.)*N# n- o# .('%6L1.$3"#"(&") "+O").3.*.).3'(&") O/

)')"+&O3"-,1/03"h/'$'(&(.c!1&(",') ,!'++"%0,O/.++.!(,") &)(.*3&)4

TMHcR#'0 ,&*)'%&)*$'(1S'/&) TMR7,!5"6T&"#'(.3&'%,# :;<=#

=?$<C%&??;? @??<>6

!D" R."TM# M&-3'M# 93")(1",R# .('%6I)2.,(&*'(&") "+#-%(&$"(.)(

$",()'('%,(.#!.%%,+3"#1-#') $.3&"0")('%%&*'#.)(!5"6F')!.(#

:;;?# =A?$E?:E%&<?E @<DD6

!A" o'#'0'o# m.0'M# N&O&N# .('%6U)"2.%'$$3"'!1 ("$.3&"0")('%

(&,,-.3.*.).3'(&") S&(1 #.,.)!1/#'%,(.# !.%%,')0 $%'(.%.(43&!1

$%',#'-,&)*(&,,-..)*&)..3&)*(.!1)"%"*/& '!%&)&!'%!',.3.$"3(

!5"6I)(5H.3&"0")(&!,8.,("3'(&2.Y.)(# :;;A#:A$?%&=A= @=AE6

!>" M-33'/I8# 7"3,.%%&M# H.(3&*%&')"PU# .('%68.!.)(&),&*1(,&)("

(1.&0.)(&(/"+#.,.)!1/#'%,(.#!.%%,& &#$%&!'(&"),+"3"3(1"$'.0&!

'$$%&!'(&"),!5"6T").5"&)(5# :;<?#EA @T$=%&:E< @:EC6

!C" [&Z","P5# \&3"K# 7&0 R# .('%6M.,.)!1/#'%,(.#!.%%,.!3.("#.&

("S'30 !.%%4+3..(1.3'$.-(&!,(3'(.*&.,&) 3.*.).3'(&2.#.0&!&).!5"6

I)(5M"%R!&# :;<>#<C$E%&<CD:6

!E" [.).3-,"[# 8",,&P# [&%%.%%'U# .('%6R(.#!.%%$'3'!3&)..++.!(

')0 0.%&2.3/,(3'(.*&.,+"3,$&)'%!"30 &)]-3/3.*.).3'(&")!5"657")4

(3"%8.%.',.# :;<E# =;;&<?< @<D=6

!<;" 赵庆扬#李建民#张晓东# 等6牙周基础治疗影响慢性牙周炎伴

咬合创伤患牙转归的临床分析!5"6中国临床新医学#:;<>#<;

$D%&?=> @?=E6

!<<" U&!1.%#'))48.&0/M\# 8./)"%0,MU6H3.0&!('O&%&(/"+!%&)&!'%"-(4

!"#.,+"%%"S&)*3.*.).3'(&2.(1.3'$/&) &)(3'O")/0.+.!(,!5"65H.3&4

"0")("%# :;;C#>E$=%&=C> @=E=6

!<:" N') 5# M.)&!')&) Y# 93")(1",R# .('%6R(.#!.%%,# (&,,-..)*&4

)..3&)*')0 $.3&"0")('%3.*.).3'(&")!5"6U-,(Y.)(5# :;<?#DE

$R-$$%<%&<<> @<=;6

!<=" H'3J R8# V&#5n# 5-) NR# .('%6R(.#!.%%,.!3.("#.')0 &(,

.++.!(") !.%%-%'3#.!1')&,#,3.%.2')(("S"-)0 1.'%&)*!5"6M"%

L1.3# :;<C#:A$:%&A;A @A<>6

!<?" ,̀-*&M# V'('*&3&n# o",1&#&8# .('%67")0&(&").0 #.0&'+3"#

#.,.)!1/#'%,(.#!.%%,.)1')!.0 O").3.*.).3'(&") &) 3'(!'%2'3&'%

O").0.+.!(,!5"6L&,,-.\)*H'3(U# :;<:#<C$<= @<?%&<?>E @

<?CE6

!<D" U3'&M# R1&O'('o# H-*0..V# .('%6\++.!(,"+3.'!(&2."h/*.)

,$.!&.,$8̀ R% ") ')(&"h&0')(,/,(.#')0 ",(."O%',(&!0&++.3.)(&'(&")

&) M7=L=4\< !.%%,!5"6ImTMTF&+.# :;;>#DE$<%&:> @==6

!<A" 邱纪玲#王晓彤#周灏雯# 等6间充质干细胞条件培养液修复多

种疾病损伤的潜能!5"6中国组织工程研究#:;<E#:= $:E%&

?>?= @?>?C6

!<>" 许B艳#刘如明#王诺鑫# 等6干细胞衰老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

!5"6实用医学杂志#:;<E#=D$<:%&<CE< @<CE?6

!<C" N.)0-0'3&P# H&3/'.&U# N',,')&RK# .('%67"#O&).0 .++.!(,"+

%"S4%.2.%%',.3(1.3'$/')0 1-#') O").#'33"S#.,.)!1/#'%,(.#

!.%%!")0&(&").0 #.0&-#") 2&'O&%&(/"+1-#') 0.3#'%+&O3"O%',(,

!-%(-3.0 &) '1&*14*%-!",.#.0&-#!5"6F',.3,M.0 R!&# :;<A#=<

$?%&>?E @>D>6

!<E" K'*'('M# IS','J&V# UJ'Z'S'V# .('%67")0&(&").0 #.0&-#

+3"#$.3&"0")('%%&*'#.)(,(.#!.%%,.)1')!.,$.3&"0")('%3.*.).3'4

(&")!5"6L&,,-.\)*H'3(U# :;<>#:=$E @<;%&=A> @=>>6

!收稿日期B:;:; @;E @<C"!本文编辑B余B军B吕文娟"

本文引用格式

刘B焱#赵晓霞#王靖宇#等6人牙周膜干细胞条件培养液对 M7=L=4

\< 细胞形态及增殖特性的影响!5"6中国临床新医学#:;:<#<?$:%&

<D> @<A<6

+<A<+

BB中国临床新医学B:;:< 年B: 月B第 <? 卷B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