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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电磁场可抑制老年大鼠膝关节软骨退变

文题释义：

骨关节炎：是一种常见的与年龄相关的疾病，主要表现为关节疼痛、僵硬和功能障碍。目前治疗骨关节炎的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手术等。

基质金属蛋白酶：是一类可降解基质组分的酶，主要参与细胞外基质的重塑和组织再建过程。基质金属蛋白酶可以降解胶原蛋白、纤维连

接蛋白等基质组分，调节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和降解平衡，对于细胞迁移、组织修复、免疫应答等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在某些病理情况下，

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性过高可能导致细胞外基质破坏和病理损伤，通过调控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活性可以达到抑制病理过程的目的。

摘要

背景：脉冲电磁场作为一种重要的物理治疗方法对骨关节炎的疗效确切，但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目的：观察脉冲电磁场对老年大鼠膝关节软骨退变的影响。

方法：选取8只6月龄SD大鼠作为青年组，正常饲养8周，不做任何处理；将16只22月龄SD大鼠随机分为老年组(n=8)和脉冲电磁场组(n=8)，
对脉冲电磁场组大鼠进行脉冲电磁场干预，1次/d，每周5 d，连续干预 8周，老年组正常饲养8周，不做任何处理。8周后麻醉处死所有大

鼠，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

结果与结论：①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血清Ⅱ型胶原C端肽水平升高(P < 0.05)；与老年组相比，脉冲电磁场组大鼠血清Ⅱ型胶原C端肽

水平降低(P < 0.05)；②显微CT显示，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胫骨的骨体积分数、骨密度、骨小梁数量均降低(P < 0.05)，骨小梁间隙增

大(P < 0.05)；与老年组相比，脉冲电磁场组大鼠胫骨的骨体积分数、骨密度、骨小梁数量均升高(P < 0.05)，骨小梁间隙减少(P < 0.05)；③

胫骨平台番红O-固绿染色显示，老年组大鼠关节软骨结构紊乱，软骨细胞明显减少，无法区分潮线；脉冲电磁场组上述情况有所改善；

④RT-qPCR与Western blot检测显示，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中基质金属蛋白酶1、基质金属蛋白酶13、P53、P21 
的mRNA与蛋白表达均升高(P < 0.05)；与老年组相比，脉冲电磁场组大鼠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中基质金属蛋白酶1、基质金属蛋白酶13、
P53、P21 的mRNA与蛋白表达均降低(P < 0.05)；⑤结果表明，脉冲电磁场可能通过抑制P53/P21的表达抑制软骨细胞衰老，缓解关节软骨

降解及抑制软骨下骨骨质疏松，改善老年大鼠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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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膝骨关节炎模型

22 月龄雄性 SD 大鼠，脉冲电磁
场干预，每周 5 d，连续 8 周

脉冲电磁场组

相关检测结果提示：
脉冲电磁场可能通过抑制
P53/P21 的表达抑制软骨细
胞衰老，从而改善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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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骨关节炎是最常见的年龄相关性疾病之一，40 岁以上

人群的患病率超过了 40%[1]
，影响着全球数亿人的健康生活，

给高龄人群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膝骨关节炎的临床表现主

要有晨僵、疼痛和功能障碍
[2-4]

，关节软骨退化和软骨细胞

衰老可能是引起这些症状的“元凶”之一
[5-6]

。目前骨关节

炎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研究表明可能与关节软骨退化

密切相关
[7]
。关节软骨退化的病理过程涉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降解细胞外基质、软骨下骨骨重建失衡及软骨细胞衰老因子

P53、P21 的过表达等
[8-9]

。软骨细胞基质降解会导致软骨纤

维化并影响钙化层；胶原蛋白、蛋白多糖等释放到滑膜液中

将加重滑膜炎症状，导致关节软骨退化，骨关节炎进一步加重。

因此，抑制关节软骨退化是治疗骨关节炎的一种重要方法。

脉冲电磁场是一种无痛、无创的物理治疗方式
[10]
，临床

中常用于骨关节疾病的治疗。脉冲电磁场治疗骨关节炎的疗

效确切，但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此次研究探索脉冲电

磁场对老年大鼠关节软骨细胞衰老和关节退化的影响，为临

床上应用脉冲电磁场治疗骨关节炎提供更为充实的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LSD-t 检验及 Tamhane T2 检验等。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0-10-12/2021-01-02 在南华大

