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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染色体的扫描电镜观察

起寿元马正蓉丁斐

(复旦犬学遗传学研究所)

扫描电镜是近十年来迅速发展的一项大型

精密电子光学分析仪器，我国于一九七三年开

始试制，一九七五年有成品出厂。目前在生物

学研究中，扫描电镜巳广泛应用于观察细胞表

面结出，结合冰冻蚀刻观察细胞内部结构的立

体柏型，以及用于组织化学研究[1-4] 。一九七一

年， Colomb 等问妇二次用扫描电镜研究人体

染色体的立体抽型以来，这方面的报道还不

多。我们用扫描电镜比较观察了离休培养的人

体外周血自细胞正常染色体和辐射诱发的畸变

染色体。

按照过去报道的方法[叫作人体外周血培

养。 R凡，fI 1640 培养液住毫升加小牛血清 1

毫升，加 PHA 和青、链毒案，滴入正常人体

静脉血 0.4 毫升。 37"C培养 72 小时，加秋水

{山素后继续培养 4 小时 o 0 .025M KCl i容液低

渗 20 分钟，甲醇:冰醋酸(3:1)固定两次，空气

干燥法制!片。这样制备的染色体标本作为正常

对照。

另抽取正常人体静脉血 10 毫升，加肝素

抗J疑，置灭茵离心营中，用钻60γ射线照射，

剂量率为每分钟 146.8 仓琴，总剂量为 200 拉

特。然后按上述方法制备染色休标本，用以观

察畸变的染色体。

击IJ备好的染色体标本放在镀膜机的真空市

里，抽真空到 6x10→毛时，喷涂一层薄的金

膜，镀膜速度约每分钟 60 转，在一分钟内镀

毕，金膜的厚度为 300 Å -1000 .Â。染色体标

术经真空喷涂金膜后，在扫描电镜的荧光屏上

观察，摄影。

一、扫描电镜的景探大，比光学显微镜的

景深大几百倍，因而可以获得清晰的三维图

象。因 1 是人体外周血白细胞有丝分裂中期的

染色体照片，具有明显的立体感和真实感。

二、扫描电镜的标本制备比较简单，用光

擎显微镜的标本经~空喷涂后即可观察，不象

透射式电镜需要作超薄切片。此外，放大倍数

在很宽的范围内连续可调，一般在 20 倍ju几

万倍乃至 20 万倍:这样，既可观察标本的全

貌，又能观察标本的局部细节。图 2 是正常的

单条染色休，图 8 是染色单体断裂，图 4 是显

示了经 γ 射线辐射引起的双着丝点染色体。同

光学显微镜观摩相比，这些畸变罔象的分辨率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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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木实验所用的扫描电镜观察的标本未

经临界点干燥处理，也未用域自麦固定，简单易

行，今后可用于分析染色体畸变。

在研究染色体的精细结构时，真空喷涂的

金膜应减前至 150人左右，即可显示出染色质

纤丝等结构[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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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动物骨髓细胞有丝分裂相的新方法习

1页维吕群江绍慧蒋秀蓉刘祖i同

(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

在细胞遗传学的研究中，常常需要获得量

多而清晰的分裂图象，目前多取用离休培养的

外周血和成纤维细胞。细胞培养要求较好的实

验条件，而且离休实验又往往不能完全反映细

胞在体内的真实状况，因此，应用这种方法不

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结果。直接观察骨髓细胞可

以克服上述缺点。但问题在于往往很难找到足

够数E的分裂中期相。 Cole 和 Leavens(l)在

1971 年曾提到用酵母剌激动物造血组织，增

加有丝分裂的可能性。最近， Elder 和 Lea(2)

使用酵母制剂剌激动物骨髓细胞，得到了满意

的结果。我们以类似的方法，对小鼠、大鼠、

中华大瞻蛤、金黄地鼠等实验动物进行实验，

摸索其适合的实验条件。

材料与方法

1 .实验动物

供试动物有小鼠、大吕立、中华犬檐除和金黄地鼠

等。

2. 酵母悬浮液制备

配制 10%的酵母液:称职干酵母粉(上海酵母厂}

2.5 克，葡萄糖 5.5 克 F 加入 40'C 温水 25 毫升F 充

分混匀，置 40 'c 温箱中保混 1.5-2 小时，有f液体表

面有少量气也即可使用。

用同法阻制 14%和 6%的酵母液。

3. 处理及制片

以小鼠为例，按f木重每 25 克皮下注射 10%酵母

液。 .3 毫升。 24 小时后注射秋水仙素，体豆每 25g注

射 0.25 毫升(浓度为 40 微宽/毫升) 1 小时(或 40 分

钟)后杀死动物，迅速取出大腿骨，用生理盐水流出骨

髓细胞，待自然沉降后，吸出细胞悬液，去辞骨，以

1000 转/分离心 7一10 分钟。弃去上清液，加以 0.075

MKCl 低渗溶液，并在 37'C-40'C保温 30 分钟后，

再离心，弃云七i青液，用固立液( 3 {:分甲畔: 1 份冰晴

酸〉固定过夜。空气干燥法制片，用 Giemsa 染色。

对照组用。 .9%生理盐水代替酵母液，其它处理

同实验组。

实验结果

仍以小鼠为例。

1.平均有丝分裂指数每只动物观察 10

米承潘家瑾同志协助摄影，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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