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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人正畸牙移动中骨膜蛋白"

XJ

#对牙周膜改建的作用机制$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进行正畸治疗的患者
*#

例!均在前磨牙拔除前行正畸治疗!其中对照组"

'/

例#不给予正畸加力治疗!试验组"

'*

例#给

予
J3+13

丝行
*

!

!

个月正畸治疗!采用实时定量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测定两组患者牙周膜中转化生长因子
)

'

"

1&a+

)

'

#%黏着斑

激酶"

a0b

#与
XJ

表达水平$结果
!

试验组患者牙周膜中
1&a+

)

'

%

a0b

及
XJ?RJ0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在牙周膜改建过程中!

XJ

通过
1&a+

)

'+XJ+a0b

信号通路参与改建!并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关键词"正畸牙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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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膜改建&

!

骨膜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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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牙移动以牙与牙周组织改建为主要特征#改建主要包

括牙周膜'牙髓及牙龈等(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现代口

腔正畸学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治疗理念上都取得了较大成就#

并使高效能矫治体系越来越完善#但也使人们开始关注机体对

正畸力的生物学反应(大量临床报道指出#正畸治疗中#只有

力的作用#而不行牙周组织改建#很难使牙齿维持在必要位置

上或者使其移向预期设定位置)

'

*

(这提示正畸牙移动与牙周

组织相应反应有直接关联#而试验正畸牙移动就必须将牙槽骨

或者牙周膜改建作为主要前提(骨膜蛋白$

XJ

%是一种多功能

细胞外基质蛋白#在牙周韧带和骨膜中定位表达#在含有大量

胶原的组织中#

XJ

往往呈高表达#对牙齿发育'牙周组织完整

性等有重要作用#其在正畸牙移动中#可能是牙周膜改建的关

键因素)

#

*

(越来越多的研究将
XJ

视为牙周膜细胞特性的重

要因子#并认为其为牙周膜细胞标记基因之一#但关于
XJ

在

牙周膜改建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却甚少(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

收集正畸治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前磨牙牙周膜拔除前#

XJ

在牙周组织改建中的分子信号通路#从而了解其在牙周组

织改建中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纳入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口腔科接诊的正畸治疗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

年龄$

#",-!W#,-'

%岁#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确诊为需行减速

拔牙治疗#且明确了拔前磨牙的位置(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根据患者就诊先后顺序对
*#

例患者进行分

组#其中
'/

例患者为对照组#该组患者在行拔牙前均不给予正

畸加力治疗&另
'*

例患者为试验组#该组患者在行拔牙之前已

采用
J3+13

丝行
*

!

!

个月的正畸治疗#更换不锈钢方丝之前

将前磨牙拔出(

$,/

!

纳入标准
!

年龄
'#

!

#-

岁&牙列完整#均为恒牙列&无过

度磨耗'牙周组织疾病等&口腔卫生情况健康&参与本研究前
*

个月未服用任何免疫制剂和抗炎药物&无全身系统疾病(

$,'

!

标本采集
!

在患者家长知情同意下#因正畸而拔除牙周

健康的前磨牙#生理盐水洗去牙冠和根面的血污#大圆刀刮取

牙根部的牙周膜组织块#用牙科探针将组织块移入
',-?S

的

%X

管中#放入
\V"l

低温冰箱中保存待用(

$,1

!

实时定量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

R1+XQR

%测定
XJ

信号

通路调控因子
!

采用
R1+XQR

对两组患者牙周膜改建中
XJ

相关信号通路调控因子进行测定(

$,1,$

!

RJ0

提取与反转录
!

取试验细胞#按照
1B3M2<

试剂法

对细胞总
RJ0

进行提取#并将获取的总
RJ0

做好标记#放置

于
\V"l

环境下保存&通过
'.

琼脂糖胶电泳对总
RJ0

完整

性进行检测#并采用分光光度计对
RJ0

纯度'水平进行测定#

做好标记(采用
GGSU

反转录酶行反转录#将获取的总
RJ0

均反转为
;TJ0

)

*

*

(

$,1,/

!

制备标准曲线样品
!

对样品管家基因'目的基因行

XQR

扩增#并采用梯度稀释法对产物进行标准曲线制作(引

物序列为!$

'

%

F+XJ

#

=

@@

6B

!

-j+&0& 0Q0 00& 1&&Q11

QQ&+*j

#

<2C6B

!

-j+Q1&1Q0QQ&1Q0Q01QQ1+*j

#产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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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VK

@

&$

#

%

F+1&a+

)

'

#

=

@@

6B

!

-j+&Q0 0Q0 011QQ1

&&Q&010Q+*j

#

<2C6B

!

-j+00&&Q&000&QQQ1Q001+

*j

#产物长度为
'##K

@

&$

*

%

F+a0b

#

=

@@

6B

!

-j+QQ01QQQ10

0QQ011&Q&+*j

#

<2C6B

!

-j+Q000&QQQ&11Q0QQ11Q+

*j

#产物长度为
'')K

@

(

/-l

下行
'"?34

预变性#

'"7

变性#

)"l

下行
#"7

退火#

(#l

下行
*!7

延伸#

*-

个循环(

$,1,'

!

计算
!

取待测样品与标准曲线样品分别行
R1+XQR

#

并行扩增和检测(结合绘制的梯度稀释
TJ0

标准曲线#各管

家基因与样品目的基因均由系统自动生成(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实时定量
XQR

试验分析基因表达相

对变化的一种简便方法
#+

33

Q1法获得基因表达&以
*

复孔求平

均值法获得各样本
Q1

值平均值#并在减去内参平均
Q1

值后

即可获得
3

Q1

(通过
#

个样本
3

Q1

值相减即可获得
33

Q1

(

求取
#+

33

Q1 即 可 获 取 相 应 基 因 表 达 差 异 倍 数)

!

