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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犛６８

改良犛犻犺犾犲狉’狊染色法显示腹前外侧群肌的肌内神经分支分布

罗益竹，杨灵心，曾建松，喻福平；指导教师：李寿田，朱光琼

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２级临床医学

　　【目的】　通过对腹前外侧群肌肌内神经分支分布的研究，为腹前外侧群肌肌移植的临床应用提供解剖学依

据。

【方法】　改良的Ｓｉｈｌｅｒ’ｓ肌内神经染色法：除色素，固定好的标本用３％氢氧化钾进行浸泡５～６周；脱钙，标

本用双蒸水冲洗后浸入Ｓｉｈｌｅｒ’ｓＩ液５～６周；染色，新配置的Ｓｉｈｌｅｒ’ｓＩＩ液对标本进行染色２～３周；脱色，标本放

入Ｓｉｈｌｅｒ’ｓＩ液脱染６～８ｈ，再用０．０５％ 碳酸锂中和１ｈ；透明，逐级甘油梯度（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透明，每

一梯度约放２～３周。整个过程大约历时５～６个月。

【结果】　（１）腹外斜肌：受第７～１２胸神经前支支配；腹内斜肌和腹横肌：受第７～１２胸神经前支及第１腰神

经前支支配；（２）支配该肌群的神经均从肌外侧入肌，神经走形与腹外斜肌纤维平行一致。

【结论】　腹前外侧群肌肌内神经呈节段性分布，相邻神经主干和分支之间均发出交通支形成不同程度的吻

合。

　　关键词：腹外斜肌；腹内斜肌；腹横肌；肌内神经

犛７　临床检测

犃犛７１

犆狔狊狋犪犻狀犃、犆狔狊狋犪犻狀犅在犃犉犘阴性或低表达犘犎犆患者血清中的

表达及其意义

刘　彪
１，翁剑武２，苏钦坡２；指导教师：林扬元

１．莆田学院２０１２级临床医学

２．莆田学院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

　　【目的】　探讨血清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的表达水平在甲胎蛋白（ＡＦＰ）阴性或低表达（小于２５μｇ／Ｌ）原发性

肝癌（ｐｒｉｍａｒｙｈｅｐａｔ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ＨＣ）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与临床意义，及其在ＰＨＣ患者早期预测与筛查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收集ＰＨＣ患者（均通过术后或病理学确诊，ＰＨＣ组）、肝硬化患者（肝硬化组）及正常门诊体检健康

人（健康人组）各３０例，各组ＡＦＰ均为阴性或低表达，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中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

含量，分析二者表达水平与ＰＨＣ病理学特征的关系，结合临床症状、体征及影像学诊断来分析血清二者含量测定

的灵敏度与吻合度；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各组标本血清ａＬ岩藻糖苷酶（ＡＦＵ）、血清铁蛋白（ＳＦ）的含量，将Ｃｙｓ

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ＡＦＵ、ＳＦ按照各种不同组合方式进一步比较各组之间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是否存在差

异，筛选出一种或多种高灵敏度、高准确度的联合诊断模式。

【结果】　ＰＨＣ患者血清中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的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和健康人组，差异具有显著

的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吻合度；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分级中Ⅰ～Ⅱ级ＰＨＣ的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

Ｂ含量明显低于Ⅲ～Ⅳ级ＰＨＣ（犘＜０．０５），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含量高的ＰＨＣ患者更易发生远处转移（犘＜

０．０５），但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二者之间没有明显差异；ＣｙｓｔａｉｎＢ与ＡＦＵ联合早期诊断的灵敏度与准确度最高。

【结论】　ＡＦＰ阴性或低表达（小于２５μｇ／Ｌ）的ＰＨＣ患者血清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呈现高表达且与肿瘤组织

分化等级、远处转移紧密相关，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在ＰＨＣ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ＣｙｓｔａｉｎＢ与 ＡＦＵ联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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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诊断可明显提高ＡＦＰ阴性或低表达ＰＨＣ患者血清的阳性检出率，提高确诊率，对ＡＦＰ阴性或低表达ＰＨＣ患

