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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软骨损伤修复的研究进展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 ∃北京 �∀ ∀  ∀ ∀%

张 磊 吴林生

多年来许多学者都对促进关节软骨损伤修复或软 骨细胞表现型 的表达
〔& 几

。

最近有人
〔, 弓

采用小套管复层

骨形成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

目前已见报道的有 培养获得包埋于自身软骨基质中的软骨细胞移植物
,

以下方法
。

在这方面有所改进
∋

但远期效果尚不能肯定
。

(∋ 关节软骨的移植 纤维蛋白粘合剂的出现在一 !
∋

骨膜和软骨膜的移植 自体软骨膜移植具有再

定程度上改善 了软骨移植的效果
,

它能促进血管和成 生软骨的能力是在 � �  # 年由 )∗ ++ , 发现的
。

此后
,

一

纤维细胞增生
,

加速移植软骨的愈合比
,

目前 已有商品 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游离的自体软骨膜可作为一种移

化粘合剂
,

但由于是从人体血液中提取合成的生物制 植物修复软骨的缺损
,

而且新生软骨在形态和功能上

品
,

价格昂贵
,

还有传播血源性传染病的潜在危险
,

而 接近透明软骨皿
。

该方法也随之应用于临床
,

用于修复

且枯合力不强
,

仅适用于不需承受较大应力部位的组 创伤
、

骨性关节炎
、

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引起的关节软骨

织粘合和固定
,

临床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

骨软骨同种异 的破坏川
。

)−
.
/0 , −

等人的临床经验表明
,

软骨膜移植

体移植
,

由于其相对易得并可预制成各种大小
,

已越来 比较适用于患有掌指关节或近端指间关节创伤性关节

越频繁地被用来替换关节面受损的部分
,

可缓解疼痛 炎的年轻病人
〔(。〕

。

并改善功能
。

1(2
3 3 二即等人比较了冷冻的和新鲜的骨软 由于软骨膜自身来源相对有限

,

而骨膜则相对较

骨同种移植治疗股骨远端关节面局部缺损的结果
,

强 为丰富
,

特别是发现游离骨膜成骨的中间阶段是软骨

调使用冷冻的同种移植物使手术更有选择性
,

而且有 组织之后
,

一些学者对游离骨膜移植修复关节软骨的

时间对可能有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供体进行更为广泛的 缺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 ’〕。

结果显示出骨膜移植具有

检测
。

但无论如何
,

可接受的骨软骨移植物来源有限阻 促进相对较大的软骨缺损修复的潜力
。

其原理在于骨

碍了这种方法的广泛应用
。

膜生发层的间充质细胞能分化成软骨细胞并合成基

#
∋

软骨细胞的移植 � �  � 年 4− 35 (−2 和 6 .− −. 〔!
、

质
7 , # 刁

。

尽管自体骨膜和 软骨膜移植能够产生软骨修复

证实了从未成熟动物软骨中分离出来的软骨细胞具有 组织
,

但这种促进修复的方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

比如

修复关节软骨缺损的能力
。

此后
,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
∋

供区有限
,

固定困难等
。

而且也不清楚新生的组织是否

将培养中生长和保存的软骨细胞和 间充质细胞或采自 具有与正常关节软骨相似的长期的耐久性
。

髓板等其它部位的软骨细胞包埋于 可吸收的基质中
,

8
∋

纤维变的软骨的刨刮 一些临床经验呱表明
,

植人软骨缺损区
,

这些细胞能够存活并合成新的软骨 关节镜下刨刮或磨造纤维变的和不规则的软骨
,

特别

基质
,

从而修复缺损
。

9
/ ∗: 5/3 :盯们等人将包埋于胶原凝 是簇软骨

,

能够缓解症状
,

但其功效还未被控制较好的

胶中的同种关节软骨细胞植入兔的骨软骨缺损
∋

结果 长期临床研究所验证
。

段; < :0 的报告∃(8 〕
指出刨刮人类

#8 周内有 =∀ > 完全修复
。

他们在另一项研究中还发 损伤的股骨裸中部软骨并不能刺激修复
,

而且会引起

现
,

用培养的间充质干细胞能够修复较大的骨软骨缺 纤维变的加重和 缺损区内及其邻近的细胞坏死
。

?: <

损
,

移植后 # 周内细胞便分化为软骨细胞并开始生成 等人的实验研究∃�≅ 〕
发现刨刮兔关节软骨的表浅缺损不

一个新的关节面
。

4.:5 5Α −. , 〔≅ 〕等人则将自体软骨细胞移 仅不能刺激修复
,

反而会引起其下方软骨的退变
,

但如

植的方法应用于 临床
,

他们治疗了 �& 例股骨裸部软骨 果对全层缺损的底部进行磨造
,

特别是在持续被动活

缺损和  例簇软骨缺损
,

结果前者有 �8 例
,

后者有 # 动的影响下
,

则可激发其修复的潜力
。

刨刮动物的纤维

例获得了优 良的效果
。

因此他们认为培养的自体软骨 变的关节软骨会产生什么结果尚不清楚
,

但刨刮正常

细胞可用于修复膝关节股胫关节面的软骨缺损
。

但目 的兔骸 软骨既不能激发明显的修复也不会 引起退

前包埋所用基质多为人工合成
,

; + 2 等人认为这在一 变
〔, ) 〕

。

刨刮或磨造的方法能否刺激明显的修复
,

或者对

定程度上会破坏软骨细胞生长所需的微环境
,

影响软 哪些类型的软骨缺损具有促进修复的作用还需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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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
∋