*

(采 用

OXOO'V,"

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
<

检验&多组间比较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行方差分析之

前行方差齐性检验(检验标准为
*

]","-

#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牙周膜中
1&a+

)

'

'

a0b

与
XJ?RJ0

水平表

达扩增和溶解曲线
!

见图
'

'

#

(采用
R1+XQR

检测结果显示#

扩增曲线呈平滑的
O

型曲线#表明
R1+XQR

程序运行正常#使

目的基因得到有效扩增(熔点曲线测试结果显示有
'

个峰值#

且无其他杂峰#表明
1&a+

)

'

'

a0b

与
XJ?RJ0

的扩增产物

较为单一#更利于结果的总结(

图
'

!!

两组患者牙周膜中
1&a+

)

'

#

a0b

与

XJ?RJ0

水平表达扩增曲线

图
#

!!

两组患者牙周膜中
1&a+

)

'

#

a0b

与

XJ?RJ0

水平表达溶解曲线

/,/

!

两组患者牙周膜中
1&a+

)

'

'

a0b

及
XJ?RJ0

表达水

平比较
!

见表
'

(由表
'

可见#试验组患者牙周膜中
1&a+

)

'

'

a0b

及
XJ?RJ0

表达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均明显增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患者牙周膜中
XJ

#

a0b

及
1&a+

)

'?RJ0

!!!

表达水平比较%

IWA

&

组别
, XJ?RJ0 a0b?RJ0 1&a+

)

'?RJ0

对照组
'/ ','"W",'" ','"W",'" ','"W",'"

试验组
'* ),-(W",)' '",!!W",/) !,)"W",V!

< '-,!)' '),/*( (,**#

!

%

","'

%

","'

%

","-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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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牙移动主要是借助机械外力来促使牙周组织实现改

建#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机械外力会对牙槽骨和牙周膜产生刺

激作用#促使其出现一系列生物学反应#从而实现牙周组织的

改建(在正畸治疗中#牙周膜是一种变异骨膜#是非常重要的

生理介质#具有非常明显的骨吸收和骨沉积能力(在对牙齿移

动时#成纤维细胞会发生分解'合成胶原作用#从而实现对胶原

新陈代谢的控制#在牙周膜改建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可

刺激牙槽骨快速更新#从而实现牙齿移动)

-

*

(在正畸牙周膜改

建过程中#机械外力作为一种细胞外信号#其能够实现信号传

导#促使其出现一系列骨细胞生物活性变化#从而实现牙周组

织改建的调节(牙周组织改建作为近几年来正畸学研究的重

点#尤其是对关于机械刺激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信号转变来实

现牙周组织改建机制的研究)

)

*

(

XJ

是近几年来发现的多功能细胞外基质蛋白#其在骨膜

和牙周韧带中均有相应表达(

XJ

在含有大量胶原的组织中

均呈高表达#并且支持调节纤维形成'细胞黏附及胶原蛋白的

交联#在促使牙齿发育'牙周组织完整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被视为对牙周膜稳态调节有至关重要做功更多的蛋

白#并且在牙周组织改建中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

*

(已有临

床报道证实#细胞存活'分化等信号调节中均有
XJ

参与)

V

*

(

细胞外基质是牙周膜内细胞外基质分子的目标#其具有生物力

和机械力#是保障牙周组织完整性非常重要的蛋白#更是牙齿

移动中非常关键的因子(本研究为了解
XJ

在人正畸牙移动

中牙周膜改建的机制#通过试验对
XJ

相关信号通路进行检

测#了解加力正畸与不加力正畸治疗通路调控因子表达的变

化#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牙周膜中
XJ ?RJ0

水平明显

增高(

有研究者通过试验发现#乳腺癌转移中#浸润性肿瘤干细

胞主要通过对肺组织基底膜
XJ

表达进行诱导#并由聚集
P48

配体来刺激通路#促使其出现肺转移)

/

*

(另有研究者通过对牙

周成纤维细胞进行研究#了解
a0b

'

1&a+

)

'

对
XJ

的调节作

用#结果发现#

1&a+

)

'

处理后
XJ ?RJ0

水平明显增加#而

a0b

则可促使其衰减)

'"

*

(在人牙周膜中#

XJ

呈高表达#与

a0b

所依赖的通路调节有关(本研究通过对
*

种通路信号进

行检测#结果发现#加力试验组牙周膜中
1&a+

)

'

'

a0b?RJ0

水平与
XJ ?RJ0

相同#较未加力的对照组明显增高(该结

果表明#

XJ

'

a0b

与
1&a+

)

'?RJ0

表达呈一致性#证实在人

正畸牙移动过程中牙周膜的改建中有
1&a+

)

'+XJ+a0b

信号

通路参与其中#并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

综上所述#正畸牙移动是一个较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其通

过机械外力的作用来引导牙周组织发生相应$下转第
*)#V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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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导致患者全身多器官免疫受损#进而出现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

OLRO

%#严重者可能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本

研究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
LS+)

及
1Ja+

*

水平在镇痛

后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

者
LS+'"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由

此提示#观察组患者所使用的麻醉方案对炎症因子的影响更

大#更容易促进患者体内炎症消除(其原因可能是硬膜外腔注

射局部麻醉药物能阻碍胸'腹部交感神经及躯体痛觉神经的传

导#减小交感神经系统的张力#降低应激反应#抑制儿茶酚胺释

放(表明硬膜外自控镇痛相对于静脉自控镇痛能有效缓解血

液中的炎症因子#消除炎症免疫反应#避免由于炎性反应激发

导致的
OLRO

)

/+'"

*

(此外#在陈美等)

''

*和徐辉等)

'#

*的报道中也

得出类似结论(所谓多模式镇痛即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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