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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蜕膜分泌催乳素的研究来

吕，.仅宦 盛 f吉满周美云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

马魁榕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胚j包种植于子宫内膜 基质 的一些哺乳动

物，子宫内膜的基质细胞都发生蜕膜化，这些

由基质细胞转化而来的蜕膜细胞能不断增生，

并一直维持至饪赈终了。对于它们在整个任摄

过程中的功能意义， 曾有一些评论[l-3]，但是

作为包被胚胎的一种织织，蜕膜是否如滋养层

组织那 样分泌激素类 物质， 直至 1977 年

Riddick 和 Kusmik[4]在探讨任报妇女羊水中高

浓度催乳素(PRL)的来源时，才首先提出人体蜕

膜细胞有合成 PRL 的功能。他们采用放射免疫

技术比较了羊膜 、 绒毛膜和蜕膜孵育液中 PRL

的含量， 结果发现离体孵育 18 小时的过程中，

只有蜕膜组织仍能继续合成 PRL。随后，他们

以及另外一些学者用离体短期孵育的方法， 才、目

续在娃撮晚期或分娩时[卜 8 ] 以 及 娃振 6 周以

前[町的蜕膜组织孵育液中直接测至UPRL。 最近，

。 Hochner-Celnikier ， D. 等 (1 984)[10]还观察了早

孕蜕膜在体外培养条件下 PRL 分泌量 的变化。

有关任振中期蜕膜分泌 PRL 的工作，尚未见报

道。

本文旨在检测经体外培养近一周的人体蜕

膜细胞合成和分泌 PRL 的功能;比较早孕和

中孕蜕膜 PRL 的分泌量。为了了解早孕和中孕

阶段蜕膜细胞发育程度与 PRL 分泌的关系 ，我

们还在亚显微结构水平观察了蜕膜 细胞的变

化。

材料和方法

材料取自临床上流产的新鲜蜕膜， 共 10 例， 孕龄

6-20 周 ， 其中早孕 5 例 (6~12 周) , 中孕 5 例 (l4~

20 周)。 采用旋转管培养方法。 199 培养液含适量青、

链霉素， 不加或加小牛血清。 取到无菌新鲜蜕膜后，

经选择， 洗净凝血 ，剪细 〈约 1 mm3 大小 ) ，定 jE接种子

旋转管壁， 培养液(3 ml )直接加于管底， 旋 转管先竖

放于培养箱中约 3 小时， 待组织块完全贴壁后，再插

入旋转鼓中 ， 让组织块与培养液充分接触。 培养 3-

4 天更换培养液一次。 一般在接种后约 5 天蜕膜细胞

生长旺盛时分组实验， 24 小时后从每个旋转管收集培

养液， 低温保存， 备放射免疫测定用 。

·本实验得到 WHO 的小额资助 ，特此致谢。

刘爱华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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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免疫测注-方法， 按世界卫生组织生殖生理放

射免疫测定方法手册规定的步序进行 [1 1 J , 1 75 形4标i己的

PRL 用 FT-G03 井型 γ ;~f;探头计数:15读数， 标准曲线

和培养液中的浓度以 Logit 作图法计算。

实验分为四组2

1 . 培养浓组， 仅含 1 99 培养液相适量青、 链需

素，

II . 蜕膜培养组， 培养液中加蜕l院组织， 接利1蜕

膜的量为每管 20 土 2 mg; 

][. 小tl::l但1育组，蜕膜培养液中加小牛血清

(20 %) J 

IV . 放线菌目同组， 合小牛血清的蜕膜培养液中j)日

放线菌嗣(5 0 μgjml 培养液)。

以上设计主要为了有利于相邻两组间单一因素的

比较。

亚显微结构取材， 考25:到新鲜蜕膜更能反映整体

状态相应孕龄蜕膜的功能， 因此我们直接取用短!辰一

个半月、两个月和三个半月的新鲜蜕脱进行比较， 每

组各 2 - 3 例， 每例尽可能多部位取材。材料按超薄

切片常规制片， )戈二隆和饿段双固定， Epon 8 12 混合

液包埋， LKB 超前切片机切片， 目击酸铀和拧橡酸铅双

重染色。 JEM 100 B 透射电镜观察。

实验结果

、蜕膜培葬液中 PRL 的测定

放射免疫测定了 10 例人体蜕膜培养液中

PRL 的含量 ， 每组各例的平均数经统计学方差

分析(对数转挽回 检验， 结果详表 1 。

表 1 各组 PRL 平均数的比较(mIU/L)

j 组 1 i 组 rr I 组 ][ I 组 E
组别 1 , ~~ ~ _， 1 , ~ ~_ ， I ， ~~~_， I 

! (n =1 0) i ( rr= 10) i <n = lO) 1 ( n= 10) 

