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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人与不同实验动物涎腺中肌上皮细胞的差异。方法: 用HH F35 对人和动物涎腺进行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 用计算机图像分析系统测量肌上皮细胞的平均体积比并进行比较。结果: 人和动物涎腺中肌上皮细胞的平

均体积比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除啮齿类动物外, 人和其它动物粘液腺中肌上皮细胞的平均体积比高于浆液腺中

者。结论: 涎腺肌上皮细胞的平均体积比与动物种类和涎腺分泌物性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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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上皮细胞 (m yoep ithelia l cells, M eC s) 是动

物多种外分泌腺 (唾液腺、乳腺、泪腺、汗腺, 等) 的

组织成分之一, 它位于腺上皮和基底膜之间 1, 2 。肌

上皮细胞的功能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但是许多研究

发现其胞浆内含相当多的肌动蛋白, 因此一般认为

它具有收缩功能, 与腺体细胞的分泌有关 3, 4 。光镜

下, 通过 H E 染色是不能区分肌上皮细胞的, 需要

利用酶组化、免疫组化等特殊染色方法来显示。

HH F 35 是近几年开始使用的识别特异性肌动蛋

白 (m u scle2act in2specif ic) 的单克隆抗体, 作者使用

它来区别肌上皮细胞和腺泡, 希望通过定量测定比

较肌上皮细胞的平均体积比, 以了解不同动物涎腺

中肌上皮细胞的发育是否存在物种间的差异及与

分泌功能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 1　实验对象

实验所用动物均取自华西医科大学动物中心。选正常

成年昆明小白鼠、SD 大白鼠、金黄地鼠、中国白兔、山羊、家

猪、土种狗、猕猴各 5 只, 雌雄不限, 分别以断颈、放血方法

处死, 解剖出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小鼠、大鼠、金黄地鼠的

腺体全部用于实验, 其它动物则随机切取部分组织。另取成

人 ( 20～ 35 岁)正常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各 5 例。

1. 2　免疫组化染色

使用特异性肌动蛋白 HH F35 单克隆抗体 (DA KO 公

司, 美国) 和 SP 试剂盒 (ZYM ED 公司, 美国) , 用常规方法

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抗体浓度为 1∶50。

1. 3　形态计量方法

将所染切片在 40 倍物镜下用M ias22000 型图像分析

系统 (四川大学计算机系图像图形研究所开发) 进行测试,

每张切片随机选择 10 个视野, 测量肌上皮细胞的平均体积

比。所得结果均用 xθ±s 表示, 用 t 检验判断有无统计学差

异。

2　结　　果

2. 1　形态学观察

HH F35 免疫组化显示阳性的肌上皮细胞为棕

黄色, 镜下所见, 肌上皮细胞呈薄的、连续或不连续

的环状包绕在腺泡和闰管。在啮齿类动物的腺体

中, 肌上皮细胞较稀疏、较细、阳性信号也较淡。在

人的腮腺中, 除了在腺泡和闰管周围, 少数纹管周

围也可见肌上皮细胞。在家兔腮腺和小鼠颌下腺未

见到肌上皮细胞的阳性信号。

2. 2　定量组织学研究

通过图像分析仪测得各种动物和人的涎腺组

织中肌上皮细胞的平均体积比 (表 1)。在腮腺中,

猴、狗的肌上皮细胞明显多于人, 而其它动物与人

差别不明显; 颌下腺中, 猪、狗的肌上皮细胞多于

人, 金黄地鼠、大白鼠和兔的肌上皮细胞少于人, 羊

和猴与人相差不明显; 舌下腺中, 猪、狗、猴的肌上

皮细胞与人的无明显差异, 其它动物少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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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实验对象涎腺中肌上皮细胞平均体积比

实验对象 腮腺 颌下腺 舌下腺

金黄地鼠 　1. 86±0. 28 　1. 67±0. 323 2. 17±0. 383

小白鼠 1. 72±0. 21 2. 04±0. 223

大白鼠 1. 58±0. 35 1. 81±0. 253 1. 83±0. 313

兔 1. 97±0. 343 2. 42±0. 513

羊 2. 26±0. 19 3. 13±0. 56 3. 02±0. 393

猪 1. 98±0. 29 3. 79±0. 563 4. 59±0. 66

狗 3. 51±0. 473 4. 36±0. 373 3. 48±0. 52

猴 2. 88±0. 593 2. 67±0. 35 4. 23±0. 73

人 2. 05±0. 46 2. 94±0. 23 4. 12±0. 55

3 　与人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P < 0105)

