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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F苦;正常平滑月JL 、 平:骨眼播和平请

肌肉瘤的凝集紊组化研究

l主 建式

〈大连医学院病理教研室)

未正 关

(大连医学院生化教研室)

由于各种细胞对于祝您素纪合的攸感性不

同， lßE架素 f~~合特性已成为研究细胞分化、 细

胞成熟和1 f;'f1 îfi细胞表型改变咛的有效指标， 并

已应用到肿病it生 断与鉴别诊断研究中[) - 3 J 。 但

迄今国 内外尚未见到用组化方法研究平 ;':rJV L及

其相应 I"'~ ， ，'E:性 JHJ 1r:i 与 bf:集素结合活性的报道。

有鉴于此， 我们对子'声正常平滑肌， 平涓肌，ra

和平?iT肌肉照与五示}1/咣集素的结合进行了半定

量观察， 以了解不同性质的平 :1?肌细胞椭成分

的精细变化以及附1'~索 ffi合用于'}:l)断平 肘肌肿

瘤 l主 ~tt:方而的实用价Nl 。

材料 与 为法

材科 大连匹字院平口大连rìi妇产'医院 ]986→] 988 

年外检材料中， 阻i 饥选 ι\ :ìf:经常规病理切片已呐定的

子宫正常5F泊 j且 11 例 、 平滑肌瘤 12 例 、 子宫平消肌

肉痛 11 例 。 组织经训尔马林罔定、 石蜡包}里切片， 分

别进行五幸1 1凝集亲组化染色。

方法和试1f1j 切片脱蜡至水。 1 %J民酶 37 0C 消化

30 分钟(显示花生素结合的 切片则用 ] %神经 氨酸酶

3 'l"C处型 1 小时 ) , 然后置甲院一H202 室温 30 分钟，

1 %牛血活 !气蛋!'! 30 分钟。 Tíj以生物亲化的凝集素室

温作用 1 小时 ， Anc ì~去 ， DAB 呈色。 或以未标记的

凝集素室温作用 1 小时. 相应抗 l疑fE素免抗 l仇渭 (1 :

100)37 "C 1 小时， 抗兔 IgG (1 : 100 )3 7 0C，:D 分钟 ， PAP

讼 ， D AB !'if. 色。 最后 CJ 0 . ::; % 币基结.~~吧 ， 饵'规脱水

时因。生物紊化的注:朱来、 ;7L兔 IgG 、 A F\C 和 PAP

试剂 I~别为 Dako 和1 Vector í~ r (J j"" ， ~;lj 0 I;;j ~t ".J!~ ， 

])l M 特异性 吁'情阻滞 ;n陀 i't 号·素， τ ，~; ~) ~;斗酸盐缓

冲液:1:.代凝阜素。 水文fíf t1 ! Îl~J ~叹:东 -.J~'~l:! 类 、 Cf'-糖特异

性及工作条付之丰见表 1 。

染色强度的判定 依mf只切片大小不 l肌分区观

察 10 个r)， .I-.市价í~视曰;'， ì- [ 致汽少 30 0 个细胞。 老:二号

Skultosky 和 Kaw" i 等 (~J怀 ì1t f ;' SJ ， 将呗察对纹的凝集

索结合半定翠地分为 5 级 : 。 级 ， 5 %l~( 下的细胞染

成弱阳性 ; 1 级 ， 5 %-50 %的细胞弱阳性， n 级，

50%以上的细胞弱阳性， 班 级， 在 E 级的基础 t有少

数细胞浓辛苦强阳性 ， 1\' 级 ， 多数细胞浓密强阳性。 据

此计算该组的例的平均着色强度级数， f!p 平均强度级

数 =各例强度级费fr_总和 j l1fltUflj 数。

结果

上述五种凝集素与子;气'正常平洞'肌、 平滑

肌瘤和平币'肌肉瘤的股集素结合 'i77况见表 2 。

表中数字为不同姐的平滑肌组织与某 11t;[集素结

合阳性的例数。括 iì!F， 内的百分比沟各组的 I~FI 性

率，括弧内的数字为该组的平均强度级数。此

装 1 所周章建摸素的种挠、单麟特异性及工作条件
咽.-咽ι--白"咱乓画.，_..._-. ......画】 d‘画画、. ，，._. _…_..-..、_.、再_..句.'明_._也_.瞌.-‘.....，---‘.-哩-电.‘-翩翩_.捕民企.…-翌_，.. ‘-........ 曹n.......‘-‘... ~.、...‘'占3画幅-切同-幅画-‘--…-弛-四--自-‘-…_.电啕-…由民..嗣-凰'姐..响.. .、-鼻...届a圄--‘-‘-…_..咱…._.

