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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材、拉克地分泌抗K 物jl写的 if1 32陆抗休的

细胞系 (SE- l) 。 用 RIA 检测该单克隆 抗体的

特异性， 除与 P 物质有一些交叉外，与其余我

们所用的脑肤均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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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照片计算机处理一处理方法泣，…

张耀i在 呆立丹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电泳技术是生物学研究中「泛使用飞的一种俨

分析技术， 在电泳j照片土包含着丰富的生物研

究信息。 今天，随着生物技术的深入发展， 微

量分析以及il11微量分析 日趋盛行。 t 因此生物学

研究人员对电泳照片上出现的依T稀可辨的微弱!

信息，也就日趋重视起来。 由于他们所关心的

这部分信息十分浅谈，在飞发表文章的制版过程

中， 信IJ 版技术上的不可避免的信息损失斗 往往

将这类可贵的信息丢失， 从而制版后的照片在.

目视上与原照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作为数

据的说服力就不强，以致于造成作者、读者和

编者们的极大遗憾。多少年来人们希望通过某

种科学技术能将电泳照片上这部分微弱的信息

增强』使之明显起来， 而同时不破坏原照片上

的贺他图像信息。随着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的

发展，为解决这类问题指明 ;了方向。使我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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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行矶 市!J的做泞!计 算机图象处埋系统来处

理这类问题。经我们处理的电 站、 照片再';IIIJ 版

后， 在目视效果上与原照片十分接近。1

我们自行研制的微型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

(另文介绍)是一个以处理照片国以对主的微型
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该系统由 'IBM-PCjAT

作为系统的主处理计算机， 以主运筒光电扫描击lJ

式的相片传真发送机 BCQ-03 作为照片图像数

据输入设备， 它与自行吁吁制的 AjD 转换及控

制接口电路一起组成图像处理系统的图'你数字

化部件， BC。一04 相片传真按收机和自行研制

的 DjA 转换及控制接口电路组成了相片硬 拷

贝输出设备。该系统的分辨率元 254 线Y英时即
每平方毫米 100 个像素，可以处理的最大照片

尺寸为 90 x 160 mm2，因 1 为图像处理系统原

理框图。

固 1 图象处理系统原理框图

'.'fl 

喝海~普普
镇静

刷锅静 、1飞川 s 川

4 、 t'...; )飞

图 2 左囤为原电泳照片，右图为经计算机处
i r t 理后的照片 白

图 3 左围为原电泳照片，在围为经计算机处
υ 理局的照片 .

逐列地按计算机i控制的奴律感光形成潜影图

像， 、 经，显惑和定窍佯理后， 一张经电子计算机

处理的照片就形成了。

将电泳照片紧贴于该系统的相片扫描法简 数字图像处理的应用软件种类繁多，它们

上，由计算机软件的控制可以将电泳照片上所 都是针对图像处理的不同要求而发展起来的，

需信息部位的图像信息很握其灰度等级转换防 常用的方读右图像增强， 直方图均衡化，数字

数字信息输入3;1]计算机的数目库中 ， 形点一千 二t1时方法吕及对比度调节 控 制处 理技 术等
以文件形式存在的数字图像矩阵，此数字图像 等[1]。由于多数也泳照片所希望处理的目的之

矩阵能由计算机软件的控制l使得它所代表的图 」在于加强照片上那些浅谈的条带信息，因此

象在监控显示屏 CRT 上作伪彩色图像 显示， 飞._般属于对比度调节控 ;fjlJ处理技术。 处理过程

以便人们对电泳照片上的信息作直接的观察和 中选择了对数规辑:变化的灰度等级数学模型，

比较。 该数字图像矩阵还能作各种图像处理加 通证 C京1"上的灰度亘方图统计分布的观察，

工以形成新的数字图像矩阵文件。i 经处理后的 可l选择合适的拐点灰度值。通过处理增强了整

新图像同样可以在 CRT 上显示， - 以使人们决 张电泳照片的对比度以及条带处的对比度， 使

定处理工作是否恰当， 叮 如果处理恰到好处，那 其从照片的本底申显示出来。这里我们给出了

么新形成的数字图像矩阵文件就作为我们处理 部分经由'微型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处理后的电