学动物实验部及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心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动物和分组   8 只 6 月龄雄性 SD 大鼠为青年组。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将 16 只 22 月龄雄性 SD 大鼠分成老年组和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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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s an important physical therapy, are exactly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arthritis, but the mechanism has 
not been fully clarified.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on the degeneration of knee joint cartilage in aged rats.
METHODS: Eight 6-month-old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selected as the young group and were subjected to normal diet with no treatment. Sixteen 22-month-
old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ld group (n=8) and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group (n=8). The rats in the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a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intervention, once a day, 5 days per week for continuous 8 weeks. The rats in the old group were given 
no treatment. All rats were anesthetized and executed after 8 weeks for the detection of relevant indexe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young group, serum type II collagen C-terminal peptide level was increased in the old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old group, serum type II collagen C-terminal peptide level was decreased in the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group (P < 0.05). Micro-CT 
showed that the bone volume fraction,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number of bone trabeculae decreased (P < 0.05) and the trabecular separation increased  
(P < 0.05) in the tibia of rats in the age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young group; and the bone volume fraction, bone density, and number of trabeculae 
increased (P < 0.05) and the trabecular separation decreased (P < 0.05) in the tibia of rats in the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aged 
group. The tibial plateau Safranin O-fast green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articular cartilage structure of rats in the aged group was disorganized, and the number 
of chondrocytes was obviously reduced, and the tidal line could not be distinguished. The above results were improved in the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group. RT-qPCR and western blot assay showed that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3, P53 
and P21 in the articular cartilage and subchondral bone of rats were elevated in the age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young group (P < 0.05) and decreased in 
the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old group (P < 0.05). To conclude,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may improve osteoarthritis in aged 
rats by inhibiting chondrocyte senescence, alleviating articular cartilage degradation and inhibiting subchondral bone osteoporosis through suppressing the 
expression of P53/P21. 
Key words: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aged rat; knee osteoarthritis; articular cartilage degeneration; P53;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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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电磁场组，每组 8 只。24 只大鼠由长沙天勤生物技术公

司提供，合格证号 CXK( 湘 )2019-0013，饲养于南华大学动

物部，整个过程严格遵守《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实验方

案经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

NO.202012110054。 

1.3.2   实验试剂与设备   脉冲电磁场仪程控电源、脉冲电磁

场仪水冷线圈 ( 湖南永逸科技有限公司 )；台式冷冻离心机 ( 湖

南湘仪 )；显微 CT( 广州中科恺盛 )；荧光定量 RCP 仪、荧光

PCR 板 ( 美国 Thermo)；电泳仪 ( 中国北京六一公司 )；血清

Ⅱ型胶原 C 端肽试剂盒 ( 中国北京康为世纪 )；mRNA 反转录

试剂盒、miRNA 反转录试剂盒 ( 湖南艾科瑞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DM2000 Plus DNA Marker( 中国北京康为世纪 )；常规化

学试剂 ( 上海国药 )；还原型 5×SDS 上样缓冲液、PBST 缓冲液、

转膜缓冲液、电泳缓冲液 ( 中国 abiowell)；基质金属蛋白酶

1一抗、基质金属蛋白酶 13一抗、P53一抗、P21一抗 (Rabbit)、
β-actin 一抗 (Mouse)( 中国北京康为世纪 )。
1.4   方法   

1.4.1   分组干预   对脉冲电磁场组的大鼠进行脉冲电磁场干

预。脉冲电磁场分为线圈和控制器两部分，调试控制器，参

数设置为方波，电流 10 A，用高斯计测得线圈中间磁场强度

为 (3.8±0.2) mT，频率设定为 8 Hz[11]
。将大鼠置于鼠盒内自由

活动，放置于脉冲电磁场仪的线圈中间，保证所有脉冲电磁

场组大鼠都受到脉冲电磁场治疗，每次干预 40 min，每天干

预 1 次，每周干预 5 d，共干预 8 周。老年组进行同样的步骤，

但不接电。青年组大鼠正常饲养 8 周，不作处理。

1.4.2   标本采集与处理   干预完成后进行取材，采用上海新

亚药业有限公司的 2% 戊巴比妥钠 (80 mg/kg) 腹腔注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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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麻醉后对所有大鼠眼眶取血，用于 ELISA 检测Ⅱ型胶