种 类 缩写 单糖特异性 制剂浓度 显色系统
一一一一一一 ... _.，_一- - -----_. _-_. 
刀豆素 Con A α-D-甘 白:糖(和/戎葡萄糖) 生物素化， 50 阅/ml A13C 

麦 胚素 W G A N-乙l!tic-氨基葡萄糖(平日 /或神经氨酸 ) 封二物京化 ， 50μgjml A13C 

花生紊 PNA 自-D-半乳糖 未:标记 ， 10 0 昭jml PAP 

菌麻 去 RCA 自-D一半乳糖 未标 i己， 100 吨jml PAP 

豌豆素 P SL α-D-甘露糖(和/或葡萄糖) 来标 i己， 1 00 μgjml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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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显示恶性平计肌组织与良性平市肌组织 (包

括正常平川剧L和平活WL也 ) 对某些出过集京的结

合有很大的差别。 11 例平 r~j'肌肉瘤中 ， 刀立索

和麦胚素染色分别有10例(91 %)和 8 例(7 3 %) 

呈阳性反应， 两者的平均强度级数分别为 3 . ?

级和 2 : 0 级。 刀豆索和麦胚素的阳性呈色产物

多均匀分布于肉瘤细胞浆内，尤以胞浆丰富异

型性明显的瘤巨细胞最多(图 l民 |茎11-- L1) 。 在

较小的痛细胞中，则主要位于胞浆内 iii核区域。

平泊肌肉 白与 豌豆 素和 在麻 素分别有 2 例

(18%)和 1 例( 9 %)呈阳性反应，但染色比刀

豆素和麦胚紊浅谈， 若色的 jf:j细胞也较稀少。

除 l 例正常平滑肌 rÎ.l 部分肌细胞;11 丁、三京反应弱

阳性外， 其余正常平~;~:..肌和平 ， : 'f ，fJJ Um组织:Ji]未

与任何一种就柴主牙含。此外， 各尖组芳:中许

多 JÎ凡管内皮细胞、巨 !JF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与烧

集素的反应亦呈阳性。

表 2 子宫平?吾肌肉馅， 平涓肌想和正

常平:每/!Il的;磁盘索结合

平滑肌肉滤 良性平滑肌瘤正常平泪'肌
( n = l1) ( n = 12) (n = 11) 

ConA 10 (91 %, 3. 2) 。 1(9 % , 1. 0) 
WGA 8(7~~% ， 2.0) 。 。

PSL 208% , 1. 7) 。 。

PNA 1( 9% , LO) 。 。

RCA 。 。 。

讨 论

目前只有少数有关凝集素组化结合的研究

涉及问叶组织及其ßI+' 涵。 Holthöfer 等 [b J发现，

荆豆素与血管内皮细胞有特异性亲合， 可做为

血管源性肿瘤的标记物。 Rohol1等 [7 ]对良性淋

巴结滤泡增生与非何杰金氏淋巴 础研究后指

出， 与高j坏素和豌豆素的结合能证明何杰金细 .