平均数 i 380 : 15731 j 39675 I 3904 .5 

标准误 1 157.2 I 435 6.8 1 10832.4 1 1020.9 

P 1<001 > 005 < 001 

培养液组与蜕膜培养组比较， PRL 量的比

值增加 4 1. 4 0 倍 (P<O.Ol)。蜕膜培养中加入

小牛血清后，又增加 2 . 52 倍 (P> O .0日， 虽然

两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如以培养液组直

接与加小牛血清组比较，比值增加 104 倍(P<

0.01) ， 有非常显著的差别 。小牛血清组培养液

中加入放线商嗣后 ， 悦!庚细胞 PRL 的分泌量则

明显下降，比值降低 10.1 6 倍 (P<O.O l)。

二、早孕虫草膜和中孕蜕酶 PRL量的比较

将以上 10 例申的 5 {f!J早孕蜕膜 和 5 例中

孕蜕膜分别进行比较(图 1 )。各组 PRL 平均数

变化的趋势也与上述结果一致，即培养液中加

入叹膜组织培养后 PRL 分泌明显增加，加入小

牛血清后进一步升高，而且在添加放线菌嗣后，

PRL 的分泌受到显著抑制，相邻两组之间的差

异，除组 E 和组 E 以外， 均 有统 计学意义

(P<O.Ol); 然而，中孕蜕膜 PRL 的平均数却

明显地高于早孕蜕膜的平均数。

伽·咱

国
ι20000 

~1H 

国 1 早孕与中孕各组 PRL 平均数比较

口早孕 n =5 圈中孕 n = 5 

我们再取用组E 为材料， 进行早孕蜕膜和

中孕蜕膜 PRL 量的比较， 结果见表 2 和图 1 。

统计学处理采用对数转换和 t 检验。

寝 2 早孕和中孕 PRL 平均数的比较(mlU/L)

孕期 暨主!瞧天数) | 中担任振天数〉
i 960 (37) I 4900o (川

4700 (53) I 28000 (102) 

测定值 I 13000 (io叶飞i50 (1 03) 

14000 (64) I 12250 (1 20) 

6500 (82) I 川o (川

平均数士标准误I 7 8 32 .:t川5.6 I 2 3630土阳1. 3<n=5) : ' v v~--'-~ '.vv.v I 

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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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卷第 3 期 细胞生物学杂志 119 

