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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电位各电参 数 增高 (P<O.05-0.001 ) ，

BaCl z 的阔浓度增高 (P<O .05 ) 。 提示 VE 对黄

嗦岭和黄l原岭氧化酶引起的培养心肌细胞氧自

由基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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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胚心肌细胞心挠和j锦多肤的免疫电镜观察来

王 治荣

(哈尔滨医科大学病理生理教研主)

M. G hazizadeh、 佐佐木喜忠、相 尿 素

( 日本医科大学中央电子显微镜研究施设)

心肌细胞尤其心房肌细胞内含有特殊颗粒

(Specific granules , SG ) [1-4]。由于此种 SG 的

超微结构不同而分之为 A、B 和 D 颗粒[Z-hll] ，

至于 C 型颗粒在早期文献中虽有描述， 但后

来发现属陆酶体或残渣小体， 故已废弃不用。

1U 79 年 D巳Bold 等[ 5 ]提出 SG 的内含物起

调节动物机体水容量和的含量的作用。 19 84年

美国的 Currie[6]和日 本 的 Kanagawa[7]实 验 室

分别从大鼠和人心房组织中提取、分离、纯化

出一类活性肤， 称为心 房 肤 ( atripeptins )。此

类肤具有强烈的利尿、利的和降血压作用，也

称为心的素 ( cardionatrin) 或 心 房 利 纳 多肤

(atrial na triuretic polypeptide , ANP ) 。

近年以放免法 [ 8 ]和免疫细胞化学方法[4 ] 证

i 实一些动物和人心房肌细胞中确 存在 ANP。

肾 、 唾液腺 、 脑和造血组织中也存在ANP[ 9 ] 。

JTi 贮存在心房肌细胞 SG 中的 ANP 为高分
子量的前驱物 ( pro-ANP ， 1 34 个氨基酸组成的

多肤) ， 在分泌或分泌后快速转变为由 23 个氨

基酸组成的情性肤一_ANP[l O ] 。

本文采用因妇产科指征而小剖腹取得的14

例人胚 ( 3 - 4 个月，少数为 2 个月或 6 个月 1

心房和心室的超薄切片， 以兔抗人 ANP(α

hANP ) 血清和金标记的山羊抗兔 IgG 进行了

免疫电镜观察。

材料和方法

用王~ i萄 Peninsula 实验室的人心房!比 (α-hANP)经

载体注 ι民免反家兔 ;jjU 得抗 ANP J也请(购自河北省医学

科学阮) ， 金 ~'j 、 i己的山羊 J)L兔 JgG JÍ!l ì ， :1系东京市场上

的销 ~f ~~~ 。

出 小剖腹月五行)，，0 11 例 3 -- '1 个月 (少数为 2 或 6

个月 )胎儿(取材时jj台心仍在搏动) 心房和l心豆 ， 经花'

i见的 2.5%此二Ei 扣 1 %饿股双主固卒， 系列 丙嗣)ljl，

水平!1 Epon 8 1 2 包哩。 Reichert 超切N超薄切片 ， 镣网

捞取 w片 ， 经过夜干燥切片后 ， 拉下述步驳 ， 室温下

在湖温小室内进行免疫反J~ :

1. 10 %H202 液滴内蚀刻 1 0 分钟，使组织表面暴

露出米， 以利于随后的结合反应。 然后以 PBS 彻底清

洗。

2 . 正常山羊且:11 1青(1 :2 0 )15 分钟 ， 以 封闭非持异

奇 不之:二 r l ' I'I: i ! 本 i' j 织川沪上工尘 fll W HO ，ht 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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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免丧反!吃 。

3. 抗 α-hANP 血洁 (1 :1 00) 2 小时。

4. PBS 彻底冲洗。

5 . 金 (1 0 nm 直径) 际 i己的山羊抗兔 IgG (l : 100) 

