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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国际生物流变学大会简况

邵金雨
( 中日友好临床医学研究所 )

[摘要」 本文介绍了 1 9 9 2年 8月3 日至 8日在日本横滨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生物流变学大会的盛

况
,

报告了当前生物流变学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内容
,

并介绍了血液流变学
、

细胞流变学
、

外周血

液流变学以及两个新兴的分支学科
:

分子生物流变学和神经生物流变学在本届会议上所报导的最

新成果
。

最后
,

作者在肯定我国科技工作者所走的中医药与生物流变学研究相结合的道路的同时
,

针对我国生物流变学研究方面存在的基础研究薄弱
、

科技力量分散
、

以及临床应用缺乏规范等间

题
,

提出了加强基础性研究
、

加强科研项目和 科研基金的宏观调控
、

加强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指导

的建议
。

一
、

概 况

1 9 9 2 年 8 月 3 日至 8 日
,

三年一度的国际生物流变学年会在 日本横滨召开
,

这次是第八

届
,

由国际生物流变学学会委托 日本生物流变学学会和 日本科学委员会主办
。

出席本届会议

的有
:

国际生物流变学学会主席 J
·

F
·

S ot h z
先生

,

前任主席 H
·

L
·

G ol ds m iht 先生
,

以及美

国
、

加拿大
、

英国
、

法国
、

德国
、

荷兰
、

瑞士
、

瑞典
、

日本
、

中国 (包括台湾 ) 等 17 个国家

的 3 0。 多名学者
,

我国的 12 名学者也参加了这次盛会
。

笔者有幸得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资助参加了这届国际生物流变学学会的年会
,

受益非浅
。

在本次会议上
,

日本生物

流变学家矶贝行秀被选为下任国际生物流变学学会主席
。

加拿大学者 H
·

L
·

G d d s m iht 以其

多年来从事生物流变学研究的杰出成就荣获了世界生物流变学界的最高荣誉—
P io se iu lle 金

质奖章
。

每次大会都向世界上 35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颁发优秀论文奖
。

为纪念于 1 9 9 。年 10 月

逝世的 日本著名生物流变学家 S
·

O ka (即冈小天 )
,

本届优秀论文奖定名为
`

,O ak 纪念奖
” ,

本

次获奖者 10 名
,

我国的王建昌 (空军总医院 )
、

胡金麟 (三O 一医院 ) 及作者本人荣获此奖
。

会议出版了第八届国际生物流变学会大会论文摘要川
,

并决定下一届大会将于 1 9 9 5年在美国

召开
。

本届会议共报告论文 35 5 篇
,

其中特邀报告 5篇
,

覆盖了细胞粘附与聚集的生物流变学
、

在体与离体白细胞的微流变学
、

红细胞生成素方面的血液流变学和血液动力学
、

静脉力学
、

间

质组织与淋巴管的生物力学
、

生物合成凝胶流变学
、

微重力状态下的生物流变学
、

冠状循环

生物流变学
、

生物流变学中的分子生物学
、

糖尿病对血液流动性质和血液各组分行为的影响
、

内皮细胞流体力学和生物学
、

临床血液流变学实验
、

临床血液流变学
、

红细胞的膜骨架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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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性
、

理论血液流变学
、

神经生物流变学
、

微循环
、

脑血管疾病
、

血管
、

动脉粥样硬化
、

血

液凝 固与血栓
、

生物流体与生物聚合物
、

生物固体等二十几个专题
。

在所报告的论文中
,

绝大

部分具有新意
,

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充分
,

部分论文具有相当深度和很高的学术水平
,

反映

了生物流变学在国内外的发展动态
、

以及一些值得重视的前沿课题
。

二
、

学术报告简介

1
.

本次会议共有特邀报告 5 篇
,

现介绍如下
:

( l ) J
·

F
·

tS ol t : 生物流变学
:

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作者总结了生物流变学二十多年来主要的研究成果
,

并为生物流变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为加强理论基础获取新的应用成果
,

作者提出了生物流变学工作者们 目前应致力研究的五类

}司题
。

( 2) P
·

v er dug
o 细胞生成过程 中刺激与分泌藕合的分子机制

作者通过用兔子和蛤输做的实验对细胞生成过程中粘蛋 白的聚集
、

解聚以及分泌物释放

的条件
、

过程
、

变化规律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地阐述
。

( 3) L
·

v
·

M d nt ir e
剪切应力和应变对内皮细胞新陈代谢和作用的影响

作者通过实验测量研究了不同水平的应力和应变对 E T
、

P A I一 1
、

T P A
、

H U V E C 等物质

分泌的作用
,

并讨论了应力应变诱导的内皮细胞新陈代谢的改变对血管壁病理现象所可能产

生的生理意义
。

(4 ) M
·

A sa on 用活体显微术和兔耳室法研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作者对血管内外的细胞成分的行为和形态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

描述了动脉粥样化形成

的过程
,

并通过实验证实了烟雾及其成分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
。

(5 ) J
·

tS u
ar t 具流变学意义的药物的离体测试

作者运用典型事例阐述了体外测定药物的效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

并介绍了几种测试模

型
。

以上 5 篇论文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

作为特邀论文向大会报告当之无愧
,

但这些论

文仅限于学术范围
,

无可与 A
·

L
·

C叩 ley 教授那旁征博引
、

高屋建骊的文章相媲美者
。

2
.

