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鼠腹腔活化巨噬细胞的酸性磷酸酶测定
"‘ 

高 玉民 尹昕 朱秀革在

(白求恩医科大学〉

巨瞪细胞 (M的 广泛地分布于体内不同器

官 ， 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既能清除入侵的微

生物及休内死亡破碎的细胞 ， 又参与机体的免

疫反应 ， 并 在抑制肿瘤方面发挥着重 要 的作

用 。

正常条件下， M今处于休止状态 ， 活性较

低， 恒一级活化 ， 贝1 )在形态 、 代谢和功能上表

现出一系列的显著变化，如膜活性增高 ， 吞噬

杀伤病571:微生物及破坏肿瘤细胞的能力增强 ，

准酶体及溶距离奇含量增加 ， 酸性磷酸~Íij (Acp) 

活性显著(1 ， 2) 。许多物质能激活 Mφ ， 增'强 Acp

活性。 其中 ， 葡聚糖 (Dextra斗 T ， 5 00) 是一种

较理想的 Mφ 诱导物"， 4 1 。 J 

木试验采用测定fcp 的全F 吹京 法和
Gomori 氏硝酸铅改良沽， 分 另IJ 测定了注射葡

男糖的小鼠及正常小鼠腹腔 Mφ 的 Acp 含量 ，

旨在进一步探讨用葡聚，糖1舌化后小鼠腹腔 Mφ

的功能特性。

材料和方 法
, 

一、 试验动物

;;$:校动物室饲养的、 休重 20一25 g 的jjjIT i生健康非

纯系小白鼠。

二、小鼠腹腔 Mφ 的收集

试验用小白鼠 Ij O 只， 分为两组， 每组 20 只。 注

葡聚糖组z 每日向小鼠腹腔注入分子量为 500000 的

葡聚糖 (Dextran T 500 )1 0 mg， 连注 3 日 ， 第 4 日取

材 ;对照组: 小鼠腹腔注入 0 . 8 5%生理盐水 2 ml ，连注

3 日 ， 第 4 日 取材。 取材时， 用颈椎脱臼法处死小鼠 ，

用含 1 %小牛lÍn 清的 Hanks' 液洗出腹腔 Mφ。每组取

1 0 只用于金氏改良、法 [町，另取 10 只用于硝酸铅法[6] 。

三、 Acp 测定

将用 Hank's 液洗出的两组小鼠腹腔 M中 分置于

培养瓶内 ，手 37 'C水浴中温育 1 小时，倾去培养液 ， 将

贴壁的两组 Mφ 数用含 1 %小牛血清的 Hanks ' 液分别

调至 4 x 106jml ， 然后等量分放于培养瓶内， 于 3 7 'C

7k浴中再温育 30 分钟， 使 M<þ jfr新贴~;f ， 倾去培养

液， 经液氮和 3 7 'C水浴反复冻融 5 次，取细胞裂解物

用金氏改良;法glj定14AYP 含量。

计算公式 、

- 测定管 0:0- 对照管 OD
Acp 金氏单位/样品 一一一一一一一 """ x 5 

标准管 OD一空白管 OD

E、 Gömori 民硝酸铅改良法

将用 Hanks' 液洗出的小鼠腹腔 Mql 目于放有盖

我片的培养瓶内 ， 子 3 7 'C水浴温育 3 0 分钟 ， 取出盖玻

片用生理盐水反复漂洗、 干燥， 然后放入 Acp ~际育液

(0 , 05 mol / L pH 5 的酣酸缓 冲液 100 ml , ß一甘?由磷

酸制 0. 5 g，醋酸铅 0. 5 g, 5%氯化钱 5 ml ) 宦 37 0C水

浴中 90 分钟 ， 再经 2 %醋酸及 1%硫化饺处理， 封片

后于普遍光学_@)j接镜下观察， M<Þ质内 ijl训，梓、黑色颗

粒者即为 Acp 阳性反应细胞。

结 果 和讨 论

表 1 为全民改良法测得的小鼠腹腔 Mφ 的

Acp 结果 i 从表中可见两组问小鼠腹腔 Mφ 的

Acp 含量明显不同。 其中， 注葡聚糖组小鼠腹

腔 Mφ 的 Acp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统计处理

表明两组结果差异显著， P 值< 0 . 01 。

表 ， 1)、鼠腹腔 Mφ 的 Acp 含噩

言Ef王白石古立;1El磊ZEZ;二
酶 含量 ! , f'l no f\ _ L f\ (\ 1 {'\ .I I 

i 卡 4 9 4 I 3 . 0 1 09 士1. 0762 ( 王:t SD ) i ~ .U .::J o V_!_ V . .:1 " I V' ~ I 

P 值 I < 0. 01 

Gomori 民法组织化学染色结果也表明，

两组小鼠腹腔 Mφ 的胞质内均能看到棕黑色的

Acp 颗粒，颗粒的 多少随细胞体积的大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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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注葡聚糖小鼠应腔 Mφ

的 Acp 染色 x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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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 2 注生理盐水小鼠腹腔 M<!J