原 C 端肽水平；取左胫骨软骨下骨，使用多聚甲醛固定后用

于显微 CT 检测；显微 CT 检测后，应用番红 O- 固绿染色法

观察左胫骨平台软骨组织形态学结构；取右膝关节软骨及软

骨下骨用于 RT-qPCR、Western blot 检测。

取组织约 0.02 g，加入液氮充分研磨，加入 1 mL Trizol

混匀后裂解 5 min；加入 200 µL 三氯甲烷，剧烈振荡 15 s，

室温静置 3 min；4 ℃下 12 000 r/min 离心 15 min，取上层液

相，转移至离心管中；加入等体积的异丙醇，混匀，室温静

置 10 min；4 ℃下 12 000 r/min 离心 10 min，去上清，加入 

1 mL 体积分数 75% 乙醇洗涤沉淀；4 ℃下 12 000 r/min 离

心 3 min，去上清；空气干燥 5-10 min，加入 20-30 µL 无

菌无酶水溶解沉淀；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浓度；以组织总

mRNA 为模板，反转录 cDNA；振荡混匀，离心；42 ℃孵育

50 min，85 ℃孵育 5 min，离心，冷却；反转录产物进行荧

光定量 PCR 反应，置于 -20 ℃保存；实验结束后记录目的基

因及内参基因 β-actin 的 Ct 值，采用 2-ΔΔCt 法计算各基因的相

对表达量。运用primer5软件设计引物，由北京擎科合成引物，

引物序列见表 2。

表 2 ｜ RT-qPCR 检测引物信息
Table 2 ｜ Primer sequences and product lengths

基因 引物序列 (5'-3') 产物长度

基质金属蛋白酶 1 F：CAC TCC CTT GGA CTC ACT 97 bp
R：TAT CCT CCT GGT TTA GCA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F：CAA AGA CTA TCC CCG CCT CA 147 bp
R：ACT CTC ACA ATG CGA TTA CTC C

P53 F：GCT TCG AGA TGT TCC GAG AG 119 bp
R：AGA CTG GCC CTT CTT GGT CT

P21 F：AGT GCC TTG ACG ATA CAG CTA 150 bp
R：TGC ACT GTA CTC CTC TTG ACC

β-actin F：ACA TCC GTA AAG ACC TCT ATG CC 223 bp
R：TAC TCC TGC TTG CTG ATC CAC

表 1 ｜改良 Mankin’s 评分细则
Table 1 ｜ Modified Mankin’s scoring details

评分 软骨结构 软骨细胞 番红 O-固绿染色 潮线

0 分 软骨表面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1 分 表面不规则，有裂隙 弥散增多 轻度减少 多重潮线

2 分 表面有裂隙，达移行层 出现大量细胞聚 中度减少 血管入侵潮线

3 分 裂隙到辐射层 数量明显减少 重度减少

4 分 裂隙达钙化层 染色消失

5 分 软骨脱落，无法分清结构

组织工程实验动物造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探讨脉冲电磁场治疗老年大鼠骨关节炎可能的作用机制

选择动物的基本

资料

雄性 SD 大鼠，青年大鼠 6 月龄，老年大鼠 22 月龄

模型与所研究疾

病的关系

通过自然衰老建立老年大鼠骨关节炎模型，探究脉冲电磁场治

疗骨关节炎的可能机制

造模技术描述 通过自然衰老建立老年大鼠骨关节炎模型
[12]