生物流变学发展的主流是血液流变学
,

自从 C op ley 提出
“

血管— 血液器官 ( V es se l

一 bl oo d or g a n )
”

的概念并把血液流变学的定义更新为
“

血管— 血液器官的生物流变学
’
,z[ l以

后
,

在工作中重视血管和血液的紧密联系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

A
·

A
·

S h ou ka
s
报告了动脉

柔度及其在心输出量调整中的重要性
,

C
·

F
·

R ot h e 则认为可以把零应力状态下的静脉容量

作为静脉力学 中一个临界参数
,

遗憾的是在理论模型方面新的发展笔者没有见到
,

这可能与

相关领域内理论准备尚不充分有关
。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 S
·

G
·

sE k in
、

J
·

A dn
o 以及 M

·

aS
t 。
等人研究内皮细胞的工作中

,

都已经考虑到了剪切流对内皮细胞的影响
。

在临床血液流变学方面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在本届会议上报告
,

如 G
·

M
·

Pot or n
论

述 了红细胞聚集性的方法学
、

标准化和临床意义
,

Y
·

I so ga i 对血凝的流变学测量及其临床意

义进行了探讨
,

G
·

B
·

N as h 介绍了疟疾病理的流变学机制
,

A
·

M
·

E hr ly 则对流变学参数在

估计血管病时的价值重新进行仔细而深入的调研
,

总之
,

血液流变学的临床应用已经更加成

熟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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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细胞流变学是微观血液流变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

它是在显微和亚显微水平上对血液各

组分的流变性和它们的病理生理意义进行研究
。

随着科学工作者们对红细胞了解的深入
,

白

细胞和血小板的流变性已日益为流变学家所关注
,

因为它们的形态和功能的变化会大大影响

血液流动并促使病理过程的发展
。

目前
,

对 白细胞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变形性
、

粘附性和细

胞运动可能引起的血管损伤等方面
。

在本次会议上
,

S
·

C hi en 报告了细胞粘附的微力学和分

子基础
,

P
·

G ae t ge sn 报告了白细胞通过小血管流动时的流变学行为
,

H
·

H
·

IL oP w sk y 对毛

细血管后静脉 中白细胞变形性和粘附性在影响白细胞向内皮粘附时的相对作用作了阐述
,

M
,

B i e la w ie e
则报告了

v
W F 心v o n W i lla b r a n d F a e t o r ) 释放后单核白细胞与血小板的相互作用的

最新成果
。

对细胞实验过程建立生物力学模型进行理论分析也是本届会议上一个 比较活跃的

领域
,

R
·

Ska la k 报告了微吸管实验中白细胞的主动运动分析
,

P
·

R
·

R ao 解决了剪切流 中柱

状囊的大变形问题
,

T
·

W
·

S ec o m b 提 出了毛细血管中红细胞运动的非对称模型
,

本人对估

计细胞变形能力的筛滤法结合统计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模型
,

这些工作将有力地推动

新成果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在 1 9 8 9 年于法国 N an
o y 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生物流变学大会上

,

两个崭新的领域分别被

瑞典哥德堡大学的 P
·

S ou ar dn er 教授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 S
·

C h ien 教授

介绍给了生物流变学工作者们
,

它们就是一一分子生物流变学 ( m ol ec ul ar ib or h eo log y ) 和神经

生物流变学 ( n e u r o b i o r h e o l o g y )
。

4
.

分子生物流变学是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流变学结合的产物
,

其主要 目的是从分子水平研

究生物体 (主要是人体 ) 各部分的流变性
,

如血浆蛋白成分对细胞聚集与全血粘度的影响
,

化

学物质对细胞膜与细胞流变性的影响等等仁3 〕
。

在这次会议上
,

S
·

C ih en 报告了红细胞膜蛋白

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
,

V or ob
’

ve 则研究子核丝和染色质高阶结构的动力学性质
,

而 N
·

M。

ha dn as 报告了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红细胞流变性的最新结果
。

由此可见
,

分子生物流变学

自 1 9 8 9 年 N a n cy 会议以来 已获得了迅猛发展
。

5
.

神经生物流变学是生物流变学领域 中令人瞩 目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
,

它
“

是一门在宏

观
、

微观
、

亚微观以及分子的水平上对与神经系统之结构和功能有关的流动和传输过程中的

变形行为进行研究的生命科学
’
心 〕

。

虽然神经生物流变学的问世只不过几年的时间
,

但是一批

有价值的成果已经在本届会议上出现
。

S
·

B at ar 对大 鼠心脏和脑的氧扩散距离进行了比较
,

H

·

H or ie 研究了神经元细胞及其再生随时间的变化
,

T
·

K oy
a m a

对脑组织 中微循环和磷脂膜

的动力学性质进行了探讨
,

而 S
·

o k a b e 则报告了神经元细胞骨架的动力学研究成果
。

神经生

物流变学是神经生物学与生物流变学之间的桥梁
,

其主要对象是脑组织
、

外周神经 以及它们

与其微环境之间的关系
,

在神经生物流变学中
,

还有很多未知现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

如脑

血压的自动调节
、

局部脑血流的控制与调整
、

脑脊液循环
、

神经元弹性与神经
、

分泌
、

免疫

三大信息系统之间的彼此关系等等
。

6
.

