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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细胞不断分裂后可以形成克隆! 其子代细胞可以

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分化! 决定 "#$% 定向分化的机制

有两种：一是细胞自身基因调控；另一种是外来信号

调控和 "#$% 所处的内环境［& ’ (］! 在向培养细胞中加

入胎牛血清后，对其进行的 )*+, 和 "* 的免疫荧光

组织化学染色表明，培养细胞当中出现了较多的具有

神经胶质样和神经元样细胞!
与中枢的 "#$% 培养相比，-.) 内细胞培养有两

个不同：! 不形成典型的“ 神经球”，克隆的形态呈

较小的桑椹状，葡萄串状或散在成群状! " 细胞之

间连接松散! 在 -.) 培养的细胞传代时，用胰酶消

化法和机械分离法分离细胞都比分离中枢的神经干

细胞球容易!
对胚鼠和成年鼠的背根节细胞培养进行比较，也

存在有差异! ! 胚鼠的原代培养细胞生长得更快!
" 胚鼠的原代细胞形成的克隆数多于成年鼠! # 胚

鼠 / 细胞产生的数目往往更多! 这种体积巨大的细

胞很可能发育为非神经细胞，如黑色素细胞等! 在有

关神经组织标志物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时 / 细胞表现

为阴性结果［0］! / 细胞的出现以及其在发育不同阶

段的数量变化有何意义，目前尚不清楚! 但无论是胚

鼠还是成年鼠的培养细胞，传代以后其生长速度都会

减慢，传代后两者生长速度基本相同! 另外随着培养

时间的延长，细胞的增殖能力也逐渐减弱! 神经嵴细

胞的发育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12］，那么作为其

后代的神经节内神经前体细胞，其增殖能力和分化的

潜能有多大，受哪些因素的调控，能否作为神经系统

疾病细胞替代治疗的供体等，尚须做大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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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手术中应用自体心包片的护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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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病例：在西京医院心血管外科行全麻体外循
环下心脏直视术患者 IO2 例，其中房间隔缺损 OP 例，室间隔

缺损 &O 例，法洛四联症 && 例，大动脉转位 I( 例，主动脉弓加
宽 12 例! 术中均根据手术所需裁取大小合适的心包片 2! &
>6I _ I! Q >6I，用 ,;34:8: 线全周连续缝合! 护理配合：! 巡

回护士需临时配制浓度为 &! Q 6G ‘ 6L 的戊二醛溶液 Q2 6L!
" 取心包片时四角要用小丝线缝针固定，防止心包卷折和皱

缩! # 洗手护士将心包片表面的血迹冲干净并去除多余的脂
肪，放于平整处用蚊钳将其周边尽量展开，用小纱布包好，将

配好的戊二醛喷洒在纱布上，要彻底湿透并用重物压平! $
心包片使用前一定要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防止戊二醛剂残
留使自体心包片退化变硬!

#" 讨论" 自体心包补片现已在心脏手术中常用，它具有以下
优点 ! 取材方便；" 组织相融性好，抗感染力强；# 有良好
的柔顺性，机械强度大；$ 有组织活性，易于生长贴合［1］! 为
取得更好的塑形效果，配合护士在手术中要严格掌握戊二醛
的配制方法和固定心包片的时间! 应用戊二醛的原则是现用
现配! 因为戊二醛配制液容易随着时间的增长使其溶液浓度
降低，从而降低其功效! 为适当保留心包组织的弹性和顺应
性，在使用戊二醛固定时一般以 12 _ I2 6<8 为宜［I］，时间过
长会使心包片过硬钙化，弹性变差；时间不够，达不到戊二醛
固定的目的! 我们为加强其效果，一般固定 Q _ 12 6<8 后再喷
洒 1 次戊二醛，这样固定的心包片有一定的硬度、较平坦、不
会卷曲，较易缝合且不易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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