胞的组织细胞来源，但花生素结合则快乏这种

特异性。 Pean [8J报道与骨路肌结合的 7 种版集

索中 ， 只有刀豆素能有效地显示假!胆大t:l:肌营

养障碍时肌群的局限性改变。我们运今未见到

国内外有关良记住平 /:] JjlJJ归自细胞 -~j i.l注 1.k案组

化结合的文献， 因此本文是‘这方面研究的首例
时1 丘t二
1民口。

在我们应用的五种凝芫索中， 刀豆索和麦

j匹素与平涡'肌肉溜结合的 I \bj 性率分别达91 %和

73%，而正常子宫平治肌和平滑肌瘤与这两种

凝集素的结合率分别为 9%和 0%。由此我们

认为，利用刀豆素和麦胚素的这种结合性质对

鉴别子宫平滑 肌肿瘤的 良恶性 具有一 定的价

值， 同时也有助于 了解斗吁吁肌肉痛细胞结构中

精成份的精细变化。 平滑肌肉瘤细胞与刀豆京

和麦胚素结合的增多，提示在其膜相*I~{ t斗 中 α

D-甘露精卫与/和 α-D --葡萄糖基 、 N→乙:吭一D 氨

基前苟棺王或/和 N- 乙「咣: iljl经马险 !il;有更多的

在ih'。有兴肮 i'J :爪'二，刀 J二京与 均1 6 1: 素员 i]、 有相

同的 单捕~~号异性 ， f旦平滑肌 I~~J 脑细胞 ( I ， ;ij 有的

阳 'rl反应率占 91 %, H而J后者 仅为 18%。近

年7.J IIJIH二素梅特异性进行的72入研究得知， 除

对糖复合物术端单秘基外， 各种股东京对糖复

合物的桔\1~也有 ~'tÎ: ~[r- '!~主要求川 。 如1 7J !J:素可

R- Man α J " n 
与 1 Manpl → 4 GlcNAC自i →
R--'Manαl /3 

4 GlcNAC 结合，而{j~豆京 贝IJ 仅与 7iJ出岩藻 黯

化的上述寡棺?在结合。因此，1.决定子古 平

滑肌肉宿刀豆素与 [I1J豆京反应不同的主要是寡

精链中岩藻精基而不是末端其他单榕的 H::质。

2 . 平滑肌肉瘤与正常平滑肌及平消肌;在j相比 ，

除肉瘤细胞上述单榕莘增多外， 其与刀豆素麦

胚素结合的特异寡糖链或也有所增加。

尽管子72'平滑肌瘤与正常平滑肌在病理形

态上已有所不同，但本文两有的凝集素反应基

本一致。这可能系我们采用的 l~;~ 集京种类有限，

未选到能敏感显示两者差别的凝集素fiJr致，从

而反映出凝集素组化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也

从一个侧面提示平滑肌瘤细胞在糖组份性质上

更近似于正常平滑肌细胞 ， 而与平滑肌肉瘤细

胞相差较大。 对于内瘤细胞和f组分改变的意义

尚待进一步探讨。 至少在乳腺和消化道， 已证

明刀豆亲和去胚素分别 只有与癌jE抗原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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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摘要

fR告 J 1 例子宫正常平滑JVl、平滑肌础和平

滑肌肉府与五利1/，班'集素的生tl f七结合材， tl。在11

例平滑肌肉 Ifl 中 ， 刀 f) 素和麦1l:G素染 色阳性的

分别有 10 例(91 %)平iJ 8 例(7 3 %)， 班豆素和

花生素各有 2 例( 18 % )和 1 例( 9 %)阳性。除

1 ØÙ正白'平滑肌叫 I 部分细胞工!页素反应弱阳性

外， 其余 川例正常平情肌和 11 例平滑肌癌均

未与任何一种凝集素结合。因此，某些凝集素

组化结合特性的改变， 对于了解平滑肌肉瘤细

胞结构糖成分的精细变化、 鉴别子宫平滑肌肿

瘤的良恶性， 共有一定意义。

国版说明

1. 子宫平滑肌瘤。 刀豆索染色 . ABC 法， 甲基

绿复染。凝集素结合阴性。 100 x 
2 . 子古手涓肌肉瘤。刀豆素染色 ， ABC 注2 .1 mol jL 

α-D 甘露榕和 lmol (Lα-D-葡萄糖阻滞。 甲基绿复染 。

i在集素纯合阴性。 11 00 x 
3. ← 产 Ú 'H I1 IIJ LiJ~J 瘤。 )J \I. '，)气 fjt 包， A 3C i去，耳l

基绿复议. 0 '忧民 iFJfJI 合r:l 1 'i' 1 ， 0 400 飞
4 . ~ ri"=ïl' 于 消肌肉瘤。 lJj石茶轩包. A f' C 法 ， 甲

基绿复液。 凝集素苦?i 合 1; 11 中 ! : o 10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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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渗介质对影泡载体 的影响

贾丽法祥尤范启修

(巾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应用脂质体或天然红细胞膜(影j包)包封基

因、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使之与靶细胞融合把

大分子物质导入靶细胞的载体技术是在膜分子

生物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近年来，生物

大分子载体技术已与分子遗传学、免疫学和医

学研究相结合并巳显示其良好前景。国外已有

把病毒、质挝 、 酶等生物大分子包封入影j包的

成功例子[ 1-3 J ， 1981 年叶秀珍、李昌本等曾用

影j包装载大分子物质并导入靶细胞[4-5J 。

jjjJ J 备影j包载体一直沿用重蒸水或低渗 PBS

作为溶胀红细胞、 开放膜孔使大分子物质进入

影白的主耍手段。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些方法

存在膜结构损伤较大、弥合性差、包封率偏低

和稳定性差等映点， 为 Ilt我们作了改进， 采用

HEPES-EDTA 系统并使用 Mg2 + ，除研究了影

j包装载牛血清白 蛋白 、 L天门冬眈)段酶实验技

术外，本文主要在包封 量 、 形态 、 稳定性等方

面比较了改进的 HEPES-EDTA 系统与常用的

PBS 系统制备的影泡载体的优 flj}(: 点:J+ ，}:宋词了影

响包封率的主要因素。

材料和 方 法

血样用正常人!开素抗凝衍叫血。 怀 ì fl: ' 1:血清白蛋

白 (BSA ， 分子量 67000)购自上海生化试剂厂 . L一天

门冬1M:胶酶(分子最 141000) 购自 Kyowa Hakko Ko

gyo C o • ttd (TOKYO , JAPAN ) 。 其他h~剂均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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