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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电描记系统， 能同时描记出同一视野不同

细胞 (簇 )的搏功变化， 同步分析不同生理或病

理状态的心肌细胞在各种因素剌激下的各自持

动特征， 准确测定出细胞搏动发生 同 步 的时

间 ， 研究冲动在心肌细胞间传导过程及细胞之

间的互相关系，井有简便、 效乓:高 、 节省细胞

标本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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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体密度构成图表示方法

中洪

(第一军医大学病理解剖教研室)

郑氏 (1 9 8 ，1)提出了细胞体密度(VV )构成图

绘制方法 [ I J。在确定核与细胞大小时，郑氏以

核胞相对球径为比例， 球径比等于括:体密度的

三次方根比 1 ，而胞质中各结 构 成份 Vv 则以

扇形面积大小代表。这种方法有阳、下不足z ①

在给出的同一构成图中 ， 既有遇过面积大小直

接反映细胞结构构成的部分，又有通过换算以

体积大小间接反映细胞构成的部分， 各部分绘

制l标准不统一P ②所 22掏成图中核的相对面积

大于以细胞为参照系时的核体 密度 (VV I1 'C )'

而胞浆总的相对面积则小于各以细胞为参照系

时胞浆各成份的体密度 ( VV 1' C )之和 ， ( V vn,c 

绘于圆图中央后， 核周圆环面积为胞浆 总 面

积， 因此需将 vv x ， c 换算为以胞浆为参照 系时

的体密度 (VV 1'P)才便于作图， 郑氏对此未予

说明。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细胞 Vv 构成 图

具体表示和绘制方法作一些改进和说明 z

1. 休视学基本原理表明 ， 随机粒子在二

维结构上的面积密度(AA )等于其在三维结构

中的VV [ 2 J。在平面构成图中统一以面积大小反

映v 交 V化， 不但方法统一， 便于各部分比较，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 V、与 A八的基本关系。

因此如以同心圆形式将 飞川 绘在中央， 那么

要使核的相对面积与 Vvn ， 。 等值 ， 则核胞平面

直径比应等于 Vy川的二次方根比 1 , 即在细

胞直径为 Dc 时 ， 核直径 (Dn )应为 2

Dn = Dc ' 、/v~ζc (1) 

例如z 已知 Vy川 c = 25% , 若 Dc = 2 cm , 
则 Dn = 2 x 飞/-Õ-:2s = 1 cm ， 这时 核面积为

0.785 cmz' 细胞面积为 3 . 14 cm2，两者之比

为 0. 2 5 ， 与 Vvn ， c 值一致。

2 . 欲以郑氏细胞 Vy 构成图表示结果，胞

浆各成份 Vy 最好以胞浆为参照系计 算， 这样

只需将 VYX' P 乘 360 0 ， 即得构成图上相应部分

的圆心角角度 。 0 ， f!P: 
。 0= 3 60 0Vyx,p (2) 

作图后所得扇形面积减去其内核面积即为相应

胞浆成份占有的面积。如果仅知 Vvx ， c ， 则应

换算为 VyX ， p 后挂上法作图。

V YX,p = V yx,c/(l- V yn ,c) (3) 

这种绘制方法整个圆图中各部分的面积，

包括核面积， 反映了细胞中各结构成份 的 构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细

胞
生

物
学

杂
志



96 细 胞 生物学杂志 1990年

成。如果不考虑 Vv川，而以核周圆环(或整个

圆 〉为胞浆整体，则干目应面积反映胞浆中各结

构成份构成， 可见本法具一图两用功能。

-WU: 表 1 是家兔实验性动脉粥样硬化(As)

体积明显增大友展为自沫细胞有犬。

如果核面积无需绘在中央， 则将 Vvn ， c 及

各Vc x ， v分别来 360 0 ， 得 。。后即可作图 ， 无

需将 Vvx ， c 换算为 V vx ,,, 除非构成图中不含

表 1 家兔实验性 As Vv 及构成图参敏值

对照 组 实 验 组

Vv v VX 'p 
Dn警 。 。

核 0.1101 1'.99 

脂 ì~肖

其它

0.0127 0.0143 

0.877 2 0.9857 

5 

355 

飞 Dc '" 6cm 

图 家兔实验性 As 细胞内 V、 构成

a. 对照生且，扎 实验组(实验细细胞
体积增大 ， 核所占比例相对下降 ) , 
国脂汹 ·核 口其他

病变细胞 Vv 测试结果 [ 3]及按式 ( 1 )、( 2 )、

( 3 )得到的相应 Vvx 川 、 Dn ， 8。值。图 l 是据表1

绘制而成。可见实验组脂滴 Vv 显著高 于对照

组，而 Vvn ，。明显小于对照组 ， 这与病变细胞

欢迎订阅《细胞生物学杂志》

Vv v VX ,p 

0.0545 

0.3412 0.3609 

0.6043 0.639 1 

Dn靠

1. 40 

。 。

130 
23 0 

V vn ， C。各部分的划分一般从 12 点起按顺时针

方向、由大至小，依次划分。

摘要

本文对细胞体密度均成图表示和绘制方法

进行了改进，提出了确定核面积大小的具体方

法及以细胞和胞浆为参~~系时体密度的相互换

算方法。此外指出了图中圆心角大小的确定及

各部分的划分方法并举例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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