中医药在生物流变学的研究中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

在本届会议上
,

我国的廖福龙教授

应邀作了
“

血液流变学对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
”

的报告
.

以大量实例阐述了我国中医中药研

究和血液流变学结合的成果
,

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

这与我国科技工作者长期以来在这

一领域
、

尤其是在血痪证和活血化癖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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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存在问题与建议

我国的生物流变学研究从 07 年代末至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但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

问题
。

对此
.

笔者提出如下管见
。

1
.

我国生物流变学的发展一直与临床医学紧密结合
,

从而形成了生物流变学的研究以临

床血液流变学 为主
,

而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较少
.

这一点从本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中临床

工作者占大多数也可看出
。

笔者认为这样的态势从长远来看是十分不利的
。

基础研究是科学

技术的根基
,

离开了基础研究这个强有力的后盾
,

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

我国作

为一个大国
,

应本着独立 自主
、

自力更生的精神
,

加强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
,

使基础性研

究工作者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去
。

否则基础性研究工作者为了维持基础研究和生计不得

不花费很大精力去搞所谓开发和应用
,

那么这种科研是病态的
。

2
.

我国生物流变学研究力量 比较分散
,

难以形成有力的拳头
。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经济实

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
,

应当根据
“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

的战略思想
,

加强研究队伍和研

究项 目的管理
,

加强科技协作的有效性和紧密性
;
避免科研课题的盲 目性和平庸性

,

避免各

自为战的局面
。

精诚团结
,

把我国的生物流变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

争取在不远的将

来建成一个甚至是几个可与美国的 U C S D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相媲美的研究基地
。

3
.

在临床应用方面
,

我国所采用的方法也无统一规定
,

测量方法五花八门
。

如现在较普

遍的血液粘度测量
,

国内不同单位所采用的仪器
、

试剂
、

操作规程等均有较大差别
,

因而数

据的可 比性不好
,

给研究成果的交流也带来很大困难
,

这样发展下去
,

无论是对科研工作的

有效性
,

还是对生物流变学在实际中的应用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

令人高兴的是
,

临床血液流

变学检测的规范化已经有章可循
,

有据可查川
,

加强与此有关的研究和指导工作是非常有意义

的
。

但是目前国产仪器因技术与国际水平尚有差距
,

其测量精度还不是很高
,

如在测量低切

速的血液粘度时等
。

而检测的规范化必须有可靠的仪器来保证
,

否则规范化只是空谈
。

故研

制高性能的测试仪器势在必行
。

4
.

到 目前为止
,

分子生物流变学和神经生物流变学在我国还是空白
,

虽然我国的生物流

变学研究在宏观和细胞水平的工作已较多
,

但对生物体流变性质的认识必然要从宏观深入到

微观
、

亚微观以及分子的更深更高的层次上
。

因此笔者认为
,

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分子生物

流变学和神经生物流变学方面的研究并加强国际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
。

生物流变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

这门学科对 21 世纪医学发展将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

它将使我们对生命的本质理解得更为透彻
,

因而其前景极为广阔
,

前途极为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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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t h e ba s is o f h i s p e r s o n a l e x p e r i e n e e ,
t h e a u t h o r b r i e f s o n t h e E ig h t h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C o n g r e s s o f B io r h e o lo g y
.

A n d t h e m a i n t o p i e s i n t h e p r e s e n t f i e ld o f b io r h e o lo g y a r e e o v e r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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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ll u l a r r h e o lo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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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le e u l a r b io r h e o lo g y a n d n e u r o b i o r h e o -

lo 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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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in f o r e e t h e g u id a n e e t o t h e e l in ie a l a p p li e d t e e h n o lo g y
.

·

简讯
·

“
第二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国际会议

”

在京举行

由我委员会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

国际系统分析研究所 ( I I A S A )
、

国际电机与电子协会

系统一人一控制学会 ( IE E E S/ M C )
、

国际系统研究联合会 (I F S R ) 以及 日本系统研 究所

( IJ S R ) 共 同发起和组织的
“

第二届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国际会议
”
( IC S S SE’ 93 )

,

于 1 9 9 3年

8 月 2 4 日一 2 7 日在北京举行
。

来自中
、

美
、

加
、

日
、

德
、

英
、

丹
、

比
、

芬
、

瑞典
、

奥地利
、

以
、

俄
、

乌
、

韩
、

香港以及中国台湾等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 28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
。

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给大会发来了贺信
,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
、

中国科协主席朱光

亚和我委员会副主任胡兆森等出席了开幕式
。

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会上交流了近年来国内外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领域理论和方法的新进

展
,

及其在社会
、

经济
、

工业
、

农业
、

生态环境
、

交通运输
、

自然资源和过程控制系统等领

域的实际应用
。

( 国际合作局 供 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