者的早期预测与筛查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ＣｙｓｔａｉｎＡ；ＣｙｓｔａｉｎＢ；原发性肝癌；甲胎蛋白ＡＦＰ

犃犛７２

三种获取人外周血单核细胞方法的比较

丁　文，孙　科，童静植，王小东；指导教师：李　光，陈　丹

天津医科大学２００９级临床医学七年制

　　【目的】　通过贴壁分离法、免疫磁珠分离法和流式细胞术分离法从人外周血获取单核细胞，比较细胞纯度、细

胞得率以及实验成本和耗时，发现通过免疫磁珠法获得的单核细胞纯度高、得率高，实验成本较低、耗时短，为获取

人外周血来源的单核细胞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单核细胞由骨髓中的多能造血干细胞、髓样干细胞分化而来，在骨髓中发育，并进入血液，停留２～３

ｄ后迁移到周围组织中。单核细胞数量少，且独立的细胞株难以获得。那么在实验中如何获得足够数量，状态良

好的单核细胞呢？单核细胞占外周血细胞的３％～８％，可从血液中分离获得。贴壁法、免疫磁珠法和流式细胞术

法是分选单核细胞的经典方法，如何根据现有的实验条件，结合细胞纯度、细胞得率、实验成本、耗时四项指标选择

最适合的一种实验方法呢？

【结果】　我们发现，通过贴壁分离法，每获得２×１０
７个单核细胞细胞纯度１８．８％，细胞得率５％，成本为５００

元，耗时６ｈ。通过免疫磁珠法，每获得２×１０７个单核细胞细胞纯度８０％，细胞得率１１％，成本为１５００元，耗时６

ｈ。而用流式细胞术分离细胞，每获得２×１０７个单核细胞细胞纯度为７３．４％，细胞得率７．５％，成本为２１００元，耗

时１０ｈ。综合分析细胞纯度、细胞得率以及实验成本和耗时，免疫磁珠法具有细胞纯度高、得率高，实验成本较低、

耗时短的优点。

【结论】　因此，我们采用免疫磁珠法分离外周血单核细胞。

　　关键词：单核细胞；免疫磁珠；流式细胞术

犃犛７３

丙酮酸钠林格氏液对犆犘犅患者血液体外孵育后血液流变学的

影响

陈文博；指导教师：箄大明

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０级麻醉学

　　【目的】　观察丙酮酸钠林格氏液对体外循环（ＣＰＢ）患者转机不同时间点血液孵育后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方法】　ＣＰＢ下行主动脉瓣或左房室瓣置换的患者１３例（狀＝１３）。分别于ＣＰＢ转机前（Ｔ１）经桡动脉采血３

ｍＬ；转机１０ｍｉｎ（Ｔ２）、６０ｍｉｎ（Ｔ３）和停机６０ｍｉｎ（Ｔ４）采血２１ｍＬ。在Ｔ１、Ｔ２、Ｔ３和Ｔ４时点各取３ｍＬ血样，检测

血液流变学基础值，Ｔ２、Ｔ３和Ｔ４各时点剩余血样１８ｍＬ平均分成６份（每份３ｍＬ），随机分为对照组（Ｃ组）、丙酮

酸钠林格氏液组（Ｐ组）、乳酸钠林格氏液组（Ｌ组），每组两份。Ｃ组各时点两份各加入生理盐水１ｍＬ，在３７℃下，

一份孵育３０ｍｉｎ、另一份孵育６０ｍｉｎ后测血液流变学指标；Ｐ组加入丙酮酸钠林格氏液１ｍＬ；Ｌ组加入乳酸钠林

格氏液１ｍＬ；其余处理同Ｃ组。

【结果】　（１）ＣＰＢ转机过程对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情况：①全血高切还原粘度（ＢＨＲＶ）、全血低切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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