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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滋养叶肿瘤病人周围血液中琳巴细胞染色体畸变‘’

陶学训 匡 冰 杨 俊
（江西中医学院医用生物学教研室，南昌）

傅兴生 黄舜群 万桂英 汤翔群
（江西省妇产医院妇科，南昌）

本文对葡萄胎、恶性葡萄胎和绒毛膜上皮癌等滋养叶肿瘤进行了细胞遗传学的比较研究，发现三者

的染色体畸变中以亚二倍体改变为主。同时，在恶性葡萄胎和绒毛膜上皮癌的标本中，发现 6,13,14,

17号染色体丢失频率较高，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以上四种染色沐的丢失与绒毛滋养叶肿瘤的

发病是否有相关联系有待今后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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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滋养叶肿瘤是危害妇女健康的常见

病、多发病之一。它是由胎儿外胚层绒毛上皮

细胞异常增殖形成的。它包括葡萄胎、恶性葡

萄胎（以下简称恶葡）和绒毛膜上皮癌 （以下简

称绒癌）三种类型。从临床经过来看，其恶性倾

向是按葡萄胎、恶葡一绒癌的顺序发展的，最

后经过血性转移，极易形成早期肺部播散而危

及生命。滋养叶肿瘤在东南亚、日本、墨西哥及

我国均有较高的发病率，特别是我国，其发病率

约为1:72-124，据调查资料表明，江西省属高

发地区，按妊娠次数计算约占 1:7290目前，关

于本病的发病机制尚不太清楚，有人推测与染

色体变异有关［Ill。本文通过兰年来的研究，发

现了滋养叶肿瘤病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

变中一些规律性的变化，现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 病例来源

经江西省妇产医院妇科确诊的住院病人

85例，其中葡萄胎21例（年龄为 20-50岁，平

均30.5岁）、恶葡46例（年龄20-47岁，平均

27.5岁）、绒癌18例（年龄25-47岁，平均34.7

岁）。 全部病人均在治疗前采血作淋巴细胞培

养并制备染色体标本。另取作者的 《江西地区

正常人染色体自然畸变率观察》一文［[21中的14

例女性作正常对照组。

（二） 淋巴细胞培养及制备染色体技术

本文按 Hungerford"，方法略加改进。培

养基组成：TC-199（日本二!7 --A .()4毫升、小

牛血清（自制）1毫升、PHA（广州医工所）350

微克，调节 pH为7.2,接种外周血液0.3毫升。

轻轻摇匀后，置37土0.5℃恒温孵箱培养72小

时。收获前2小时加入秋水仙素 (40微克／毫

升）1滴，使最终浓度为0.2微克／毫升。按常

规方法收获细胞，第2次固定时过夜，次日滴

片，气千。

(-=) GTG式显带

将新鲜片子置烤箱 70-8o9C热处理老化

2小时，自然冷却后，投人0.02务胰蛋白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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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盐水溶液 (370C, pH～6.8)中消化 1-2

分钟，Giemsa染液染色15分钟，即可得到满

意G显带．片供分析用。

结 果

（一） 染色体数目畸变

1.众数变化 葡萄胎病人共观察608个

中期分裂相，其中2n = 46的占86.6汤；恶葡

病人组共观察1569个中期分裂相，其中 2r..～

46的占“.1沁；绒癌组观察669个中期分裂
相，2n - 46者占 69.8多；正常对照组．观察的

1452个中期细胞，2，二46者占 ”外 （表

1)。以上各组病人的细胞中含非整倍体数依次

为 13.2%, 13.9 及 30.2务，它们与正常对

照组（1肠）相比较呈显著性差异 （p < 0.01),
2．容易被丢失的染色休 从上述各组病

裹 1 各组病人染色体众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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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观察的中期分裂相中各取大约为 10外 左右