的 Acp 染色 x 1450 

异 ， 胞体较小的单核细胞或 Mφ， 其胞质中的

Acp 阳性颗粒较少z 反之 ， Il包体较大的 Mφ，

其胞质中酶的阳性颗粒较多。与对照组相比，

注葡聚精组小鼠腹腔 Mφ 多数胞体较大，铺展

明显 ， 酶颗粒较粗大 ， 故细胞质中的 Acp 阳性

颗粒明显多于对照组(见图 1 、 2 ) 。

用金氏改良法测定注入葡聚糖小鼠和对 照

组小鼠腹腔中 Acp 含量 ， 是在数量相同的情

况下进行的，较之普通组织化学标本的定性观

察有一定的实用性。考虑 正常小鼠腹腔中 Mφ

约 占腹腔细胞的半数以上， 其余的腹腔细胞 ，

如 中 性位细胞也含有 Acp， 且体积较小的 Mφ

与淋巴细胞在形态上不易区别 。 我们将获取的

腹腔细胞先纤含 1 % 小牛血涓HI甘 Hanks ' 液短

时斟肖 (60 分钟 ) ， 位绝大乡 数 Mφ 时间J于培

养版的瓶壁上， 而悬于液体中的其它种类细胞

被弃之， 从而获得了较纯的 M<j:>， 避免了直接

从腹腔细胞中计数 M<j:> 所带来的误差。将获取

的腹腔液置于带有小盖p1{片的培养瓶内短期培

养 (30 分钟 ) ， 使 M命 贴出并得到充分伸展 ， 再

进1 ]' G omori 氏硝酸fii染色 ， 标* q:; Mφ 纯而

密集 ， 细胞铺展充分 ， Acp 阳性颗粒清晰。

Mφ 最主要的形态特点是细胞内含有丰富

的微丝和 大量 的溶酶体。 Acp 是溶引号体的标

志 ， Mφ 杀伤病原微生物、 消化异物、 以及对

肿瘤细险的抑制作用 主要是通过 Acp 等活性

物质来实现的。正常情况下， Mφ 内 Acp 含主

一般是较为悟定的 ， -I?_活化 ， 其 Acp 的含量

和活性显著增加[ 7 ) 。 将正常小 鼠腹腔 Mφ用含

20 %小牛血清 的培养基培养 48 小时， 其 Acp

f舌性仪比培养 1 小时时增加 3 倍， 而用刀豆蛋

白 A (con A ) 剌激 1 小时 的 小 鼠腹腔 Mφ 的

Acp 活性就是J引古时的 5 倍 [8] 。 7可见 ， Mφ 内

Acp 含 白显然是随细胞的情化和;u变而变化。 活

化 Mφ 产生 Acp 的能力还受诱导激活物本身的

化学性质所决定 ， 与正常小鼠眼腔 Mφ 相比 ，

用硫基己酸盐 (Thioglycolla te ) 访 J导的 Mφ， 其

Acp 显著抨;多 ， 而用酵母去糖访占33.的腹腔 Mφ

与正常小鼠腹腔 Mφ 相比， 话:酶含电无明显差

另IJ [ 9 ) 0 Garolyn 证明由葡聚糖诱出的小鼠腹腔

Mφ 数目·要 比 单纯注 射盐水的对11日小鼠多 4

倍 ， 其才;I~ 附能力 、 迁移注度 、 吞咣能力 、 对肿

瘤细胞的抑制活性均明显增高[1 0) 。 本试验的

结果也证明用葡聚精 (Dextran T 5 00) 活化的

小鼠腹腔 Mφ， rt Acp 含量增加、活性增强 ，

这说明葡聚精 (Dextran T 500) 具有明显Wl JJrI

Mφ 的Acp 活性的作用。

摘 要

在两组 Mφ 数量;相等的条件下，用金氏改

良、法 1贝Ú íE小鼠腹腔 Mφ 的 Acp 含量，结果注射

葡聚精肩小鼠腹腔 Mφ 的 Acp fT 昆明显高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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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同时，从 Gomori 氏硝酸铅染色的标本上，

亦看到用葡聚糖活化后的小鼠腹腔 Mφ 胞体明

显增大，细胞铺展明显，细胞质中的 Acp 阳性

颗粒多而粗大，个另IJ Mφ 细胞质中的 Acp颗粒

呈强阳性反应。结果表明葡聚糖 (Dextran

T 500)是一种较理想的 Mφ 活化物 ， 具有明显

增强 Acp 活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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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蝇唾腺染色体的改良苯盼晶红染色法

王崇英 刘志学

(兰州大学生物系)

果蝇的唾腺染色体多年来一直作为细脏学

和遗传学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材料。关于果蝇唾

腺染色体的染色通常采用醋酸洋红和醋酸地衣

红法[1- 3] 。近年来，也有人用乳酸-醋酸-地衣

红染色法[4-6 ]。自 198 3 年以来，我们在实验课

教学时将一种植物材料中常用的优良核染色剂

一一改良苯盼品红院用于果蝇唾腺染色体的染

色，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通过五年的实际

应用 ， 效果很稳定(见插图)。此法 1 ) 操作简

便、可行、 易于掌握; 2) 制成的永久标本不

i毒 志强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 )

易褪色J 3) 染色时间短， 仅需 15 分钟左右，

可节省大量时间，便于在实验课教学中应用。

本实验的条件和方法如下z

-、染渣的配制

改良苯盼品红染色液的配制方法见[ 7 ] 。

二、制片及染色

1 、 依常规法解剖出果蝇唾腺。

趴 在腺体上加一滴 1 mol / L HCl 水解 1

分钟左右，随后用蒸馆水洗 1-3 次。

趴 在腺体上加 1 - 2 滴染液，染色 15 分

钟左右，可获得较好的染色效果。延长染色时

间(几小时以上) ， 虽然细胞质会有不同程度的

着色，但用 45% 醋酸分色后效果依然很好。

4、吸去染液，加-7商 45%醋酸，依常规

法压片、 镜检和市IJ 作永久片。

三、注意事项

1 、 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好的染色效

果，染色过程可在低倍镜下观察，至核染成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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