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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脏是机械敏感性器官。
牵拉心肌组织能引起心肌结构和功能特性的改变，包括基因表达、蛋白质周转、结缔组织性质、电机
械耦联、收缩性和电生理特性的变化。
本书着重讨论机械刺激直接或间接对心率及心律的影响。
牵张心肌可产生多种效应，如心率能随静脉回流量的改变而改变；机械牵张可诱发室性早搏和快速性
心律失常：心脏的容量和压力超负荷或机械刺激可引起心律失常。
对心脏机械敏感性的报道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
l763年，AkensidE对一例猛击心前区导致心律失常的病例进行了报道，该患者伴有严重的组织创伤。
1882年Rie Llinger等注意到，在没有组织损伤的情况下，猛击胸壁也可以诱发心律失常，如心脏震荡[2]
。
1915年，Bainbridge提出了机械刺激加快心率的著名观点。
5年后，Schott将胸前叩击作为斯一亚病患者在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期间保持意识清醒的有效方法。
进行过Langendorff心脏灌流等实验操作的生命科学系的学生熟悉心脏机械敏感性的概念。
从字面上理解Langendorff心脏灌流，即心跳在静止状态下可以被手指敲击启动。
心外科医生利用类似的敲击能使停跳的心脏重新跳动。
这些现象潜在的机制是什么？
是否有方法对它们进行定量研究？
心脏机械敏感性是否有概念性框架？
后一个问题最好以调节理论为基础进行解释。
调节理论认为，机械敏感性是任何机械电控体系都具有的共性，而非一种特性。
如图所示，机械电反馈与兴奋收缩耦联形成一个闭合回路。
1967年，Katifmann和Theophile首先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心房和心室多细胞的实验中，在牵张诱导下，细
胞的自发自律性及异位自律性增强，他们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为MEF。
人们应用细胞内／外电记录的方法探寻心脏机械电反馈的机制。
单相动作电位的记录对研究完整心脏的牵张效应最有帮助。
跨细胞膜记录能区别不同细胞（包括起搏细胞、心房细胞和心室细胞）的牵张激活离子通道。
首个通道选择性阻滞剂的发现让人们开始了解MEF机制的临床意义。
先进的光成像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钙调节和第二信使（例如N0）在心脏机械电反
馈中的作用。
急性牵张效应已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慢性心脏病理变化（包括机械诱导的电重塑和结构重塑）的机
理颇为复杂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建立一条因果链式反应比较困难。
大量的证据证明腔室扩张对房颤的形成起关键作用。
同样，心衰和心室超负荷时发生的心律失常与机械刺激有关。
由此可知，降低心肌张力（例如使用利尿剂、减轻后负荷以及植入心脏辅助装置）和进行心脏再同步
治疗有利于改善心脏泵功能及电生理活动。
现已证明心脏功能的各方面都与心脏机械环境相关，所以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更多揭示这些现象的特
殊机制。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脏机械电反馈与心律失常从基础>>

内容概要

MEF相关内容晦涩难懂却又十分重要。
本书对其作用的阐述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书中汇集了当前该领域中许多杰出学者的前沿思想及优秀成果，能让读者明显体会到MEF作为重要科
研课题的时刻到来了，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书的三位编者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他们选择相关主题，对当前的研究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MEF的研究带头人在许多MEF重要国际性研讨会中探讨了该领域中的突出问题，本书继续讨沦了这些
话题。
综合和提炼这些内容有利于更好理解文章中涉及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源自基本生理学理论、全面认
识心脏调控及新治疗靶点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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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张力看似一个简单概念，但细胞表层的非同源性使得张力的概念变得模糊。
由于双分子层呈液态，所以它的成分简单且本应有相似的张力而无剪切力。
但是，细胞骨架通过加入连接到脂质的能量支撑双分子层，而且在三维空间中支持时间依赖性的静态
剪切力（见第5章）。
细胞外基质是细胞表层的另一种成分.它似乎对膜结构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尚不清楚。
另外.胞外的结缔组织对到达细胞表层的张力也有很大的影响。
细菌MSC可以被功能性的重建到人造脂质双分子层，因此细胞骨架对细胞的机械敏感性而言并非必
需[20]。
后文提到的膜张力多指细胞表层的某种平均张力。
在大部分的定量实验中，使用微电极抽吸细胞膜产生流体静力压。
张力亦随之产生，这使得细胞膨胀，张力增加。
但是研究发现，MSC对张力敏感而对作用于细胞的压力不敏感。
根据拉普拉斯定律，均衡曲面（球面的一部分）的张力T=Pr/2，这里P代表跨膜压，r代表曲面的半径
。
在膜片钳实验中发现，当压力达到25～50mmHg时SAC明显开放（注：弹性膜的张力和压力为非线性
关系）。
用拉普拉斯定律计算的膜张力忽略了弯曲刚度的影响和细胞骨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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