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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铀漂白剂内进行腐蚀 5一10 分钟后，用肉眼

可以观察到复型膜已漂浮下来，再继续腐蚀几

分钟 ， 使残余组织全部腐蚀干净。然后用重蒸

馆水清洗复型膜 3一5 次 ，用发环将复型膜捞在

400 目铜网作镜检。有些复型膜较大 ，容易卷曲

或折叠 ，可滴入数滴 30 %丙酬，使膜伸展开来，

再捞'至铜网上镜检。

复型膜制成后， 可 以存放一星期左右再进

行腐蚀、 剥离，效果相同 [ 5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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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实验课"酸性磷酸酶显示"的方法改进*

余其兴

(武汉大学生物系 〉

酸性磷酸酶的测定是细胞生物学实验课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它对于学生掌握酶的细

胞化学实验要领，以及了解溶酶体功能方面都

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国内资料所介绍的实验

方法[ 1 -3] ， 均是采用动物组织石蜡切片的硫化

铅法 (Gomori 氏 ， 1950) 。此种实验技术的原理

是可靠的，但其要求石蜡切片的制备条件较高，

实验过程时间也较长， 这都给此实验项目的开

设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此， 我们对本实验做了

如下的改进: (1) 实验材料改为采用小鼠腹腔

巨!应细胞 ， 省去了烦琐的实验材料准备工作。

(2) 以中性福尔马林固定， 缩短了固定时间。

(3) 以姬姆萨染液对染 ， 对比清晰，效果良好。

根据我们的实践体会，此改进方法具有反应稳

定 、实验时间短 (全过程在 2一2 . 5 小时内完成)

以及与理论课讲授内容联系紧密等优点，特别

是对于目前实验条件较差的教学单位， 是一种

简便易行的实验方法。

材料和方法

溶液配制

(1) 10 % 中性福尔斗林(pH 6 . 8-7 . 1) 甲隆 10

毫升 ， 枣、馆水 90 毫升 ， 自首酸讷 Z 克。

(2) 酸性磷酸酶作用液 蒸t留水 ï 4 毫升 ， 0. 2 M 

醋酸缓冲液(pH 4.6)12 毫升 ， 5%硝酸铅 2 毫升 ， 3 . 2%

自 甘油磷酸的 4 毫升。

先将蒸语水和醋酸缓冲液混合， 然后分成大致相

等的两份，分别加入硝酸铅和甘油磷 酸的溶液 ， 随后

再将两液缓缓混合 ， 边?昆边搅 ， 搅匀后保存于冰箱中

备用。用百协o少fil醋酸铀调整 pH 为 5 . 0 。

(3) 2 %硫化按溶液硫化饺 2 毫升， 蒸锢 水 98

毫升。

(4) 姬姆萨染液(1; 30) 姬姆萨原液 3 1商 ， 磷酸

盐缓冲液(pH 6 . 8) 5 毫升。

(5 ) 6%淀粉肉汤牛肉n 0 . 3 克 ， 蛋白陈 1 克，

氧化呐 。 . 5 克，蒸饱水 100 毫升， 可j容性淀粉 6 克。

高压灭菌 15 盼 ， 20 分钟 ， 再加入可溶性淀粉，

水温浴促使其溶解(无条件时， 用煮 i弗灭自|也行 ) ， 置

冰箱保存待用。

实验步骤

(1 ) 取小白鼠一只 ， 每日腹腔注射 6% 淀粉肉汤

1 毫升， 连续注射三天s

(2) 在第二天注射后 3- 4 小时， 再 向腹腔注射

生理盐水 1 毫升。过 3 分钊I后 ， 抽取腹腔液 0.1-0. 3

卷 本工作是在周敞副教授指导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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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细 胞 生 物学杂志 1984 年

毫升 ，

(3) 将)]豆腔液滴在如{冷的载政片上， 每片 1-2

淌 ，立即涂片，并迅速放入冰箱(4 'C) ，细胞自行铺展p

(4) 30 分钟后 ， 将破[)寺转入 10% 中性福 尔 马林

(冰箱 4 'C) ， 固定 30 分钟 z

(5) 自来水漂洗 5 分钟 ， 晾干(或甩干 ) 1 

(6) 转入酸性磷酸酶作用液中， 37 'C处理 30 分钟 z

(7) 自 米水原ð'ê片刻，

, (ω8) 2%硫化钱处理 3- 5 分辛

(9) 自来水i冲中洗，甩干 '

( 10) 用 1:30 的饱姆萨液染色 1 5 分钟 z

( 11 )自 来水冲去染液，甩干 ， 滴上磷酸盐缓冲液

( pH 6 ， 8)临时水封片， 镜检观察。

(12) 对照片的制作= 将腹腔液涂片放入 50'C温

箱处理 30 分钟，中性福尔马林固定 30 分钟 ， 其余步

骤同( 5 )一 (11 ) 。

结果观 察

镜检可见，巨噬细胞的细胞核染成紫红色 ，

而细胞质中则有许多大小不等的棕黑色或黑色

的颗粒和斑块。在部分细胞之中， 由于酸性磷

酸晦极丰富 ， 故整个细胞质甚至整个细胞皆被

黑色反应沉淀物所掩盖。淋巴细胞的细胞质中

也有少许黑色沉淀物。 而中性粒细胞则呈现阴

性反应[付 。

注意事 项

(1) 限性磷酸雨作用液的自己 ;ljij 是本实验成

败的基础。硝酸铅和甘油磷酸纳混合时易产生

絮状悬浮物，使作用液有效浓度下降， 减弱酶

的反应。配制时应注意z 一要严格控 制 pH 值

4 .6 ， 二要分别稀释后缓慢混合 ，混匀后方可调

PH 值至 5.0J

(2) 小鼠腹腔注射，不必要求严格消毒，

但注射生理盐水和抽液的进针部位应一致， 否

则腹腔液难以抽出，

(3) 涂片置冰箱内 ，应垂直插入玻片架上 ，

以利细胞铺展F

(4) 当室温低于 20 CC 时， 可不用冰箱，步

骤。)、 ( 4 ) 均在室温下进行也能取得较满意的

效果 p

(5) 福尔马林固定后，水漂洗务必彻底，

同时玻j十七水应该尽量甩干 ， 否则反应将不明

显F

( 6 ) 航化接处理后 ， 水占[i i7t干净，也必须

将玻片上水甩干，否则将造成姬姆萨染色偏蓝 ，

影响观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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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细胞微载体培养装置的设计与初步应用 ψ

毕沂

(中国科学院新疆化学研究所〉

毕刚

(苏州医疗用品厂 〉

van Wezel [l ] 196 7 年首先提出了细胞微载

体培养技术，它兼有单层细胞培养和悬浮细胞

培养双重特点， 这种方法使细胞贴1衍生长于借

轻度搅拌悬浮在培养液中的微载体珠粒表面，

既不改变细胞附着表面生长成单层的特性，又

可以全面控制各项培养条件， 特别是培养表面

' 感谢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具绍 j亢同志指

。

巳
一

--
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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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