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柔酸处理大米草电镜样品的初步观察汗

蒋虎祥黄金生

(南京大学生物系电镜组〉

197] 年， J\![i z uh ira 和 Fu ta巳 saku [l)在研

究电tJi放的白 白影 11-]- ，发现鞍酸对微管的亚单

位结构有良好的固定作用。此后-些作者在

进行生物超微生li 悔的电镜研究时，都曾使用寐

酸处理样品 ， Jf: 对 J~ 作用 机制进行了探

讨[ 2此 ' 4]。作者们认为寐酸具有固定、正染、

负染和媒染的作用。目前在透射电镜术中 fljlJ 备

动物样品时，睬股已得到榈当广泛的使用 ， 但

关于处理 i'l / [ 物样品的研究报道极少。植物样品

的flj lJ备一般比功物样品困难， 其细微结构不易

保存得很好。 LI~植物样品市IJ备程序中增加草案酸

处理步骤，对 纣构的保存是否会有改善呢?本

文报道了利用牒阪处阿大米草电镜样品的一些

初步观察 ffi果 。

材料和 方法

为了孔不I j-\;~性 ， IJ2们选用高等植物大米草

(Spartina ang l ica T-Iubba rd)(J''] ;f中 JJ圣 、 叶片、 叶勒、

茎尖、 根尖等1'1 为实验材料。 ;孙子采自江苏省启东县

兴垦农场， 其他作品采1']木校植物园。 我们使用容易

渗入细胞的低分下fE 双没食子酸又 名探酸 ( di ga ll ic

ac id)作为处理用的药品， 分子式为 C 14H1 009 ， 分子

Ji] 322 . 22, )二网 Ba ker 化学公司生产。

在探酸的几Í'il处理方法中 ， 人们用得最多 的是把

它加入到自主固立刘 I:IJ ， 但这样做常常产生细胞内外的

沉淀物， 或者使某些组织成分被抽提掉。 因此 ， N. 

Simionesc u 等 [3)在锹酸固定后和脱水前进行探 酸 处

理， 并使用容易渗入细胞的低分子量较酸， 从而得到

较好的结果。我们的实验参考了他们处理动物材料所

用的方法， 略有修改， 具体步骤如下 2

1. 睦类室温04
0

C)固定 g 固定液 用 O. lM、 pH

7.2 二甲脚酸例~22ìqlì浓配 ;1;iJ， 其中含有 2 . 5%戊二腔、

2% 多聚甲 ð~: .frJ O. 25M f.\某机f ;

2 . 漂洗 (室温) : 漂洗液是上述缓冲液， 其中含

有 O. 25M 展糖 z

3. 1 % 锹酸后固定 (室温) ; 

4. 将酸处理g 辍酸浓度 1 % ， 处理 1 小时，对

照组不处理$

5 . 各级酒精脱水， 1不氧丙炕过渡 3

6 . 环氧树脂 618包埋。

包埋块用 LKB-8 8 0 0 型超薄切片机切片， 采用常

规染色。 Philips EM-4 00 型 、 国1" DXA3- 8 型电镜

观察和拍照。

结果和讨论

在我们所得到的数 十张照片中 ， 观察到

辑酸处理能稳定细胞膜系统，增强膜的反差，

使膜与其周围物质间的界限分明，即增强了膜

结构的清晰度。从图 2 和图 4 可见，核膜、内

质网膜、 线粒体膜及质体外膜和内膜( 类裴:体〉

都比较清楚。 特别是图 2 中的核膜，完整而清

晰，核周隙也十分均匀。在对照组〈图版图 1 、

3 ) ，这些膜结构都比较模糊或较不完整， 尤

其是图 8 中的线粒休， 其附内隙似肿胀， 山青膜

的电子密度几乎与它的基质相似。 我们还发现

经过草案酸处理能较好地保存脂类及核内物质。

以图 2 为例，核内物质细致而清楚，特别是图

右下方的一些脂滴，它们与胞质的界限明显，

内部显得均质而和谐。而对照组的核内物质，

颗粒较粗，显得凝聚而模糊 (图版图 1 ) ;脂滴

与胞质的界限也不甚分明 (图版图 1 、 3 )。但

是，我们也发现这种处理还存在→定的缺点。

例如对胞质内的、质体内的以及内质网膜上的

核糖体有一定的减少或破坏作用。 N . Sim i o n-

* 电镜观察时， 得到南京医学院电镜室的帮助，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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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cu 等 问 l 曾指出 ， 使用躲酸的浓度及处 理 时

间应根据样品的特性和大小而决定 ， G. Tak

ahashi[ 5]报道，延 长处理时间会使组织受到损

伤。因此我们设想， 本文所述的缺点在降低寐

酸浓度或缩短处理时间后有可能避免。

另外在现今的生物透射电镜术中，有人在

常规醒类和饿酸固定之后脱水之前，再用醋酸

铀固定和染色， 使细胞的细微结构保存 得 更

好，反差也有所增加。但醋酸铀具有放射性和

化学毒性[町 ， 操作时务必小心，否则会有损工

作人员的健康或污染环境。实验表明，草案酸处

理不仅具有优于醋酸铀处理的效果，而且对人

体无害。因此我们认为，在常规双固定之后脱

水之前增加一道辑酸处理， 对保存植物细胞膜

系统是有良好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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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图 1、 3 大米草种子胚细胞， 对 j陌生旦。

图 2 、 4 大米草种子胚细胞， 处理组。

以上图 1- 4 皆系荷兰 Ph ilip s EM- 400 型 电镜

拍摄，总放大汀， 000 x 。

图注字说明 : ER一粗币内民网 ;L一脂滴;M一

线粒体， N一细胞核， P←质体 ; R 核棺体。

;疑集素与细胞凝集

I 细胞膜在凝集反应中的作用

未正美顾天爵

(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

凝集素对细胞的凝集作用可被秋水仙险、

长春新险和松胞素 B所抑制 [1>2] ; 已知前两种

药物能破坏微管 ， 而松胞素 B可分解微丝。因

此认为凝集作用是和微丝、微管相关。此外，

用荧光素、酶、 铁蛋白或血蓝蛋白标记的凝集素

与细胞作用， 发现凝集素在正常细胞表面是随

机分布的: 在肿瘤细胞表面则是成簇分布的。

许多实验证明细胞表面受体的成簇或成帽需要

有完整的微丝及微管。这就是说凝集素在微丝

和微管的作用下， 使表面受体成簇，造成局部

受体的浓聚， 终于发生细胞凝集。这些观察结

果，支持微丝与微管在细胞凝集中起主导作用

的观点。但是，另有二些报道则认为:细胞膜

本身的组成或其理化但 能是最关键的[3 -7 ] 0 

为了研究细胞凝集作用的机~EjL 我们通过

实验对上述两类不同见解进行比较。

材料和方法

(一〉试剂 伴刀豆球蛋 白 ConA (Pharmaci a

产品)，植物血凝紊 PHA(盐水提取粗制品 ) ， 秋水仙

险(昆明制药厂产品) ， 松胞素 B(Ca lBiochem 产品) 。

(二)材料 细胞来源同前文[8 ) 。

细胞膜的制备-一组织经准洗去血，剪碎 ， 每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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