动物数量及分组

方法

8 只 6 月龄 SD 雄性大鼠为青年组，16 只 22 月龄 SD 雄性大鼠随

机分老年模型组和脉冲电磁场组，每组 8 只

造模成功评价指

标

通过自然衰老建模，番红 O- 固绿染色观察左胫骨平台软骨组织

形态及改良 Mankin’s 评分确认造模成功

造模后取材及观

察指标

大鼠眼眶取血用于 ELISA 检测Ⅱ型胶原 C 端肽水平；左胫骨软骨

下骨置于多聚甲醛固定后用于显微 CT 检测；显微 CT 检测后，

番红 O- 固绿染色观察左胫骨平台软骨组织形态学结构；右膝关

节软骨及软骨下骨用于 RT-qPCR、Western blot 检测

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方案经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

号 NO.202012110054

1.5   主要观察指标   

1.5.1   ELISA 法检测Ⅱ型胶原 C 端肽水平   麻醉大鼠后取眼眶

血 3 mL，在 25 ℃下静置 2 h，12 000 r/min 离心 20 min，取

上清液，置于 -80 ℃冰箱保存，按 ELISA 试剂盒说明检测Ⅱ

型胶原 C 端肽水平。

1.5.2   显微 CT 检测左胫骨软骨下骨微结构   处死各组大鼠，

取左胫骨软骨下骨，置于多聚甲醛溶液 (40 g/L) 中浸润 24 h，

放入冰箱保存。将左胫骨放置在显微 CT下扫描，参数设置为：

旋转角度 200°，曝光时间 3 000 ms，分辨率 50.0 μm。分析

大鼠左胫骨软骨下骨骨密度、骨小梁数量、骨体积分数与骨

小梁间隙。

1.5.3   番红 O- 固绿染色   显微 CT 检测完成后，将左胫骨置

于 EDTA 中脱钙，进行石蜡切片后，常规脱蜡，进行番红 O-

固绿染色，水洗、脱水、封固。

1.5.4   改良 Mankin’s 评分   使用改良 Mankin’s 评分量表观察

软骨组织染色的形态学
[13]
。评估项包括软骨结构，软骨细胞，

基质染色及潮线的完整性，评分细则见表 1。

1.5.5   RT-qPCR 法检测   检测大鼠右膝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基

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酶 13、P53、P21 的 mRNA

表达水平。   

1.5.6   Western blot 检测   检测大鼠右膝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

基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酶 13、P53、P21 的蛋白

表达水平。  

取组织约 0.02 g，用 PBS 清洗 1 次，加入 300 μL RIPA 裂

解液，生物匀浆；冰上裂解 10 min；4 ℃下 12 000 r/min 离

心 15 min，将上清转移至离心管中；配制 10% 的分离胶，加

入 TEMED 后摇匀灌胶，用异丙醇封胶；待胶充分凝固后去胶

上层异丙醇并吸干；配制 4.8% 的浓缩胶，加入 TEMED 后摇

匀灌胶，插梳；取 200 μL 蛋白上清液，加入 50 μL 5×loading  

buffer 混匀，沸水煮 5 min。电泳、转膜、用 1×PBST 配制 5%

脱脂奶粉封闭，室温放置 90 min，4 ℃过夜。用 1×PBST 将一

抗按 1 ∶ 5 000/1 ∶ 1 000 稀释，4 ℃过夜孵育，洗膜 3 次，

每次 15 min；用 1×PBST 稀释 HRP 标记的二抗 (SA00001-1) 按
(1 ∶ 5 000) 孵育 90 min；洗膜 3 次，每次 15 min。ECL 显色

曝光 1-60 min；显影冲洗，用 quantity one 专业灰度分析软

件进行分析。将基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P53、P21 的吸光度分别与相应的 β-actin 吸光度比值作为其

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1.6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26.0 版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x-±s 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若方差齐，用 LSD-t 检验；若方差不齐，采

用 Tamhane T2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非参数检验

进行组间比较。P < 0.05 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该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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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已经南华大学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24 只大鼠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各组大鼠血清Ⅱ型胶原C端肽水平比较   与青年组相比，

