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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时示不同条件下 pre-rRNA 基因活化程度

A . 33 . GoC 细胞核内 Ag-NOR 明显增 多 ， > 40 

个以上。

B. 39 . 50C 可见胞浆及核轮廓 ， 核 内无活化之

pre-rRNA 基因 。

C. 5 mmol/L 丁酸纳 (33 SC) 与 A所见相似。

D. 0 . 03 μg/ml 放线菌素 D ( 33.5"C) 同 B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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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宫内腰上皮膜内颗粒的菱形排列来

王自能

(暨南大学医学院妇产科及暨南大学电镜室)

利用冰凉断裂技术研究人子宫内膜上皮的

细胞连接时， 我们发现有些膜内颗粒呈菱形排

列。形态上， 这种型式的颗粒排列与典型的间

隙连接明显不同。据我们所知，中外文献至今

尚无有关膜内颗粒的菱形排列出现在人子宫内

膜的上皮的报道。 本文将就此排列作一简介并

探讨它的功能。

材料和方法

材料取自 6 位月经周期正常， 且未服用过含性激

素药物的育龄妇女， 均因店、真他才在内膜性妇科疾 病而

做子宫切除术。在于宫后壁近宫底处取下→块内膜组

织、并将它分成两部分， 其 ~p一部分用甲酸溶液固定，

经常规技禾树备百供组织学分期用 r 1] 0 (注 z 月经周期

增生中、 晚期各 1 1flJ l 分泌早期 l 例，中期 2 例 ， 晚

期 1 例)另 _. 部分被切成约 1 mm3 小块 ， 在室 温下用

含 2.5 %戊二隆及 2%多聚甲睦溶液(用 0.1 mol/L 二

甲肘1酸铀缓冲液配tlilJ ) 固定 2 小时后，在 30 %甘油 (用

同一缓冲;夜配;副)浸泡 1 小时 ， 经液态 Freon 22 快速

冷却后 ， 在液氮贮存。 用 Balzer 360 M 冰凉昕裂装置

制成的复型膜经次氯酸盐漂白剂处理及蒸馆水多次冲

洗后， 最后置于铜网上， 在 Elmiskop IA 地透射电镜

下观察。

结 果

在冰冻断裂的复型膜上， 典型间隙连接的

识别是聚集的颗粒群(P 面 )或浅窝群 ( E 面)。

颗粒的直径为 8 . 0-10 . 0 nm ， 相 邻 的颗粒排

列成六边形， 颗粒间的中心距 离约为 9. 0 nm 。

在月 经周期的增生期，间隙连接的数量少，面

积也小p 在分泌期， 特别是分泌中期， 其数量

及面积增加明显。

· 本文获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会反联邦德国

Volkswagen 基金会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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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内颗粒的菱形排列只在月经周期的分泌

中期出现。 通常在一个断裂面上只能见到一个

菱形颗粒排列， 偶而也可见到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去形颗粒排列出现 在 一个断面 上(图版图

1 ) 。 它的形状一般为圆形，卵圆形或长方形，

可与间隙连接相连结或单独存在(图版图 1 ， 2 ，

3) 。这种由膜内颗粒组成的菱形排列只见于质

膜的 P面 ， 与 此排列相称的菱形浅窝排歹IJ则未

见于质膜的 E 面， 组成菱形排列的颗粒数目不

定，从 二0 个到 1 50 个甚 至更多。相邻两排颗

粒的中心距离为 2 1. 5 nm， 菱形 的 锐 角介于

GY‘ 与 80
0

，颗 粒的直径 约 12 . 5 nm ( 图版图

4 ) 。 在高放大倍率下， 可见颗粒的顶部有下

陷(图版图 3 ， 5 ) 。 在一些复型膜 上尚可发

现， 接近斐形排列的细胞间隙缩小不一致 (图

版图 引 .

讨论

本文所述的菱形颗粒排列的颗粒大小及其

相互间的距离与一些出现于其他组织的特殊型

间隙连接或类似间隙连接的结构很相似，例如

龙虾的神经组织 [21 ， 大鼠的小肠[$1，涡虫的肌

细胞[4)及小鼠的卵泡细胞 [ 5 ) 。 由于人子宫内膜

上皮的 E 断裂而没有与菱形颗粒排列相称的菱

形浅窝排列，及接近菱形颗粒排列的细胞间隙

缩小不一致， 它可能不是典型的间隙连接。

菱形排列的颗粒大小及相互间的距离均大

于间隙连接， 这种排列的意义至今乃未明确。

由于类似的结构常见于无脊椎动物的神经及肌

肉等易兴奋的组织， 它被认为具有影响细胞膜

面带电状况的功能[竹 。 Pera∞hia[2]报道，用钢

染色?去，可在一些取自龙虾神经组织的标本内

见到二颗粒间中心 距离分别为 18一二 o nm 及

12 . 5 nm 等两种不同结构的间隙连接。 由于这

两种结构时常相互连结或混杂在一起，他推测

间隙连接的结构可能会因细胞功能的不同而产

生变化，并认为院内颗粒的排列可因间隐连接

可透性的变化而改变。 由于菱形颗粒排歹IJ常与

间隙连接相连结， Staehe1in (3 )认为它可与间隙

连按互相转换。考虑到人子宫内膜的菱形颗粒
排列既可单独存在又可与间隐连接相连结及在

月 经周期的分泌中期时 间院连接的数量及面积

增加明显[町， 我们认为菱形颗粒排列可能是间

隙连接的前身，它可能转化为单独的间隙连接

或转化后与原有的间隙连接相融合。这样便可

导致间隙连接数量及面积的增加。

摘 要

利用冰凉断裂技术， 我们发现在人子宫内

膜上皮的膜内颗粒有时呈菱形排列。形态上，

它与出现在此上皮的典型间隙连接不同。由于

人子宫内膜的菱形颗粒排列具有J. 在 E 断裂

面见不到由浅窝组成的相 称菱形排歹Ij及 " . 接

近菱形颗粒排列的细胞 间隙缩小不一致等特

征，它们可能为非典型的间隙连接。因为菱形

颗粒排列既可单独存在也可与间隙连接结合，

我们认为它们可能是间随连接的前身， 具有促

使间隙连接严加数量及面积的功能。

图版 说明

(图右下角箭头所指方向夕J啧碳的方向 J

1 . 两个菱形颗粒tl月IJ tl: f!\\在→个断而仁。 (1 ) 与
间隙连接相连结 (2 ) 单 独右: -，. x ,j O ():; O 

2. 一菱;lc;颗和排列 (R) 与['iJ' ~í;l i主 i走向)才'i!i~: i'i斤 。
x <1 0 000 

3. 在高放大倍二吞下， 可见菱Jf~排列l 颗粒的顶部
有下陷。 x 10 0 00 0 

4. 菱形颗挝排列简图。 (1〉颗粒直径约 12.5 nm , 
(2) 中心距离为 2 1. 5 巳m ， (3) 锐角介于 6 3 0-8 0 0

5. 麦形颗池、1 排歹Ij(R ) 与问隙古拉 伯川fì邻 。 在菱
形排列颗粒的顶部有下陷。 x 100 000 

6 . 接近芫形颗粒排列的:<S' JJ包间隙缩/j 、不一致 (箭
头 ) . x -1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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