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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光镊与拉曼光谱相结合形成的激光光镊拉曼光谱系统#

<>U.

$已用于分析生物组织标本!可对

单个活细胞进行操控和光谱收集"从拉曼光谱特征峰位置'强度和线宽可得到有关细胞的组成'结构及细胞

内物质相互作用的信息"文章应用
<>U.

系统!分析了来自人的恶性肝癌组织的不同病变部位标本!包括肝

癌组织细胞'肝癌癌旁细胞和远离肝癌组织的肝脏正常的组织细胞!观察到了随肝癌的病变部位变化所出

现的一些有趣的拉曼光谱峰的变化"正常的肝组织细胞在
*-#-

和
*!LL0O

V*处的峰很明显!而肝癌和肝癌

癌旁组织细胞的这两个峰则不明显!肝正常组织细胞的
*==K0O

V*峰明显高于肝癌和肝癌癌旁组织细胞"

已知
*-#-0O

V*峰代表脂类和核酸!

*!LL

和
*==K0O

V*峰代表脂类和蛋白"引起这些峰变化的物质很可能

参与了肝癌的发生"上述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单细胞激光光镊拉曼光谱可以区分肝癌的不同病变部位!将是

检测和分析肝癌组织标本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关键词
!

人肝癌细胞%人肝正常细胞%拉曼光谱

中图分类号!

JLK#',

!!

文献标识码!

8

!!

#$%

!

*-',"L=

"

M

'9336'*---+-K",

#

!--"

$

-#+*NN*+-,

!

收稿日期!

!--#+-"+-!

%修订日期!

!--#+*!+-K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

I-*-K-,-*

$和中国科学院创新重要方向性资助项目#

W.Ic!+.Z+,!!

$资助

!

作者简介!王雁军!女!

*"#L

年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O59&

&

H56

D4

56

M

;6**#

"4

5Q%%b0%Ob06

"

通讯联系人
!!

/+O59&

&

[/6

D

O[

"

9%@'50'06

引
!

言

!!

肝癌是一种恶性度很高的肿瘤!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健

康"但肝癌的发生和发展机理仍不清楚(

*

!

!

)

"现有用于检测

分析肝癌组织标本的技术!如放射免疫'组织化学'细胞化

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往往是在群体水平!并且需要固定"

激光光镊拉曼光谱可以在单细胞水平上!捕获单个活细胞进

行研究!获得单细胞的
F(8

'蛋白和脂类的.指纹/!是一种

快速的'无破坏性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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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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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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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西省肿瘤医院获取临床肝癌和肝癌癌旁#离肝癌病

灶
!0O

内$标本各
L

例!相对正常的肝组织#离肝癌病灶
!

0O

以外$标本
!

例"将分离获得的肝癌细胞和肝癌癌旁细胞

和的相对正常的细胞悬液分别置于样品池!光镊囚禁一个待

测细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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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拉曼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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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

同样的条件采集背景溶液的光谱"每组样品收集
!-

个细胞!

最后通过
Z963

)

/01

软件分析!获取平均光谱"数据分析采用

J29

D

96L'-

软件和
EI8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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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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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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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肝癌'癌旁和肝的正常组织细胞的平均光谱图!

可见正常的肝实质细胞的平均光谱的波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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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附近不明显%正常肝实质细胞的峰强在
*==K

0O

V*明显高于肝癌和肝癌旁的细胞"

!!

通过
EI8

方法进分析各例标本的肝癌'癌旁和正常的

肝组织细胞的平均激光光镊拉曼光谱!各自的拉曼光谱的数

据处在不同的空间!因此可以将其分开"

!!

已知拉曼光谱在
*!LL

和
*==K0O

V*的峰代表脂类和蛋

白!

*-#-0O

V*处的峰代表核酸!见表
*

(

K

)

"因此!引起

*-#-

!

*!LL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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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峰的变化的生物化学物质很可能

与肝的癌症发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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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代表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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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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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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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核酸$

*!L-

酰胺
&

&无序的

*!L=

在平面弯曲的
-- 00

I ?

#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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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

酰胺
&

#蛋白
I

1

(

键的伸展!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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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 I?

!

变形#脂类和蛋白$

*==L

蛋白的弯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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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和嘌呤碱#鸟嘌呤和腺嘌呤$

*K!-

!

00 -- 00

*K,N I I

类胡罗卜素

*K=N

色氨酸

*K#,

鸟嘌呤!腺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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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的研究表明人肝癌的脂类和蛋白很有可能通过脂

肪变性'脂类调控肝细胞核产生变化以及对多种蛋白的调控

而导致肝癌的发生和转移!核酸表达的变化更是产生肝癌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K

)

"本研究进一步表明!随着肝癌病变部

位变化而产生的
*-#-

!

*!LL

和
*==K0O

V*峰的变化所代表

的生物物质很可能是肝癌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综上所述!

<>U.

系统可以依据肝癌的病变部位区分各种肝癌'肝癌癌

旁和肝相对正常细胞的标本!是检测和分析肝癌的一种可行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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