从 5 例早孕蜕!胆的测定值看均较低， 以平

均数计为 783 2 士 2485 .6 ( mIU斤~) ; I:þ 孕 5 例除

1 例稍低于早孕的最高值以外，普遍高于早孕，

平均数达 236:'W 士 6931.3(mIUjL)。两者的比

值中日差 3.0 2 倍 ( P<o.o日，有显著的差别。

从测定值的比较中，值得提出的是早孕的

前二例明显地低于两个月以上孕龄的各例。

三、 .!w显微结构的蛮化

从比较一个半月 、两个月和三个半月的蜕

膜材料中 可见，娃振-个半月的蜕膜细胞，主

要为中等大小的细胞，近于圆形。 属于发育中

的蜕膜细胞z 细胞间隙中充满无定形基质F 细

胞核比例较大， 线粒体l'口粗面内质网较少，高

尔基体主含扁平装泡和小囊泡，质j庭局部增厚 ，

有外倾和内吞的囊泡分布(图版，图 1 );大的

蜕膜细胞少见。两个月的材料巾， 则出现较多

发商得很好的大蜕膜细胞，它们具备了典型的

蜕膜细胞的亚显微结构，由于细胞质增多， 核

比例较小; 显示了活跃的分泌活动E 高尔基体

发育良好， 含有较多大亵泡p 粗面内质网，核

糖体和棒状线拉体明显增加(图版， 图 2 );质

膜处有很多外侦和内吞的亵泡，有的囊泡内含

包涵休， 不少班i ì包己与细胞分离， 落入细胞间

质中。 细胞间质中除无定形基质外，还有纤维

状物质沉积(因版， 图 3 )。三个半月的蜕膜细

胞的亚显微结柏裴本上与两个月的材料相同

(图版，图 4 )。

以上活跃分泌的蜕膜细胞与 Tekelioglu

Ugsal 等 [ 1 2 ]所描述的饪振蜕膜中的大细胞的形

态特点大体相 同。 早孕期两个月以上孕龄的三

例蜕膜 PRL 分泌量明显地高于不到两个月的

两例，似乎与大蜕膜细胞的增多有直接关系 。

三个半月 的蜕膜组织中 PRL 的分泌 量 续续升

高， 虽然本实验未能作出准确的量的比较，但

是仍可能 亏这类蜕膜细胞数量的进一步增加有

关。

讨论

10 例娃振蜕膜体外培养的结果说明，蜕膜

细胞是培养液中 PIU~ 的来源 ， 因为培荠液中存

在蜕膜细胞时， PRL 的含量比单纯培养液中增

加 4 1. 40 倍，而培养液中加入蛋白合成抑制剂

放线茵阳'后 PRL 的分泌量明显下降，升高和下

降的比值均具有非常显若的统计学意义。此外 ，

体外培养近一周的人体1l\t膜细胞， 在没有外源

卵巢简体激素的条件下， 仍能保持着合成和分

泌 PRL 的能力 ， 提示人体蜕!民细胞所具有的这

一功能是相当稳定的。 至于蜕膜来 源的 PRL

与垂体来源的 PRL 有无区别的问题， Frame 

等 [ 13]和 Tomita [1 4 ]采用凝胶层析、 免疫 吸附

以及生物鉴定等技术证明蜕~分泌r'i~J PRL 与

垂体分泌的 PRL 一些化学特性和生物学 特性

无区别。然而 Golander 等 [ 6 ]指出两者的调控机

制却不同，因为抑制或促进垂体分泌 PRL 的物

质，如滨隐亨、 多巴胶和 TRH 等对 于 离休孵

商蜕膜 PRL 的分泌并无影响。结合这些实验结

果，可以认为蜕膜确是存在于垂体以外合成和

分泌 PRL 的一个独立系统。

对于娃搬过程蜕膜分泌 PRL 量 的变化，

Maslar 等指出 ， 姐妹不到 6 周的蜕!民组织、 PRL

的分泌量比较低。同 一实验室 的 Rosenberg

等 [5]则测定了娃振晚 期 ( 23-42 周 )蜕膜和羊

水中 PRL 的含量 ， 结果提示饪报 23 周，蜕膜

分j豆、 PRL 的量为最高， 以后逐浙下降 ， 至分娩

时达最低值。 我们所用的材料为娃振 6-20 周

的蜕膜组织，正处于饪报早期和班振中期，虽

然我们与以上学者所使用的体外孵育方法和放

射免疫测定的定量单位不尽相同，数据难于直

接比较，但是从我们的实验结采可见自任振早

期到娃振中期，蜕膜细胞 PRL 的分泌量明显增

加。联系 Maslar 等 [ 9]和 Rosenberg 等[町的结

果，可以认为人体蜕膜分泌 PRL 的量在任摄初

期较低， ltt后逐渐升高 ， 至饪振晚期再趋下降。

这与母体和胚胎血循环中 PRL 水平在整个班

振过程中持续上升的变化规律不相一致，而与

任振期间羊水中 PRL 量的变 化大致相符[1 5 ] 。

至于蜕j庭分泌 PRL 在娃振 中的意义，至今

仍不很清楚。曾认为它有调节羊水渗透压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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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7 ]; 还可能有促黄体的功能，因为蜕膜化与

大鼠孕嗣水平的升高和兔黄体寿命的延长相伴

随[ 16 ] 。 此问题的阐明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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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MgCI2 对体外培养心肌细胞的影响及组织化学观察

姜玉 )11俨全基焕H 李松竹*牵来崔苍海树全青松来

(延边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

近二十多年来， 国外对肝、 肾、胆囊: 、 巨

噬细胞系统等组织和细胞处于缺血或缺氧时供

能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并 取得了很多成

果[1 ， 2 ]。但能源、复合 物 ATP-MgC12 对 心肌细

胞有何影响， 尚未见报道。

我们用大白鼠乳鼠心肌细胞， 原代单层培

养进行了实验， 探讨 ATP-MgC12 对心肌 细胞

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大白鼠乳鼠心肌细胞按五岛喜与太阳等的方法培

养。

1 .给 ATP-MgCI2 的方法 取搏动频率不同的心

肌细胞簇 ， 在 3 7 0C恒温条件于倒置显微镜 下用内径

。 .8mm 硅橡胶管连接 7 号注射针 ， 以不 同速度 ( 1 滴/

分)将 1.15 % ATP-MgC12 溶液滴入 4 ml 的心肌细胞

培养液中 ， 每 j商 ATP-MgCI2 含 ATP 2 Na'3 H 20 

8 2.14 μg ， MgC12 '6 H20 27 . 5 阅。 录象及光电描记记

录心肌细胞的反应。

2. ATP-MgCI2 对心肌细胞组织化学的影响 培

养 5 - 14 天的心肌细胞每隔 3 天更换培养液者为正常

·延边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窒 .

"延边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
***延边医学院制药厂 .

注 : 本文由赵秉勋副教授审阅 ，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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