老年组大鼠血清中Ⅱ型胶原 C 端肽水平升高 (P < 0.001)；与

老年组相比，脉冲电磁场组大鼠血清中Ⅱ型胶原 C 端肽水平

降低 (P < 0.001)，见图 1。血清中软骨细胞降解产物Ⅱ型胶

原 C 端肽水平检测显示，老年组大鼠软骨细胞降解代谢增加，

脉冲电磁场干预可抑制软骨降解。

图 5 ｜各组大鼠胫骨软骨

及软骨下骨组织基质金

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

白 酶 13、P53 及 P21 蛋

白表达免疫印迹图

图 2 ｜各组大鼠左胫骨软骨下骨显微 CT 图像

Figure 2 ｜ Micro-CT observation of the subchondral bone in the left tibia 
of rats

图注：A-C 分别为青年组、老年组、脉冲电磁场组。老年组大鼠关节软

骨结构紊乱，软骨细胞明显减少，无法区分潮线；脉冲电磁场组上述情

况有所改善。

图 3 ｜各组大鼠胫骨平台软骨组织番红 O- 固绿染色 (×200)
Figure 3 ｜ Safranin O-fast green staining of the rat’s tibial plateau (×200)

图注：与青年组相比，
aP < 0.001；

与老年组相比，
bP < 0.001。

图 4 ｜各组大鼠软骨组织改良

Mankin’s 评分比较

Figure 4 ｜ Comparison of modified 
Mankin’s scores of rat’s cartilage 
tissue between groups

表 4 ｜各组大鼠胫骨软骨及软骨下骨基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
酶 13、P53、P21 的 mRNA 表达比较                      (x-±s，n=8)
Table  4  ｜ Compar ison of  mRNA express ion levels  of  matr ix 
metalloproteinases-1 and 13, P53 and P21 in the tibial cartilage and 
subchondral bone of rats

组别 基质金属蛋白酶 1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P53 P21

青年组 1.18±0.48 0.80±0.33 1.23±0.53 1.07±0.41
老年组 7.29±1.94a 7.16±1.19a 6.38±1.43a 6.46±1.79a

脉冲电磁场组 2.66±1.47b 3.04±1.47b 2.22±0.90b 2.40±0.85b

表注：青年组相比，
aP < 0.05；与老年组相比，

bP < 0.05。

表 5 ｜各组大鼠胫骨软骨及软骨下骨基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
酶 13、P53、P21 的蛋白表达比较                        (x-±s，n=8)
Table 5 ｜ Comparison of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 and 13, P53 and P21 in the tibial cartilage and 
subchondral bone of rats

组别 基质金属蛋白酶 1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P53 P21

青年组 16.77±5.00 16.15±3.36 23.55±4.21 25.39±7.77
老年组 53.97±4.69a 46.66±7.84a 44.65±3.47a 50.83±8.33a

脉冲电磁场组 33.59±7.53b 34.82±10.37b 35.78±6.10b 35.90±4.56b

表注：青年组相比，
aP < 0.05；与老年组相比，

bP < 0.05。

表 3 ｜各组大鼠左胫骨软骨下骨微结构比较               (x-±s，n=8)
Table 3 ｜ Comparison of bone microstructure of the rat’s left tibial 
subchondral bone among groups

组别 骨密度 (g/cm3) 骨体积分数 (%) 骨小梁数量
(1/mm)

骨小梁间隙
(mm)

青年组 0.32±0.05 20.64±3.51 2.27±0.35 0.31±0.04
老年组 0.18±0.03a 7.63±3.54a 0.74±0.35a 0.96±0.47a

脉冲电磁场组 0.23±0.02b 12.21±1.31b 1.17±0.08b 0.59±0.11b

表注：与青年组相比，
aP < 0.05；与老年组相比，

bP < 0.05。

图注：与青年组相比，
aP < 0.001；

与老年组相比，
bP < 0.001。

图 1 ｜各组大鼠血清Ⅱ型胶原 C 端

肽水平比较

Figure 1｜ Serum C-terminal peptide 
level of type II collagen in ratsⅡ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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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组大鼠左胫骨软骨下骨微结构比较    与青年组相比，

