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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颌前伸后大鼠颞下颌关节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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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 对幼年 SD 雄性大鼠功能矫形前伸下颌后颞下颌关节盘É 型胶原的变化进行研

究。结果显示, 对照组大鼠关节盘的染色反应强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加深, 实验组关节盘的染色反应强于对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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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颞下颌关节盘为致密结缔组织所构成, 它的三

种主要组成成分是胶原纤维、细胞外基质和成纤维

细胞, 其中胶原纤维主要为É 型胶原。关节盘各组

成成分的含量以及排列方式与关节盘的功能密切

相关, 组织学和组织化学的研究已初步揭示 1 。本

研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 观察功能矫形前伸

下颌后, 对大鼠关节盘É 型胶原的影响, 进一步探

讨功能矫形前伸下颌后关节盘变化的机理。

1　材料和方法

实验动物和处理见参考文献 1 。组织切片作É 型胶原

免疫组化染色。

É 型胶原多克隆抗体由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 抗体浓度为 1∶100, 生物素化羊抗兔 IgG 和L SAB 均

为美国 ZYM ED 公司产品。免疫组化染色操作步骤按实验

室常规进行。

实验采用骨组织作阳性对照, 采用同一关节盘组织切

片以 PBS 代替一抗操作作阴性对照。按着色深浅分为 4 级。

2　结　　果

实验 1 周时, 对照组关节盘内可见较稀疏的细

丝状染色, 在中带显得较致密, 染色强度为+ 级, 实

验组则可见在强度为+ 染色的基础上少量纤维束

染色较深, 达6 级, 后带略强于前带, 中间带致密。

实验 2 周时, 对照组少部分纤维染色强度达6 级,

实验组则可见6 级强度染色的纤维明显增多。实验

3 周时, 对照组以6 级染色的纤维为主, 纤维束明

显, 实验组关节盘内可见7 级染色的粗大条索状纤

维, 并且在盘后带可见有些纤维束有分支。实验 4

周与实验 3 周无明显差异 (图 1, 2)。

3　讨　　论

关节盘含有大量的胶原纤维, 它的纤维主要由

É 型胶原组成, 并以粗大的纤维束形式存在。É 型

胶原组成了关节盘的支架, 并赋予关节盘抗拉伸和

压迫的能力 2, 3 。关节软骨中胶原的含量有增龄性

变化, 在生长发育阶段, 胶原含量增加, 发育成熟以

后则相对稳定 4 。在本实验中观察到, 对照组关节

盘的染色反应强度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加深, 说

明É 型胶原的含量随着年龄的增加呈逐渐增多的

趋势, 到了实验 4 周则无明显变化, 可能与此时关

节盘已基本分化成熟有关。实验组关节盘的染色反

应强于对照组, 提示功能矫形前伸下颌后, 刺激了

关节盘, 使É 型胶原的合成增加。

关节盘内纵向排列的纤维束主要对抗关节盘

所承受的拉伸力或牵张力, 力量沿纤维束的方向传

导 5 。此外, 在盘的前带和后带这些纤维束还与横

向、斜向、随机排列以及环形的纤维组成复杂的胶

原纤维网, 对抗施加于关节盘上的压力 6 。近年来

对软骨组织结构和生化成分的研究提出的关节软

骨二相理论则认为 7 , 软骨是由粘弹性的固体基质

和不可压缩的间质液组成, 软骨受力反应与固体基

质、间隙液的运动、以及固体基质和间隙液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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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有关。关节盘受到压力时, 关节盘内部会产生

一个肿胀膨胀压, 外部压力越大, 膨胀压也越大, 这

个内部的压力由胶原网来对抗, 细胞外基质也要发

生变化 7, 8 。功能矫形前伸下颌后, 关节盘受到的拉

伸力和压力都增加, 可能刺激了关节盘胶原的合

成, 关节盘发生了活跃的改建, 以适应功能变化的

需要。

(本实验得到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病理科成女襄

同志的帮助, 特此致谢! )

(本文图见中心插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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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 resen t experim en t the type É co llagen of discs w as invest igated w ith imm unoh istochem istry in the young grow ing

SD rats after the m andib le p ro truded functionally. T he experim en tal evidence show ed that the imm unoh istochem ical sta in ing

react ions accen tuated w ith age changed in con tro l group discs, and the imm unoh istochem ical sta in ing react ions in experim en tal

group w ere in tenser than in con tro l group. It indicated that the discs syn thesized h igher con ten ts of type É co llagen after the

disc accep ted mo re functional st im u li in the experim en 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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