1 小时。

6. PBS ì中 i光 ， 然!口双羔7.j(ìlj-J洗至少 1 分钟。

7 . 双 1.l!:电子染色， 分别为 20 和1 5 分钟。

免疫反J ，'i_:HJ!\4纽省l略;在 3 步骤那 1 tÌ(体的处理。

用 H-800 透射 l且统观察和拍照。

结果

人胚心))-)肌乡f1:1 月包内含众多 SG ， 主 要分布

在核的两端( Iτ!版图 2 ) ， 聚集成堆，和高尔基

器关系密切( I到版图 2 和 6 )。 也可散在于胞浆

(图版图 1 ) ， 有的 SG 分布在细胞膜附 近或已

外溢到细胞外( I到!原因 7 ) ， 说明 3 个月人胚心

房肌细胞已有分泌 ANP 的机能。

根据文献报道[4 ， 11 . 12 1 ， SG 为高电子密度 、

大小不一的血!形或椭圆形结构。 明显可见单位

膜包裹、 直径 80-450ηm ， 较 大者为 A 型颗

粒p 电子密度梢低而且核心和 膜之间界限不

清， 大小与 A 型颗粒近似者为 B 型颗粒; D 

型颗粒较小(直径 40-60 m川、数量 较 少 (图

版图 4 和 5 ) 。我们的所见和上述报道一致。

由免疫化学反应后未经电子染色 的 切片

(图版图 3 )可见金颗粒密集于 SG， 说明本文

所用方法特异有效。 对!照组则未见金颗粒的特

异密集现象。

文献报道[111A 型颗粒的 ANP 免疫反应性

最强即金颗粒最多。本文所见并不尽然，有的

A 型颗粒免疫反应性强金颗粒 较多(图版图

4 )， 有的却很少(图版图 5 ) ，而且有的 A 型

颗粒的电子密度不一定较其他型颗粒高(图版

图 5 )， 这可能和该 SG 的机能状态有关，如

已分泌排空或尚未合成储备的 SG ， 缺乏 ANP

免疫反应性是理所当然。有些 B 和 D 型颗 粒

的金颗粒也并不比 A 型颗粒 少 (图 版图 4 和

5 )。

一般认为 SG 和高尔!占 23关系密切，提示

前者可能出后者若华 ( budded ) 成装配而成[11J 。

从国版图 6 可凡二者的夫系峦切? 而且 A、

B、 D 三型 SG 均可见于高尔基器附近， 高 尔

基器膜上也存在 ANP 免疫反应性。

6 个月人胚心室肌细胞内仍可见 SG，不

过数量较少(图版图 8 ) ， ANP 免疫反应 性弱 ，

说明在个体发生过程中，心室肌细胞逐渐丧失

合成和分泌 ANP 的性质。

讨 论

免疫电镜细胞化学是一种在超微结构水平

上对细胞内大分子物质进行定位和半定量的研

究方法。包埋后技术 (post-embedding techni

que )是在超薄切片上进行细胞化 学或 免疫反

应，不存在抗体等能否透入细胞内的问题， 而

且还可在同一切片上进行几种大分子物质的多

重定位，是一种比包埋前技术先进和优越的研

究方法。本文采用包埋后技术即在超薄切片上

进行 ANP 的免疫化学反应， 对人胚心肌细胞

内 ANP 的分布进行了观察。

迄今的有关 ANP 的免疫电镜研究多为对

动物的比较研究， 或对临床心外科获得的个别

患者心耳的观察，尚未见对人胚心肌细胞的系

统研究。

本文对 2 - 6 个月胎儿心房和心室肌细胞

的 SG 进行了较系统的 ANP 免疫电镜 观察。

它们主要分布在细胞核的两端， 与高尔基器关

系密切，也可散在于胞浆中 。 3 个月胎儿心房

肌细胞巳有 SG 靠近细胞膜及溢出到细胞外的

ANP 分泌现象。

A、 B、 D 三型 SG 内 ANP 的分布， 不一

定如文献报道[11] 以 A 型 SG 内 ANP 最多 ， 各

型 SG 内 ANP 分布的多与少， 可能和其机能

状态有关。三型 SG 的关系如何， 尚待进一步

研究。

众所周知， 成人心室肌细胞内不存在 SG ，

关于胎儿如何， 尚未见报道。本文观察到胎儿

心室肌细胞内确含 SG ， 尽管数量较少。 到了

6 个月胎令时仍可见 SG ， 不过 ANP 免疫反应

性很弱。说明在个体发生过程中，胎儿心室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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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合成和分j豆、 ANP 的机能已经退化。

摘 要

用 包埋后免疫电镜方法对 14 例人胚心肌

细胞内的 ANP 分布进行了观察。 2 个月人胚

心肌细胞内开始出现 SG ， 3 个月人胚心房肌

细胞的 SG 已可见 ANP 免疫反应性和分泌现

象。 6 个月 人胚心室肌细胞内仍含少数 SG ，

但 ANP免疫反应性弱。 A、 B、 D 三型 SG 内

ANP 的分布与其 机能状态有关。

图版说明

1. 3 个片入胚心房肌细胞的 SG 分布 ， X7 ， 000 。

箭头示 SG，放在于j自浆。

2. 3 月人胚心房肌细胞核一端的成堆 SG 和高尔

基器关系密切 ， x 7 ， 000 。 箭头示成堆的 SG ， G 为高

尔基器。

3. 未经电子染色的 3 个月 人胚心房肌细胞内 SG

对 ANP 免疫反应的特异性 ， x 50 ， 000 。

4. 3 月 人胚心 房肌细 胞内 A、民 D 型 SG 的

ANP 免疫反应性， x 50 ， 000 。

5 . 3 月人胚心房肌细胞 A ， B 型 SG 的 ANP 免

疫反应性 ， A 型 SG 的 ANP 免疫反应性不一定都比B

型强 ， x 50 ， 000 。

6. 3 月人胚心房肌细胞内 SG 与高尔基器CG)关

系密切 ， x 30 ， 000 。

7. 3 月人胚心房肌细胞内 SG 靠近细胞膜(箭头)

或出到细胞外， 示分泌现象 ， x 20 ， 000 。

8. 6 月人胚心室肌细胞内含少数 SGC箭头)， X 

5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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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视黄酸对人肝癌细胞的诱导分化作用

夏明明* 陈忠黎* 蒋秉坤"

(上海医科大学生化教研室·

蚌埠医学院生化教研室**)

我们 曾证明全反式视黄酸(又称 维 甲酸，

RA) 对人肝癌细胞株 SMMC-7-721 诱导分

化[1-4 ]。目前 RA 的同分异构体 13-顺视 黄酸

(又称异视黄酸或异维甲酸 IRA) 已由国内生

产， 但 IRA 是否具有 RA 相似的促分化作用，

即 RA 的作用是否与 1 3 位双链的顺反 异构有

夫则未见报道。 本文以 y-谷氨眈转肤酶 (y-

GT)和甲胎蛋白 (AFP) 以及酷氨酸 α-町成二酸

致谢z 上海第六制药厂赠送 IRA ， 上海医科大学

Jζ学教研室汪酒经教授赠送生物素标记的羊抗 兔 IgG
抗体和辣根过氧化物标记的亲合素 ， .1::.海医科大学生

化教研事查锡良副教授赠送兔抗人 Fn 抗体 ， 将 ，丧谢
心孔

.~、 。

陈惠黎 : :i.t且 m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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