老年组大鼠胫骨骨密度、骨体积分数、骨小梁数量均降低 

(P < 0.05)，骨小梁间隙增大 (P < 0.05)；与老年组相比，脉冲

电磁场组大鼠胫骨骨密度、骨体积分数、骨小梁数量均升高 

(P < 0.05)，骨小梁间隙减小 (P < 0.05)，见图 2、表 3。

青年组               老年组            脉冲电磁场组

2.4   各组大鼠胫骨平台软骨组织番红 O-固绿染色   青年组染

色均匀，层次分明，软骨表面平整，细胞分布均匀有序，排

列整齐，形态正常；老年组染色不均匀，各层相互融合，软

骨表面崎岖不平，出现裂痕，细胞分布不均，排列无序，细

胞形态异常，出现缺如；脉冲电磁场组染色较均匀，层次较

分明，软骨表面稍平整，仍有少量裂痕，细胞分布较整齐，

形态正常，整体情况较老年组有改善，见图 3。
2.5   各组大鼠软骨组织改良 Mankin’s 评分比较   与青年组相

比，老年组改良Mankin’s 评分升高 (P < 0.001)；与老年组相比，

脉冲电磁场组改良 Mankin’s 评分降低 (P < 0.001)，见图 4。
2.6   各组大鼠胫骨软骨及软骨下骨 RT-qPCR 检测结果   与青

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右膝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基质金属蛋

A B 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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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青年组    老年组  脉冲电磁场组

改
良

M
an

ki
n’

s 评
分

( 分
)

b

a

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酶 13、P53、P21 的 mRNA 表达升高 

(P < 0.05)；与老年组相比，脉冲电磁场组大鼠右膝关节软骨

及软骨下骨基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酶 13、P53、
P21 的 mRNA 表达降低 (P < 0.05)，见表 4。

2.7   各组大鼠胫骨软骨及软骨下骨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   

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右膝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基质金

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酶 13、P53、P21 的蛋白表达升高 

(P < 0.05)；与老年组相比，脉冲电磁场组大鼠右膝关节软骨

及软骨下骨基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酶 13、P53、
P21 的蛋白表达降低 (P < 0.05)，见表 5、图 5。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基质金属蛋白酶 1

P53

P21

β-actin

70 kD

55 kD

55 kD

25 kD

55 kD

青年组 老年组 脉冲电磁场组

Figure 5 ｜ Western blot detec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13, P53 and P21 protein expression in tibial cartilage 
and subchondral bone tissues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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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骨关节炎大鼠造模主要有手术模型、非手术模型和自发

模型等
[12]
。此次实验的研究对象为老年大鼠，采用了自发模

型的造模方式，自发模型是指采用自然衰老的方式形成骨关

节炎
[14]
。验证骨关节炎大鼠造模成功的指标有病理染色和细

胞因子检测等
[15]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

大鼠番红 O- 固绿染色显示关节软骨结构紊乱，软骨细胞明

显减少，无法区分潮线；基质金属蛋白酶 1、基质金属蛋白

酶 13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升高 (P < 0.05)，表明造模成功。

改良 Mankin’s 评分是公认评价关节软骨退变程度的通用标 

准
[13]
，总分 14 分，评分越高表明软骨退变程度越严重。此

次研究中，老年组大鼠改良 Mankin’s 评分为 (12.18±1.33) 分，

也表明老年组大鼠膝关节软骨发生了严重退变。因此，实验

应用老年大鼠进行骨关节炎自发模型造模是成功的。

关节软骨退变是骨关节炎早期发展的病理基础之一
[16]
。

关节面长期应力不均和磨损会导致软骨退变，出现弹性降低

而脆性增高、关节表面粗糙裂纹等病理改变
[17-18]

。骨关节炎

进一步发展，关节软骨中Ⅱ型胶原蛋白会大量降解成Ⅱ型胶

原 C 端肽等代谢产物
[19]
。Ⅱ型胶原蛋白主要存在于软骨组织

中
[20]
，Ⅱ型胶原 C 端肽作为Ⅱ型胶原蛋白的降解产物是衡

量软骨损伤和退化的重要标志物
[19]
。大量研究表明，Ⅱ型胶

原 C 端肽可作为骨关节炎的诊断、预后和治疗效果的监测指 

标
[21-23]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血

清中Ⅱ型胶原 C 端肽水平升高 (P < 0.05)，进行脉冲电磁场干

预后大鼠血清中Ⅱ型胶原 C 端肽水平下降 (P < 0.05)，实验结

果提示，脉冲电磁场的干预可以抑制老年大鼠关节软骨的退

化、降解。

骨关节炎除了软骨退变的病理改变，软骨下骨的骨重建

也是其重要病理进程，关节炎软骨下骨的骨重建以骨吸收为

主，骨吸收导致的局部骨质疏松形成是膝骨关节炎的特征之

一
[24-25]

