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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处理可以使细胞排序并增加细胞膜接触的紧

密程度 [“ ]
,

但是我们的实验并未得出类似的结论
.

在场强和脉冲时程相同的情况下
,

用交流电预处理

融合率未见升高
.

这可能是因为胚胎卵裂球体积较

大附加交流电压可以使细胞排序
,

而体细胞和卵细

胞的体积差异过大而不能排序
,

因此我们认为电融

合过程中无须用交流电预处理
,

融合操作中用微玻

璃针摆放重构卵使体细胞和卵子细胞膜接触面与 电

场方向相垂直就可以达到最佳融合效果
.

我们采用兔胚胎卵裂球核移植过程中的山梨醇

融合液 [3 〕作为牛体细胞核移植的融合液
,

发现其与

克隆牛中常用的甘露醇融合液对胚胎的发育率没有

差异
.

但是在操作 中由于山梨醇融合液是一种低渗

融合液
,

有利于体细胞膜和卵子细胞膜紧贴
,

同时

融合液中加入 h e eP S
使融合液在空气中的 p H 值相对

稳定
,

加入 B S A 使卵子不至于剩
,

附等因素从而有利

于电融合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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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 H 型糖尿病候选基因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且型糖尿病是世界范围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
.

在新世纪开始之际 已波及全球 1
.

5 亿人
,

据估计这一数

字 2 5 年后将翻倍
.

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在过去的 20 年上升 了约 10 倍
,

其中约 90 % 的糖尿病患者属 n 型糖尿

病
.

11 型糖尿病的发病是 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
.

遗传因素决定了人类个体之间易感性的

差异
,

在一定的环境诱因作用下
,

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
,

就易患 11 型糖尿病
.

从 19 9 6 年起
,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和上海市科委的资助下
,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的项坤三院士领导的课题组经历 r 艰辛漫长的搜寻排查
,

得到 2 5 7 个家系
、

7 02 个家系成员
、

3 58 对研究用

样本
.

通过对散置在基因组 D N A 上的 3 75 个 D N A 多态标记位点进行约 20 万次基因型检测
,

最终发现并确

认 了位于第 1 和第 6 号染色体 的长臂上的两个与中国人 n 型糖尿病呈显著连锁水平的位点
: l q ZI

一

q 24 和

6 q ZI
一

q 23
.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 2 0 0 4 年 1 月的国际糖尿病专业权威杂志 ( iD ab et es 》 ( <糖尿病》 2 0 04
,

53
:

2 2 8一 2 3 4) 上
.

该项研究对揭示 11 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

确定中国人糖尿病易感基因有重要意义
.

为 11 型糖

尿病易感人群的早期筛查和干预治疗
,

并最终有效预防和治疗糖尿病展示了新的前景
.

(孙瑞娟 冯雪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