软骨下骨的钻孔或磨造 软骨下骨的钻孔或磨

造能引起关节软骨的自身修复反应
,

多年来对此有了

大量的研究
〔‘ 〕

。

目前软骨下骨钻孔和磨造在临床上已

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
,

用于治疗骨性关节炎
、

骨软骨骨

折等造成的关节软骨缺损
,

大多数病人术后症状缓解
,

但 目前还不清楚其中哪种方法生成的关节面更好
。

1 .− 3 ∗−( 等人用家兔进行了软骨下钻孔和 磨造的比较

性研究
〔‘=〕 ,

结果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肯定地修复关节面
,

但钻孔的远期效果似乎好于磨造
。

这些方法简便易行
,

但远期效果还不可靠
,

修复组织虽然早期具有透明软

骨的外表
,

但缺乏关节软骨的结构
、

成分
、

机械特性和

耐久性
,

最终会发生退变
。

也有的学者认为新生组织在

功能上虽不如透明软骨
,

但可以完全覆盖关节缺损
,

并

能延缓退变的进程∃( 〕。

因此
,

目前还难以评价软骨下钻

孔和磨造的临床价值
。

&
∋

关节活动 Β ΧΑ
/ ∗ 〔, � 〕

发现早期活动对全层软骨

缺损的修复具有有利的影响
。

)/ ;−. 等人则对持续的被

动活动 ∃Δ ΕΦ % 对兔软骨愈合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

究
〔洲

,

他们发现关节活动对关节的表浅缺损的修复没

有明显的益处
,

然而持续的被动活动能促进较小的全

层缺损的修复
,

并且能产生一种在形态上和组织化学

上类似透明软骨的组织
,

这种组织比用固定或间歇的

主动活动 ∃Γ Η Φ %处理的动物产生的修复组织具有更好

的耐久性
。

 
∋

凝胶或纤维的植入 一些研究 Ι8∋ 川 已经证实
,

用胶原或纤维蛋白凝胶填充软骨缺损
,

碳纤维的植入
,

以及其它合成凝胶或植人物
,

如处理过的软骨和骨基

质
、

经磷灰石
、

多孔聚乳酸
、

聚醋等
,

能够潜在地促进

软骨缺损的修复
。

间充质细胞能进人植入的凝胶并粘

附于其内
,

增殖并合成新的基质
。

使用这些植人物能提

高修复组织的质量
。

含有软骨细胞和 ∃或 % 软骨形成刺

激 因子 的凝 胶 或植 人物 也 能促 进 软骨 缺损 的修

复
〔‘

·

# #〕
。

但这种凝胶或植人物必须无不 良反应
,

可吸

收
,

并最终被新合成的基质所替代
。

=
∋

改变施于损伤软骨的负荷 临床上对骨性关节

炎患者施行截骨术后
,

由于降低了关节严重受累区域

的负荷
,

能使症状获得缓解
。

此外
,

负荷的改变似乎还

能刺激损伤软骨的修复
〔# ! 〕,

修复组织为纤维软骨样组

织
。

通过防止负重而降低负荷
,

或者施行截骨术改变负

荷区域
,

或许能促进急性软骨损伤的修复
,

至少能防止

最初的修复组织受到损害
。

�∋ 电磁场 � �  8 年 4/ ∗−
.
在一项实验报告洲 中

介绍了电磁场能促进软骨深度缺损的修复
,

而且认为

修复组织是透明软骨
。

以后的几项研究
仁#≅7 证实了当软

骨细胞受到脉冲电磁场 ∃Ε ϑ 1 % 的刺激
,

能增加软骨样

蛋白聚糖的合成
,

但未能证明实际软骨缺损的修复
。

电

磁场对组织修复的影响是有利的
。

但它对关节软骨缺

损修复的作用研究尚少
,

其潜力究竟有多大还不能肯

定
。

� ∀
∋

激光刺激 )Κ ;Χ (5Λ 等人书
〕
在一项研究中发

现
,

软骨的表浅缺损接受低剂量的激光能量
,

其修复过

程要优于 对照组未经处理的损伤和用高剂量激光能量

处理的损伤
。

但这种软骨细胞对低剂量激光能量反应

的机理及其刺激修复的远期结果都不清楚
。

��
∋

软骨表成刺激因子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许我

物质能刺激软骨形成
,

如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 ∃1 6 1 %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Γ6 1 %
、

归一转移生长因子 ∃Μ 6 1一

归% 等
Κ# #

·

#  二
。

此外
,

Ν Χ 3 3 5 和 )/ < Ο Π− ((〔#= 〕报告了用提纯

的牛生长激素对成年兔膝关节清理术后的骸股关节面

的全层缺损进行治疗
,

似乎能刺激软骨的修复
。

) 2 Θ: −Π
Ρ

5 / 0 和 Δ / Ο (/ 3 〔#� 〕
在实验中发现一种 ! � 一 ∗ Ν 骨基质蛋

白在肢芽细胞的培养中能刺激软骨形成
。

其它能刺激

软骨形成的蛋白包括骨生成素 ∃+ Π5 −+ ,− < 3%
〔!∀Σ

,

血小板

衍生生长因子 ∃Ε ΓΤ 〕1 % 二! , 口
,

以及一种能引起大鼠肌肉

内间充质细胞合成软骨蛋白聚糖的 #≅ 一 ∗ Ν 多功能生

长调节剂 ∃# ≅ 一 ∗ Ν Φ 6 Β %〔,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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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陆文琴副主任医师编著的 《点压特定穴治疗小儿脑瘫》一书

已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

书中详细介绍 了小儿脑瘫的发病原因
、

常用点压操作方法和小儿脑瘫

的康复治疗
。

现尚有少量存书
,

需要者可寄款购书 ∃每册 & 元 %
,

款寄至
7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

号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陆文琴处
,

邮编
7 � ∀ ∀  ∀ ∀

。

款到 即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