3　讨　　论

肌上皮细胞是一类兼有上皮和平滑肌特性的

细胞 5, 6 。位于涎腺腺泡和小导管周围, 与上皮细胞

构成双层结构, 它与腺泡细胞、闰管细胞一样源于

干细胞。电镜下观察, 它位于基底膜上, 通过桥粒附

着在腺泡和导管上, 胞浆内含有肌动蛋白和肌凝蛋

白构成的肌丝。肌动蛋白收缩可帮助腺体排出分泌

物。对肌上皮细胞进行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在光镜下

H E 切片不能区分它, 需借助于特殊染色。曾有多

种组织学、酶组化染色用于此, 但效果不理想。在用

免疫组化染色时, 抗体的选择很重要。有人用

CK14 或者肌球蛋白识别肌上皮细胞, 但 CK14 缺

乏特异性, 它除了作用于人涎腺的肌上皮细胞外,

还作用于导管的外周细胞, 而且对不同动物涎腺的

反应也不一致; 抗肌球蛋白抗体只能用于冰冻组

织, 应用受到限制。作者使用特异性肌动蛋白抗体

HH F35 对人和动物涎腺肌上皮细胞进行染色, 取

得了良好效果, 证明它是一种较适合于肌上皮细胞

免疫组化染色的一种抗体, 在动物组织中也有较广

泛的交叉反应。多数研究发现肌上皮细胞位于腺泡

和闰管周围, 在腺泡外其形状为星形。由胞体向四

周伸出多个突起包绕腺泡; 在闰管外它呈梭形, 长

轴平行于导管。此外Chaudh ry 发现人腮腺中的肌

上皮细胞可伸展到纹管, 本实验证实了这点, 在少

数纹管外可见肌上皮细胞。

各种实验动物涎腺肌上皮细胞的比较研究尚

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HH F35 免疫组化研究, 显示

除家兔的腮腺和小鼠的颌下腺外, 8 种动物和人的

涎腺腺泡和闰管外周均有HH F35 阳性的肌上皮细

胞。N agato 7 认为在大鼠腮腺腺泡周围没有肌上皮

细胞这点与本文结果不一致, 本实验观察到大鼠腮

腺腺泡周围有清晰的肌上皮细胞。至于兔的腮腺、

小白鼠的颌下腺检查未见到HH F35 的阳性反应细

胞, 是由于它们的肌上皮细胞不与 HH F35 反应或

者是它们本身就缺乏肌上皮,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由于肌上皮细胞主要附着在腺泡, 因此它在腺

体中的平均体积比不仅与它本身的大小、分布有

关, 还与腺泡的多少有关。在腮腺中, 除狗和猴外,

其它动物的肌上皮细胞平均体积比与人相似; 在颌

下腺中, 猴和羊的肌上皮细胞平均体积比与人相

似; 在舌下腺, 猴、猪和狗的肌上皮细胞平均体积比

与人相似。

肌上皮细胞的发育与许多因素有关 8 , 而各种

动物涎腺中的腺泡类型、分泌物是不同的, 那么, 腺

泡分泌物特性的不同是否影响肌上皮细胞的发育

程度? N agato 认为, 腺体分泌物的物理性能是其中

影响因素之一, 粘稠性分泌物的腺体中肌上皮细胞

的发育要好于水样分泌物的腺体; 同时他发现泪腺

中肌上皮细胞的胞浆突起较窄, 覆盖腺泡面积较

少, 而舌下腺中肌上皮细胞胞体大、突起宽、覆盖较

大的细胞面积。本实验结果与此一致, 粘液腺中肌

上皮细胞的平均体积比普遍大于浆液腺和浆粘液

腺, 但是这种差别在啮齿类动物不明显, 这说明肌

上皮细胞的发育与物种有密切的关系。推测可能是

由于同样类型的腺体在不同动物中其分泌物的性

能仍存在着差异。

本实验发现了在不同动物中肌上皮细胞的发

育存在差异, 这种差别与腺体分泌物的性能有一定

关系。但是, 肌上皮细胞发育的差别是否由细胞大

小或数目的不同引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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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m unoh istochem ica l and M orphom etr ic Study of M yoep ithel ia l Cells

in Sa l ivary Glands of Human and Exper im en ta l An ima ls
M a W enbo, H e Zh ix iu, L u Yong, et a l

Colleg e of S tom a tology , W est Ch ina U n iversity of M ed ica l S ciences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 igate w hether differences ex ist betw een m yoep ithelia l cells of hum an beings and experim en tal an i-

m als. M ethods: M yoep ithelia l cells (M eC s) of 8 k inds of experim en tal an im als w ere studied imm unoh istochem ically using m us2
cle2act ing2specific monoclonal an tibody HH F35 and mo rphom etrically using im age2analysis. Results: T here w ere differences in

m ean p ropo rt ional vo lum es ofM eC s betw een hum an beings and experim en tal an im als. T he m ean p ropo rt ional vo lum es of m u2
cous acin i w ere mo re than tho se of serous acin i excep t salivary glands of roden ts. Conclusion: T he m ean p ropo rt ional vo lum e

of M eC s in salivary glands associates w ith an im al species and secret ion of salivary glands.

Key words: 　experim en tal an im al　　m yoep ithelia l cell　　imm unoh istochem istry

(上接第 104 页)

The Inf luence of M illard- l ip-repa ir on M ax illary Growth:

An Exper im en t Study in Rabbits
Sh i B in, L ong J ie, W ang Q ing

Colleg e of S tom a tology , W est Ch ina U n iversity of M ed ica l S ciences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cheilop lasty (M illard ro tat ion2advancem en t lip2repair) on the m ax illary grow th. M e-

thods: T h irty Japanese w h ite rabb its w ere random ly divided in to th ree group s, Group I (unoperated con tro l group ) , Group

Ê (un repaired con tro l group) and Group Ë (repaired w ith M illard2lip2repair). A ll the an im als w ere sacrified and m easu red

on the clean slu lls direct ly at 26 w eek s po stoperat ively (30 w eek s o ld). Results: It w as found that Group Ë (M illard repair

group ) had the an teriopo sterio r grow th distu rbance of m ax illa than Group I and Group Ê , w h ile the heigh t of m ax illa and

w idth of po sterio r den tal arch w ere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tw o con tro l group s fo r compensat ion, and the nasal sep tum of

Group Ë deviated to the cleft side. Conclusion: M illard2ro tat ion2advancem en t lip 2repair operat ion has inh ib ito ry effects on

m ax illary grow th.

Key words: 　cleft lip　　M illard2lip2repair　　m axillary　　grow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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