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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显示人体和实验动物肾组织中的肌纤维、胶原纤维、肾小球基膜和红细胞等成分的复合染色法。方法: 选

用 Periodic acid2Sch iff2O range G2Iodine green (高碘酸、雪夫、橙黄 G 和碘绿, 简称 PA 2S2O 2IG) 组合染色法, Siriu s red2P icric

acid2Iodine green (天狼星红、苦味酸和碘绿, 简称 SR 2PA 2IG) 组合染色法和改进的M asson 组合染色法对肾组织中的多种成

分进行染色。结果: PA S2O 2IG 法显示肾小球基膜黏多糖呈紫红色, 细胞核呈绿色, 红细胞呈黄色。SR 2PA 2IG 法显示肾小球基

膜和囊壁纤维组织增生的胶原纤维呈红色, 细胞核呈淡绿色, 背景呈黄色。M asson 法显示肾小球和小管等胶原纤维呈绿色或

蓝色, 红细胞呈橙红色, 血管和间质的平滑肌纤维呈红色。结论: 3 种组合染色方法, 克服了原法染色单一、对比效果差的缺

点, 能够更好地显示肾组织中的血管和间质平滑肌纤维、肾小球基膜和囊的黏多糖, 细胞核和红细胞、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胶原

纤维和细胞核等成分, 为肾脏疾病形态学诊断和研究, 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组合染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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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在肾组织的形态学中, 为了更好地观察多种成分与变化

情况, 选用 Periodic acid2Sch iff2O range G2Iodine green (高碘

酸、雪夫、橙黄G 和碘绿, 简称 PA S2O 2IG)组合染色法, Siriu s

red2P icric acid2Iodine green (天狼星红、苦味酸和碘绿, 简称

SR 2PA 2IG)组合染色法和改进的M asson 组合染色法, 能够

较好地显示肾组织血管和间质平滑肌纤维, 肾小球基膜与囊

壁的黏多糖、细胞核和红细胞, 肾小球和肾小管的胶原纤锥

和细胞核等成分, 对比清晰, 色彩鲜艳,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来源　组织来源于本校实验动物中心和本室尸检

