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生物医学进展 n i侧匕曲门 B i倪侧即声村他 2 以褚 V b l
.

6 N o
,

9
·

4 1

新鲜肺癌组织的 DNA 含量分析
李英女 杨宁江

(吉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理科 扫加U

摘要 目的 :研究新鲜肺痛组织的 D NA 含童
。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对 30 例新鲜肺瘩组织和 5 例正常对照组组织制成的单

细胞悬液进行了 DNA 含童分析
。

结果 :肺疹组 (刀 / G l
、

S汉益 / M 各时相比率和细胞增殖指教以及 D NA 指数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

差异( P < 0
.

0 1 )
。

结论 : 肺病变组织细胞 DN A 的流式细胞术分析是利定肺郡钟痢恶性化的敏感指标
。

关镇词 :新鲜组织 ;肺瘤 ;流式细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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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 ( n
o w c yt no 祀ytr

,

FCM )是测定 ND A 含量的一

项新技术
,

目前已经比较广泛地应用于肿瘤的诊断中.l[ 2〕。 为

了研究新鲜肺癌组织的 DN A 含量及其相关意义
,

我们对肺癌

手术新鲜标本进行了 FCM 检测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选取 30 例肺癌手术标本 (肺癌组
,

术前均经纤维支气管

镜活检证实为肺的鳞状细胞癌 )和 5 份正常肺支气管粘膜组

织标本 (对照组 )
,

术中取其新鲜组织置于冰浴瓶中送检进行

FCM 分析
。

1
.

2 方法

1
.

2
.

1 单细胞悬液的制备
:

采用 M司灿圈 h访e

系统 (丹麦
,

DAK O )
,

将新鲜组织去除脂肪
、

血凝块及坏死组织
,

冷生理盐

水冲洗
。

取一小块组织 (约 刃m扩 )剪碎
,

并悬于 I nd 生理盐水

中一同加人 M州五e闭 (创以《) )中
,

开机运行 105
,

吸取 M `山onc 中

的组织细胞悬液
,

经 F i】e on ( D AKO )过滤
,

即得到单细胞悬液
。

计算细胞总数不低于 1
x
l护

,

400
9离心清洗备用 卿

1
.

2
.

2 D NA 荧光染色
:

取制备的单细胞悬液
,

加人 4℃的 70 %

乙醉 Z d
,
4℃过夜

,

细胞经 粼刃g 离心清洗备用
,

加人 2而碘化

丙吮 ( s 即阴 )染液
,

室温避光染色 加而n ,

其中含 , 洲诫 NR eas
( 51脚

a

)及 印闪扩d 碘化丙吮
。

离心清洗备用
。

1
.

2
.

3 F CM 分析
:

采用 AF 《习二all b
lri 型流式细胞仪 (BCe ton -

众南~
,

美国 )
,

激发光波长 铭 S unl
,

PI 荧光检测波长 以刀咖
。

采用 C日IQu es t侧功能软件中 DD M (伪吐心 压即`而皿`朋 M司血 )

方式进行参数获取
,

获取细胞总数 10 月刀个
,

在散射光图中对

肿瘤细胞群体设门
。

在 凡2 荧光图上
,

以正常人外周淋巴细

胞为参照
,

利用 M `五Fit 2
.

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

计算各组细胞

周期 q /场
、

s
、

q /M 各时相比率和细胞增殖指数 ( R班血m 6飞

i
n dex

,

PI )及 DNA 指数 (D NA 七d ex
,

DI )
。

1
.

3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 t 检验进行组间差异性检验
。

P < 0
.

05 为

组间显著性差异
,

P < 0
.

01 为组间非常显著性差异
。

(收稿日期
二2X( 巧一 工 一 19 接受 日期

二2X( 巧 一
肠

一 2 8)

2 结果

2
.

1 所测肺癌组和正常对照组的 q /场
、

S
、

场 / M 各时相比率

和 PI 等各项指标见表

2
.

2 DN A 指数

对照组 DI 为 1
.

00 士 0
.

01
,

肺癌组 DI 为 1
.

92 士 0
.

10
,

统计

学上两组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t 二 3

.

71 ; P < 0
.

01 )
。

另外
,

30

例中 28 例为异倍体肿瘤
,

占 93
.

33 %
,

2 例为二倍体肿瘤
,

占 6
.

67 %
。

3 讨论

虽然肿瘤 DNA 的 CF M 分析己经广泛应用于肿瘤的诊断

与预后判定
,

但是尚无统一标准
。

结合有关学者论述我们认

为肿瘤细胞 DN A 的 FC M 结果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了肿瘤的

有关生物学特性
:

肿瘤中是否含有异倍体细胞在 DNA 组方图

上表现为是否出现异倍体 场 / q 峰或者其 D1 是否在 0
.