的结果，此时我们便可以通过照片硬拷贝输出 泳照片， 以便说明这种处理技术的长处。图 2

软件， 将处理后的图像文件逐行逐列地送到相 为两张本底为白色而信息条带为黑色的电泳照

片硬拷贝输出设备中，使其滚筒上的相纸运行、 j?f， i 经讯算机图像处理后再制版的照片和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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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对比。显然原照片上左上方的两条浅带不

经处理的话，经市IJ版后就看不到了I飞 图 3 为

两张本底为灰色， 信息条带为白巴的电泳照片

处理前后的对比，经处理后不但最上面-行的

几处信息斑条都能在制版照片上显示出来，而

且整幅照片的信息比原照片更清晰，层次更生
动( 3) 。

目前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种类繁多， 有商

业性的， 有专用机也有适合特殊需要而设计制

造的， 应用于生物图像处理领域的报道也有二斗

些[. -6)。由于计算机图像处理问题目前还不能

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处理的软件要因题而

异，所以计算机图像处理的发展速度并不快。

我的研制的这套微型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其分

辨率已达到处理图像的要求，然而图像处理的

速度较慢，但是对大多数的图像处理问题来说，

，它的处理速度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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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同且 ' 

问期细胞银染活性核仁形成区的电镜观察方法

i~J荣林王1芸庆

(中国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

特异显示染色体上rRNA 基因活性的银染

核仁形成区(silver-staining nucleolar. organi

zer region , Ag-NOR)的光镜方法， 在遗传、

肿瘤 、 药物毒理及预防医学等方面研究中均有

广泛的应用[i -3 1 0 间期细胞核银染活性核J仁形

成区(silver-staining active nucleolár " organi一

zer region, Ag-aNOR)的透射 ，电 镜qi见察， d 由
于分辨力高，能在亚细胞和分子水'平上对

rDNA 活性进行定位观察，近年国ft已 在多方

面研究中应用 ， 但在国内 ， 目前尚来见报道。

我们在改进他人[4 .町的对动工 J植物组织或贴壁

培养细胞，进行 Ag-aNok 超微结构功察的方
法基陆上 ， 建立了用透射电镜观察悬浮培养细

胞 Ag-aNOR 的方洁。
f . I 

材料与方法

1. 细胞培养 人白 白，师细胞(HL-60) 培 养在 台

20%小牛血洁和适量双抗的 RPMI-1610 培养液中，

于 5%C02、 100 %、相对湿度、 37 0Ç条件的二氧化碳培

养箱中悬浮开放式培养。 细胞培养 3~ 4 天〈细胞数

约 1xl06jml )即可取材制备标本。

2. 银染溶液配制 A . 50% AgN0 3 7](溶液，用时

现配。 B.2%蛋白胶， 2 ml 蛋白胶溶于 1 %甲酸中，

可寻:: 4 ~ç冰箱中短期保存。用时 A、 B 两液按 2 :1 混

合。 C、 5%硫代硫酸铀溶液， 5 克硫代硫酸铀加水浴

成 100 ml。

3. 标本市l备程序 收集 悬 浮培养 的 HL-60 细

，咆飞 先用 2.5%戊二隆 1 ml预固定， 然后 Car盯rno

定液固定 5 分钟， 2500 转/分离心 10 分钟，去上清液 ，

取出细归回快进行乙醇+水的梯度复水， 然 后， 经

出%A组N03-2%蛋白肢(2: 1)混合液， 56 "c处理细胞

回块 20 分钟， 水洗后再用 5 %硫代硫酸纳室温处理

10 分钟w 乙醇+丙酣梯度脱水.. Epon 812 包埋， 超

薄切片， 直拨或再经醋酸f血和拧朦股铅复染后用日立

H• 600 M透射电镜， 在 75 kV 条件 F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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