与活检组织, 及时用 15% 中性甲醛固定液固定, 常规组织脱

水、透明、浸蜡和包埋后组织切片 (3～ 4 Λm )。

1. 2　试剂配制

1. 2. 1　碘绿染色液　碘绿 ( Iodine green, 由上海试剂公司进

口供应站售) 0. 5 g, 蒸馏水 100 m l。

1. 2. 2　橙黄 G 磷钨酸染色液　橙黄 G (O range G, 由上海试

剂三厂生产) 1. 5 g, 磷钨酸 (Pho spho tungst ic acide, 由上海试

剂三厂生产) 4 g, 蒸馏水 95 m l。

1. 2. 3　Sch iff 试剂染色液　碱性复红 (Basic fuch sin, 由上海

标本模型厂生产) 2. 5 g, 重亚硫酸钠 (亚硫酸氢钠 Sodium

m etab isu lfite, 由上海试剂四厂生产) 4 g, 1 mo löL 盐酸 (由苏

州振兴化工厂生产) 50 m l, 重蒸馏水 500 m l。先将蒸馏水煮

沸, 关掉火焰, 缓慢加入碱性复红, 再煮沸 1 m in, 室温下冷却

至 40℃加入盐酸, 待 30℃时盛棕色试剂瓶内, 同时加入重亚

硫酸钠摇匀, 24 h 后变为无色或带微黄色液体, 贮存于冰箱

内, 可用多年。

1. 2. 4　丽春红酸性复红橙黄 G 染色液　丽春红 S (Ponceau

S, 由上海试剂三厂生产) 1 g, 酸性复红 (A cid fuch sin, 由上海

标本模型厂生产) 0. 5 g, 橙黄 G 0. 5 g, 冰醋酸 (A cetic acid

glacial, 由苏州振兴化工厂生产) 1 m l。

1. 2. 5　亮绿醋酸染色液　亮绿 (B rillian t green, 由上海化学

试剂公司售) 1 g, 蒸馏水 98 m l, 冰醋酸 1 m l。

1. 2. 6　苯胺蓝醋酸染色液　苯胺蓝 (A n iline b lue, 由上海标

本模型厂生产) 1 g, 蒸馏水 98 m l, 冰醋酸 1 m l。

1. 2. 7　磷钼酸水溶液　磷钼酸 (Pho sphomo lybdic acid, 由

上海试剂公司售) 2 g, 蒸馏水 98 m l。

1. 2. 8　Siriu s red 苦味酸染色液　0. 5% 天狼星红水溶液

(Siriu s red, 由上海试剂公司进口供应站售) 10 m l, 苦味酸饱

和水溶液 (1. 22% ) 90 m l。

1. 3　显示肾小球基膜、细胞核和红细胞的 PA S2O 2IG 组合

染色法　石蜡组织切片 3 Λm , 常规脱蜡至水, 蒸馏水洗 2 次。

0. 5% 高碘酸水溶液氧化 10 m in, 蒸馏水洗 3 次。Sch iff 试剂

染色 15 m in, 浸入自来水 2 m in, 蒸馏水洗 2 次。碘绿染色 1

m in, 蒸馏水洗 2 次。橙黄 G 磷钨酸染色 30 s, 蒸馏水洗 2 次。

无水乙醇脱水, 过滤纸吸干, 二甲苯透明和中性树胶封固。

1. 4　显示肾小球基膜、囊壁和细胞的 SR 2PA 2IG 组合染色

法　石蜡组织切片 4 Λm , 常规脱蜡至水, 蒸馏水洗 2 次。碘绿

染色 2 m in, 蒸馏水洗 2 次。Siriu s red 苦味酸染色 4 m in, 无

水乙醇脱水, 过滤纸吸干, 二甲苯透明和中性树胶封固。

1. 5　显示肌纤维、胶原纤维和细胞的M asson 组合改良染色

法　石蜡组织切片 4 Λm , 常规脱蜡至水, 蒸馏水洗 2 次。丽春

红酸性复红橙黄G 染色 5 m in, 蒸馏水洗 2 次。磷钼酸水溶液

分化 2 m in (必要时在镜下观察肌纤维深红色, 其他成分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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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蒸馏水洗 2 次。直接入亮绿醋酸染色液或苯胺蓝醋酸染

色 3 m in 左右。0. 5% 冰醋酸水溶液洗 2 次, 无水乙醇脱水。过

滤纸吸干, 二甲苯透明和中性树胶封固。

2　结　果

通过对尸体解剖、实验动物和活检肾组织的组合染色,

已分别得到较好的染色效果。PA S2O 2IG 组合染色法, 显示肾

组织中的肾小球基膜和球囊壁等黏多糖呈紫红色, 细胞核呈

绿色, 红细胞呈黄色 (图 1)。SR 2PA 2IG 组合染色法, 显示肾

组织中的肾小球基膜和球囊壁纤维组织增生的胶原纤维呈

红色, 细胞核呈淡绿色, 背景呈黄色 (图 2)。M asson 组合染色

法, 显示肾组织中血管壁和间质的平滑肌纤维呈红色, 胶原

纤维呈绿色, 红细胞呈橙红色 (图 3A ) ; 肾小球与肾小管的细

胞核呈棕色, 红细胞呈橙红色, 肾小球基膜和囊壁等胶原纤

维呈绿色和蓝色 (图 3B、3C)。

图 1　PAS-O - IG 组合染色肾小球基膜和球囊壁 (×230)

黏多糖呈紫红色, 细胞核呈绿色, 红细胞呈黄色

图 2　SR-PA - IG 组合染色肾小球和球囊壁 (×230)

纤维组织增生的胶原纤维呈红色,

细胞核呈淡绿色, 背景呈黄色

3　讨　论

在人体与实验动物肾组织的特殊染色和组织细胞化学

的应用中, 对肾小球等形态结构的多种成分染色要求较高,

为了更好适应诊断和实验研究需要, 我们选用 PA S2O 2IG 染

色法, 能较好显示肾小球基膜、细胞核和红细胞的组织成分。

肾小球基膜等组织细胞化学成分方面, 是由黏多糖和蛋白质

构成, 含有氨基己糖和游离的己糖基, 不含有任何酸根或硫

酸酯成分[1 ]。易与多种染色和复合试剂进行结合。PA S2O 2IG

中的过碘酸的充分氧化, 易将组织中所含糖分子的碳键打

断, 游离的醛基与 Sch iff 结合呈红色反应[2 ]。所以氧化剂必

须经常配制, 不能放置过久而影响氧化效果。Sch iff 试剂的重

亚硫酸钠不能用陈旧的, 防止含硫的成分挥发, 易失去反应

效果。试剂贮存于冰箱内, 可分装部分小试剂瓶, 以便使用。

图 3　M asson 组合染色肾组织 (×230)

血管壁和间质的平滑肌纤维呈红色, 胶原纤维呈绿色, 红细胞呈橙红色 (A ) ; 肾小球和肾小管

细胞核呈棕色, 红细胞呈橙红色, 小球基膜和囊壁等胶原纤维呈绿色 (B)和蓝色 (C)

