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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是将人自身静脉血经过离心所得到的

凝胶样膜状物#它是一个结构疏松#空隙大#积聚着大量的血小

板*细胞生长因子及免疫细胞的网状结构+

%

,

-富血小板纤维蛋

白中所含血小板生长因子*纤维胶原蛋白是牙周组织再生修复

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是目前牙周病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发展过程

!!

%1(&

年#

$EE3=3+

等+

0

,首次发现从人血浆中提取的富血小

板血浆#其中含有多种细胞生长因子#并用于临床促进组织再

生治疗-

0'''

年#法国科学家
W3:;+

等+

.

,从人自身静脉血离

心提取出的新一代血液制品333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相对于

富血小板血浆的优势在于!自体静脉血易于采集制备#不需抗

凝剂#使用安全#生物化学性质不变#从而避免了可能导致机体

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及感染性疾病的传播-从静脉血通过梯

度差速离心出新的血液制品333浓缩生长因子#所含的细胞生

长因子和纤维胶原蛋白更能促进软硬组织再生修复+

&

,

-

/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制备过程

!!

首先在富血小板血浆的基础上采集人自身静脉血液#无其

他添加成分直接装入
%',Q

的试管#立即以
.'''8

"

,=+

离心

%',=+

#离心所得试管中部半透明弹性膜状物333富血小板纤

维蛋白#贫血小板血浆层与红细胞层之间的富含血小板的纤维

蛋白凝胶中间层即为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它是一种半透明弹性

膜状物+

*

,

-

0'%.

年
[:;+;;9=

+

)

,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技术的基

础上以
%*''8

"

,=+

#

%&,=+

梯度离心改进研究出改良的富含

血小板纤维蛋白凝胶-

'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结构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制备过程中#经过缓慢自然的聚合#

形成立体网状结构的纤维蛋白凝胶#结构疏松#孔隙大#其中滞

纳着大量的细胞因子等#作为一种基质为细胞的附着*迁移及

分化提供了有利的场所+

/

,

-孙洁等+

(

,通过扫描电镜对富血小

板纤维蛋白超微结构的观察发现!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由纤维蛋

白聚集形成疏松多孔的立体网络结构#形态规则清晰#其表面

的纤维蛋白数量多#纤维蛋白来源于纤维蛋白原的胞质分子-

1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的主要成分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是新一代的血小板浓缩物#主要由血小

板生长因子*白细胞*纤维蛋白组成-

1H$

!

血小板生长因子

1H$H$

!

转化生长因子
!

主要增强纤维母细胞趋化性#促进胶

原蛋白*粘连蛋白和骨连蛋白的合成#抑制胶原蛋白的降解#促

进成骨细胞趋化和刺激细胞外间质形成+

1

,

-

1H$H/

!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

伤口愈合过程中#主要促进来

源于间充质的成纤维细胞*胶质细胞*平滑肌细胞及骨细胞有

丝分裂增殖和迁移作用#促进伤口愈合+

%'

,

-

1H$H'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主要调节控制细胞增殖和细胞凋

亡的整个过程#促进细胞的增殖和分化#抑制细胞在成熟之前

的过早凋亡#从而调节细胞的生长*发育和代谢-

1H$H1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新生血管形成过程中最主要的生

长因子#主要通过刺激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直接调节血

管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分化等#促进新生血管的生成+

%%

,

-

1H$H2

!

表皮生长因子
!

主要对体内表皮细胞*上皮细胞*成纤

维细胞的细胞分裂和增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促进基质

的合成和沉积#促进纤维组织形成以及伤口处血管化*上皮化-

1H$H)

!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

主要诱导骨的再生#对骨再生

和发育及骨折的愈合起着重要的作用-

1H/

!

白细胞及其细胞因子
!

白细胞是机体抵御病原微生物*

病毒和细菌入侵的首要屏障#具有防止病原微生物入侵#同时

吞噬异物*杀死和溶解病菌#产生抗体*增强机体对疾病的免疫

等重要作用-

W3:;+

等+

.

,发现人体静脉血在离心制备富血小

板纤维蛋白的过程中#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凝块中所含白细胞被

激活#释放炎性因子及抗炎生长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MQ

&

-%

*

MQ-&

*

MQ-)

*肿瘤坏死因子
-

(

%

2#\-

(

&等-

1H/H$

!

MQ-%

!

由单核
-

巨噬细胞的活化产生#并与抗原协同作

用#主要促进抗体的形成)吸引中性粒细胞#释放炎性介质)产

生免疫调节作用并改善局部炎性反应+

%0

,

-

1H/H/

!

MQ-&

!

主要诱导分化
2

细胞为
2R0

细胞以及促进
"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BT4?L7=+

!

T;8A:0'%)

!

K37H%.

!

#3H)



细胞#肥大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增强巨噬细胞功能#缓和炎性等

作用+

%.

,

-

1H/H'

!

MQ-)

!

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主要活化
"

细胞增殖#

产生分泌抗体)刺激
2

细胞增殖及细胞毒性
2

淋巴细胞活化#

参与炎性反应+

%&

,

-

1H/H1

!

2#\-

(!

2#\-

(

主要杀死某些肿瘤细胞或抑制其增

殖)并促进
2

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1H'

!

纤维蛋白
!

纤维蛋白是一类主要的不溶于水的蛋白质#

为细胞或机体起着保护或结构上的作用-

1H'H$

!

骨形成蛋白
!