。研究表明骨关节炎与骨微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
[26]
。

骨关节炎患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骨小梁数量减少、间隙扩大

和密度降低等改变
[16]
，这些变化可能是骨骼长期受到应力作

用引起骨质损伤做出的适应性改变。此次研究结果显示，与

青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胫骨骨密度、骨体积分数、骨小梁

数量均降低 (P < 0.05)，骨小梁间隙增大 (P <  0.05)；进行脉

冲电磁干预后，老年大鼠骨密度、骨体积分数、骨小梁数量

均升高 (P < 0.05)，骨小梁间隙减小 (P < 0.05)。结果表明老年

大鼠软骨下骨骨质丢失，局部骨质疏松形成，而关节软骨下

骨的骨质疏松改变在进行脉冲电磁场干预后得到改善，表明

脉冲电磁场治疗可以抑制骨质丢失、改善骨微结构。 

基质金属蛋白酶存在于大多数结缔组织中，在机体生长

和组织修复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
[27-28]

，当其功能失调时会

导致疾病进展。基质金属蛋白酶 1 和 13 含量与骨关节炎密

切相关
[29-30]

，骨关节炎患者关节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1 和

13 含量明显增高。研究发现，在骨关节炎早期关节液中基质

金属蛋白酶 1 含量较高，可能与其降解关节软骨细胞外基质

相关
[31]
。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在软骨细胞受到损伤、炎症和

老化等病理刺激时分泌，正常情况下其会迅速被软骨细胞吞

噬溶解，但在关节病损处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过量表达，与

基质金属蛋白酶 1 协同作用破坏软骨内胶原蛋白，加重骨关

节炎。同时，基质金属蛋白酶 13 还是骨关节炎中软骨衰老

的重要中枢调节因子
[32]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组大鼠软

骨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1、13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增高，

关节软骨受到侵袭，骨关节炎进一步加重；脉冲电磁场干预

后，基质金属蛋白酶 1、13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明显降低，

软骨细胞破坏的情况明显缓解，骨关节炎得到改善。

软骨细胞衰老是骨关节炎发展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33-34]

。

衰老的细胞由于细胞分裂能力耗尽而进入一种稳定的细胞周

期阻滞状态，细胞停止生长和增殖。软骨细胞的衰老会导致

细胞外基质降解与合成失衡，从而使软骨细胞维持关节软骨

功能的能力下降，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细胞周期蛋白依赖

性激酶抑制剂 P53、P21 是细胞衰老的重要调节途径之一
[35-38]

。

P53 又称管家基因，是衰老程序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软骨细

胞衰老过程中表达和乙酰化增加。P21 是 P53 最重要的下游

基因之一，当细胞受损，P53 会激活下游的 P21，促进 P21

的表达。同时，衰老相关蛋白通过 P53-P21-PRb 途径使 Rb

蛋白磷酸化，介导细胞衰老的发生。有研究表明，脉冲电磁

场可以通过抑制软骨细胞衰老、改善骨关节炎
[39]
。此次研究

结果显示，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大鼠胫骨软骨及软骨下骨

P53、P2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增强，脉冲电磁场干预后，

P53、P2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降低，表明脉冲电磁场可能

通过降低衰老因子 P53、P21 的表达改善膝骨关节炎。

该研究仍有一些不足：如未设置多种干预参数进行对

照，无法明确脉冲电磁场治疗骨关节炎的最适强度，这也是下

一步探究的方向；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设置更多年龄组的大鼠，

进一步探究脉冲电磁场对各年龄段大鼠骨关节炎的作用。

综上所述，脉冲电磁场可能通过抑制衰老因子 P53、
P21 表达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 1 和 13 的表达，延缓关节软骨

退化、改善骨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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