　　虽然能够显示肾小球基膜, 但是单一的对比染色效果比

较差, 经过寻求理想碘绿碱性染料, 可直接溶于水后, 能够电

离带正荷的助色团与细胞核中带负电荷的脱氧核糖核酸进行

极性吸着, 使细胞核着色较快, 克服了传统的苏木精染色细胞

核对比差的缺点, 为了证明红细胞成分和增强其他组织的色

彩对比度, 再选用橙黄 G 染料[3 ], 进行显色。这可能是红细胞

中含有血红蛋白, 以碱式电离带有正电荷, 可被带负电的酸性

染料阴离子结合反应[4 ] , 由于染色剂中的钨媒染作用, 能促使

红细胞着色较快, 所以在染色中时间要短, 还能够较好地增强

背景的色彩度。实验结果表明, 所进行的 PA S2O 2IG 组合染

色, 使肾小球囊壁和基膜呈紫红色, 细胞核呈绿色, 红细胞呈

橙黄色, 对比清晰, 是较为理想的组合染色方法。

为了证明肾小球组织胶原样改变, 通常选用原 V an

Gieson 方法, 但是其显示胶原纤维成分不稳定, 色彩不鲜艳,

容易褪色, 特别是对于肾小球膜状结构的黏多糖和蛋白质,

在变成胶原蛋白的情况下, 需要有特异性较好的染料。胶原

蛋白中含有一定的碱性氨基酸, 能够与酸性染料进行反

应[5 ]。经过对照实验后, 所选用的天狼星红与苦味酸混合液,

能够与胶原蛋白 (纤维) 牢固结合, 同时再选用碘绿碱性染料

水溶液与细胞核进行对比染色, 这种 SR 2PA 2IG 组合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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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已较好地显示肾小球基膜和球囊壁的胶原纤维呈红色,

细胞核呈淡绿色, 背景呈黄色, 可作为常用胶原纤维和细胞

核的组合染色方法。

在显示肾组织的肌纤维、胶原纤维和细胞成分染色中,

分别改进了M asson 和M alloy 的染色方法, 更好显示胶原纤

维和肌纤维的分布情况, 选用苯胺蓝和亮绿对组织作用。苯

胺蓝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737. 72, 亮绿相对分子质量为

792. 72, 由于分子量比较大, 容易进入到疏松的结缔组织胶

原纤维间隙。而混合液的丽春红 S 相对分子质量为 480. 42,

酸性复红相对分子质量为 585. 53, 橙黄 G 相对分子质量为

452。由于小分子染料扩散性高, 容易进入结构致密肌纤维和

细胞中去[6 ]。这些阴离子染料分子的大小和组织的渗透有密

切关系。混合液染色后在冰醋酸和磷钼酸的分化作用下时间

不能过长, 应保持切片上带有一定的红色, 使肌纤维着色较

好, 由于肾小球基膜和球囊壁等是一层高度含水性凝胶体的

衬膜, 具有渗透性, 常与纤细的结缔组织纤维密切结合, 能够

与酸性染料苯胺蓝和亮绿染色剂分别进行亲和呈绿色和蓝

色。醋酸分化后, 直接用无水乙醇脱水, 过滤纸吸干, 二甲苯

透明和中性树胶封固。不能将切片在空气中干燥时间过长或

用热风吹干直接封固, 易使组织细胞产生裂隙和黑色颗粒色

素[7 ], 而影响染色质量, 在染色中要严格对照实验, 按照诊断

和研究目的, 而选择应用试剂进行组合染色, 使染色质量得

到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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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分析
D SA for obscure ga stro in testina l bleed ing

李　丹1, 2, 田建明1

(1.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影像科, 上海 200433; 2.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 宜昌 443000)

[摘要 ]　目的: 分析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 SA )检查结果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对 118 例不明原因消化

道出血患者进行D SA 检查, 其中出血期检查 21 例, 间歇期检查 97 例。4 例胆道出血采用明胶海绵颗粒及弹簧钢圈栓塞。结

果: 118 例中检查阳性 33 例, 其中有直接出血征象者 12 例 (10. 2% ) , 血管畸形 13 例 (11. 0% ) , 肿瘤 8 例 (6. 8% )。20 例经手术

病理证实。出血期检查阳性率 52. 4% (11ö21) , 间歇期阳性率 22. 7% (22ö97) , 两者有显著差异 (P < 0. 01)。结论: D SA 对不明

原因消化道出血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血管畸形和肿瘤可能是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　消化道出血;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肿瘤; 血管畸形

[中图分类号 ]　R 57　　　[文献标识码 ]　B　　　[文章编号 ]　02582879X (2004) 1021135203

Ξ 　 消化道出血是临床工作中常见急症, 内镜、钡餐造影等

检查手段有时不能明确出血部位和原因。对于此类不明原因

的消化道出血及时做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D SA ) 检查有着重

要的临床意义。本文回顾性分析了长海医院影像科近年来

118 例不明原因消化道出血患者的D SA 检查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1. 1　临床资料　1994 年 7 月至 2002 年 12 月因消化道出血

行 D SA 检查的患者 118 例, 男性 62 例, 女性 56 例, 年龄

12～ 83岁, 平均 51. 9 岁。主要临床表现为黑便、血便以及呕

血。初诊时因肝胆手术后“T”管引流出血 4 例, 其余均经过胃

镜、结肠镜检查未明确出血原因。118 例患者分为出血期检

查组 21 例, 间歇期检查组 97 例。造影设备为 GE L CV öDL X

或 Ph ilip In tegris CV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以每秒 6 幅采集

图像, 计 12～ 15 s; 导管为 5F Cobra 导管或 RH 导管 (T er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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