卯
一
1

.

10 之外 ; D NA 的 FCM 提供了细胞周期的信息
,

包括 S
、

场 /M 期

和 PI
,

可以据此了解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 ;通过 DI 的换算可

以判定 DN A 含量的相对值
,

据此也可反映肿瘤细胞的增殖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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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情况的改变
,

分析屈光不正对儿童视皮层神经元活动的

影响
。

研究发现
,

屈光不正眼进行纠正后
,

视皮层激活范围明显

增大
,

激活强度明显增加
。

正常眼离焦后
,

皮层激活范围明显

减小
,

神经元活动水平明显降低
。

但激活部位仍主要位于枕

叶距状裂为中心的视皮层
。

理论上
,

视皮层的激活主要是由

于视通路传输过来了大量视觉信息
,

诸如亮度信息
,

对比度信

息
,

颜色信息
,

图形信息
,

运动信息等
。

这些信息的多寡及性

质的不同
,

将导致视皮层激活部位及强度的不同
。

视通路的

任何一个环节均有可能影响这些信息的传导
,

导致其量甚至

质的改变
。

近视眼矫正屈光后
,

晶状体重新获得对焦能力
,

在

视网膜上投射清晰的图像
,

此时后传的视觉信息在信息量及

质上都有明显提高
,

显然有更多的神经元参与视觉信息的处

理
,

视皮层的激活范围及强度明显增加
。

正常眼用透镜离焦

时
,

人眼晶状体具有较强的自我调焦能力
,

但并不是无限的
。

离焦超过了晶状体的自我调节范围
,

视网膜无法形成清晰图

像
,

其后传的信息量也大大减少了
,

参与的神经元数量明显减

少
,

活动范围及水平明显减低
。

5
.

3 结论

可见
,

屈光不正会明显影响儿童视觉皮层神经元的活动
。

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期
,

视皮层神经元必须接受到足够的

信息
,

其神经元功能才能活动起来
,

初级视觉皮层及视联络皮

层才能正常发育
。

长期屈光不正
,

视皮层长期处于低活动状

态
,

必将导致工能甚至结构的改变
。

甚至导致无法矫正的视

力障碍
,

形成弱视〔卜 . 〕。 因此
,

屈光不正患儿应尽早进行视力

矫正
。

另外
,

受试眼的屈光状态能明显影响皮层的 BO LD 信

号
,

在利用 BO L D技术进行视觉系统研究时
,

应考虑到这种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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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报道肺癌石蜡切片中 DNA 含量表明二倍体肿瘤占

1 1
.

43 %
,

异倍体肿瘤占 88
.

57 %
,

而本研究采用的新鲜组织检

查结果发现异倍体肿瘤占 93
.

33 %
,

明显高于石蜡切片的检查

结果
,

其原因可能是石蜡切片组织处理不够及时所致
。

本结

果与其他有关新鲜组织较石蜡包埋组织 F CM 所测 D NA 含量

呈现较多异倍体的文献报道相一致以司
。

本研究肺癌组 s
、

q / M 期 比率和 PI
、

DI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相应指标
,

提示肿瘤细胞的增殖能力和 DN A 含量明显高于

正常组织
。

另外
,

肺癌组 S 期比率的 95 % 和 卯% 的可信区间

分别为 13
.

58 % 一 18
.

33 % 和 13
.

05 % 一 19
.

13 %
,

因此
,

可以推

断肺活检组织的 F CM 检查中 S 期比率大于 13 %应考虑肺癌的

可能性
。

说明肺病变组织细胞 D NA 的 此M 分析是判定肺部

肿瘤恶性化的敏感指标
。

特别是在组织切片判断比较困难的

情况下
,

采用 F CM 辅助检查可能更具临床意义
。

表 两组 q / q
、
S

、

q / M 各时相比率和 PI (%
,
X 土 S E )

叭山】e Pl
nda het 毗 ` C。 / G I

,

S
and

GZ / M of wot
g ” 闪姗 (%

,

x 土
SE )

组别

对照组

O团加, 沙叫 p

肺癌组

肠
n g

~
一

~
乎侧 p

例数
q /场 q /M

菊
.

7 5土 1
.

23 5
.

85 土 0
.

9 1 3 40
土 0

.

7 1 9
.

25 士 0
.

印

77
.

42 土 2
.

15 16
.

伪
土 1

.

10 6
.

49 士 1
.

1 1 22
.

5 8士 1
.

3 1

t值
P值

3
.

肠
< 0

.

0 1

3
.

7 2

< 0
.

0 1

3
.

85
< 0

.

0 1

3
.

7 8

< 0
.

0 1

从表中不难看出
,

肺癌组 q / G : 、
s

、

q / M 各时相比率和 PI 与对照组相比在统计学上皆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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