骨基质中一类可溶性蛋白成分#主要诱

导骨的形成+

%*

,

-

1H'H/

!

釉基质蛋白
!

以釉原蛋白为主要成分#主要促进间充

质细胞分化#刺激细胞生长*增殖和迁移#促进蛋白合成#促进

新生血管和骨样结节的形成+

%)

,

-

2

!

生物学特性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中滞留着部分白细胞和免疫细胞#这些

白细胞和免疫细胞可以释放多种炎性因子#具有抗感染能力#

调节炎性反应#从而减轻软组织周围的炎性反应+

%/-%1

,

-富血

小板纤维蛋白中所含纤维蛋白则作为血管重建的基础组织#富

血小板纤维蛋白中的生长因子在纤维蛋白这一载体的作用下

能够缓慢释放#促进牙龈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同时又具有止血*

抗感染*促进上皮愈合与引导血管再生的作用+

0'

,

-富血小板

纤维蛋白中富含的多种细胞生长因子缓慢持续释放#促进
*

型

胶原及纤连蛋白的合成#刺激基质干细胞的趋化及增殖#刺激

成纤维细胞及血管内皮的分化增殖#加快牙龈组织的愈合#对

牙周组织再生修复起到积极作用+

0%

,

-同时#富血小板纤维蛋

白疏松的网状立体结构为成骨细胞的迁移*增殖及分化提供场

所#也为骨组织的再生提供支架保护作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

中富含的多种生长因子诱导成骨细胞迁移*增殖*分化#促进骨

愈合-

R4

等+

00

,研究已经证实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具有良好的

成骨能力#认为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中的细胞生长因子与纤维蛋

白发生化学键结合后#缓慢地释放细胞生长因子#延长了细胞

生长因子的作用时间#体现了相对长效的特点#使其生长因子

持续稳定发挥促进成骨作用-

R4

等+

00

,还发现富血小板纤维

蛋白有着相较于富血小板血浆更明显的促进成骨细胞增殖与

分化的作用-

)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牙周组织再生中的临床应用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作为自体来源的生物材料#已越来越广

泛地用于口腔临床的各个领域#如用于牙周手术过程中促进

伤口的愈合#增加软组织的美观程度#促进骨再生与骨整合#均

已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H$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修复口腔牙龈萎缩中的应用
!

临床

上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易于制取#而且能够减少出血和加速伤口

的愈合#有效地促进软组织重建和骨组织再生#特别是在牙周

组织再生治疗有其优势+

0.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牙龈退缩

时发现#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促进软组织再生方面并没有明显

优势#但却可以减少术后不适#加快牙龈组织愈合和新生血管

再生+

0&-0*

,

-

)H/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修复口腔牙槽骨缺损中的应用
!

富

血小板纤维蛋白凭借自身的纤维蛋白框架阻止生长因子的蛋

白水解#减缓其释放#延长其作用时间#更加有效的促进骨再

生+

0)

,

-水平吸收常形成骨上袋是最普遍的牙周缺损形式#

3̀-

E4

6

:

等+

0/

,应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慢性牙周炎水平吸收明

显提高临床参数的牙周袋探测深度和临床附着水平-

2:38;9

等+

0(

,对慢性牙周炎导致的牙槽骨缺损行翻瓣刮治后充填富血

小板纤维蛋白对比观察#发现富血小板纤维蛋白组的探诊深

度*附着水平及影像学参数明显优于阴性对照组#在牙周翻瓣

术中使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凝胶相比于单纯牙周翻瓣清创术#

术后
1

个月后水平牙槽骨吸收缺损明显减少探诊深度和提高

上皮附着水平#表明使用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可以明显提高临床

参数的探测深度和临床附着水平-

有研究报道#临床对比评价自体富含血小板纤维蛋白*富

含血小板血浆治疗慢性牙周炎三壁骨袋骨缺损#得出富血小板

纤维蛋白可以缩短手术时间#降低手术难度#明显减少牙周袋

探测深度和提高牙周附着水平#获得较好的上皮附着水平和更

多的再生新骨#术后影像学检测牙槽骨密度明显增加#由此可

见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可提高治疗牙周骨内袋缺损的临床效果#

证实了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具有促进牙周组织再生的作用#为富

血小板血浆在牙周再生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01-.0

,

-可见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是一种有效治疗牙周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H'

!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修复根分叉病变骨缺损中的应用
!

富含血小板纤维蛋白#作为组织再生修复材料#能加速软*硬组

织的愈合-有学者应用自体富含血小板纤维蛋白治疗下颌
0

度根分叉病变骨缺陷#术后
1

个月临床检查菌斑指数*龈沟出

血指数*探测深度*垂直和水平临床附着水平#牙龈边缘的水平

明显改善#影像学检测缺陷处骨质密度增加-

.

!

展
!!

望

!!

牙周炎治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完整的牙周组织再生-目

前#富血小板纤维蛋白在基础研究及相关的口腔临床应用肯定

了其在口腔牙周软硬组织缺损再生方面彰显的显著优势#但是

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中所含的细胞生长因子和机制仍知之甚少#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索#需要进一步动物实验研究来系统

阐述富血小板纤维蛋白修复口腔软硬组织缺损的相关理论依

据-当前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技术在口腔领域仍较多地被用于

口腔种植#在治疗牙周炎导致的骨缺损方面#其远期临床疗效

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考虑到富血小板纤维蛋白有着更加长

期而稳定的疗效且制作简便#因此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并推广

其在牙周组织再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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