分裂相作核型分析，发现非整倍体中第 6,13,

14,17等染色体被丢失的频率较高，而且在葡

ÌCJ胎一恶葡一，绒癌的移行过程中有递增的趋势

（表2)，经统计学处理，恶葡组 x-二88.69，
Y＜0.01；绒癌组 x2＝76.83, fl＜0.010

表 2 各组染色体中易被丢失的频数

上业二三
（二） 染色体结构畸变

除葡萄胎组外，其他组的染色体均有大量

以断裂为基础的结构畸变如断片、双着丝粒体、

势色单体断裂及裂隙 (g-"P)等，尤以绒癌组染

色体畸变频率最高，达34多，畸变类型也最多

（图 1)0

讨 论

绒毛滋养叶肿瘤是一种血源播散性肿瘤，

在血循环中可影响血液细胞产生染色体畸变，

常被用来作为疾病诊断和判断预后的有力工

具C3-41。本文观察结果表明： 滋养叶细胞肿瘤 图 1绒癌染色休畸变： A— 双着丝拉体 B- 断片



有关呢？由于目前证据不足，难以断论。不过

从目前已定位的基因图上可知，上述4个染色

体上均分布有6-42个基因位点，其中有一些

基因和绒毛膜生理功能是有密切关万．的，如 6

q21的 PRL, 17822-24的CSH都是控制绒
毛的生理功能的基因。可以设想，一旦失去该

基因的约束，绒毛滋养叶细胞便可产生一系列

病理变化。这一设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与探

索。

参 考 文 献

「1］ 蔡体强：1980,＿上海医学,3(3): 43-45,
［21 陶学U}I等：1981,江西医药,2: 52一54,

［3 1 -*11泉清：1978。上海医学.,1(11): 740,
［41 Hency, A. et al.: 1964. An,）．c)bssesics“．‘

Cy?ieal, 90(2)"205.

［51 Hungerford, D. A: 1965. Stain fechnol.,40:333.

病人的血液印淋巴细胞染色体确有畸变，其频

率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众

所周知，肿瘤患者的染色体改变有四大特征；

(1)多呈非整倍性改变，其中又以超二倍体为多

见，一也有大量的多倍体出现。(2）核型紊乱，各

组各号染色体数目增减不一。(3)出现标记染

色体。(4)出现结构性断裂或重组。以上变化

在本文中都已观察到，不同的是，本文以低二倍

体出现为多，这可能与取材有关，血液循环中的

淋巴细胞畸变和实体瘤标本的畸变是有较大的

差异。对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No. 6 ,No.13 ,

No. 14及 No. 17等染色体极易被丢失，肿瘤

恶性程度愈高，丢失愈多，丢失的频率经过卡方

测验有显著性差异。这一发现能否说明 6,13,

14,17等号染色体的丢失与滋养叶肿瘤的发病

469 XY,t(2;12）致习惯性流产家系的细胞遗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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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室发现一例“YXY, 1(2;12)(g37;ql5）引起妻子习惯性流产的病例，并对其父毋进行了细

胞遗传学检查。本病例经湖南医学院医学细胞遗传学国家培训中心鉴定为国内外首次发现。

患者，男，32岁，汉族。结婚5年。其妻子

30岁自然流产3次，均为孕50天左右，妇科检

查未见异常，诊断为习惯性流产。夫妻非近亲

结婚，智力均正常，身体健康，无化学药物及放

射线接触史。

家系调查：患者父母表型均正常。其母亲

曾孕早期自然流产过一次。患者三个姐姐均无

流产或生畸形儿史，现均有正常子女。患者嫂

子孕早期自然流产三次，现有一正常女孩。

外周血培养检查结果：计数30个分裂相所

有核型均为46,XY,t(2;12)(2pter-2837: :12q

15一12gter:，2pter”12g15：：2837”2gter)

（图 1)，其妻子核型正常为 46, XX。患者父亲

核型正常为 46, XY，患者母亲核型为： 46,

XX, t(2;12)(2pter。2g37：：12815＊12gter;
12pter”12g15：：2g37 --> 2gter)。

图 、 患者 t(2;12)核型（箭头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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