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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盘管生成关系研究中的应用更 是 日渐 广 

泛 。 为了较好地观察金黄地鼠颊囊撒血管的 

形态学特点及其在病理状况下的变化 ，我们应 

用甲基丙烯酸甲酯灌注法制作血管铸型，成功 

地作出扫描样品，为研究金黄地 鼠颊囊撒血管 

的立体构 筑提供了一种较理想的方法 ，也 为其 

在肿瘤的血管生成现象观察提供了一种理想的 

手段 。 

l 材料和方法 本 文 实 验 于 1 989年 5月一 

199O年 10月进行。 

I．1 实验对象 6—8周龄叙利亚金黄地鼠，体 

重 6O一8Dg，饲以鼠用颗粒科 ，不喂水，每日给 

青菜适量补充 水分。 

1．2 血管铸型的制备及观察 预聚体预备 按 

下列比例量取试剂于锥形瓶中： 

1上 l 甲基丙烯酸甲酯(Methyl methacrylate) 

书5％ 

1．2．2 丙烯酸甲酯(Methyl acrylate)1 O西 

1．2．3 过氧化苯 甲酰 (Benzoyl peroxide)5移 

混匀后水浴加温至 8 0--85"C，见溶液逐渐 

变稠 ，当粘耦度呈蛋清状时停止加热，迅速流水 

冷却 ，加入 O．1％苏丹 III使呈红色 ，置人冰箱内 

备用。其中商品甲基丙烯酸 甲酯 台有阻聚剂对 

苯二酚，应用前须用 2％ 氢氧化钠溶液洗涤去 

{象，再用蒸馏水洗至呈中性，用无水亚硫酸钠去 

札  

灌注方法：用 1％戊巴比妥钠 按 50mg／kg 

体重腹控内注射将动物麻醉后，仰卧固定于手 

术扳上 ，打开胸腔显露心脏，经左心室插入导管 

至升主动脉，丝线结扎固定，再结扎降主动脉。 

先用肝素生理盐水灌流，剪开双侧锁骨下静弥 

引流，待引流 液为清亮液体时，以 0．5唠戊二醛 

10ml灌流固定。 然后先潜入少量单体再将 预 

聚体加入 l％ 二甲基苯胺 (DimethylaniHne)， 

混匀后以 1 20mmHg压力于 5分钟内港人，至 

引流 口处流出预聚体为止，分别结扎双侧锁骨 

下静脉及升主动脉。 将动物置人 60~C水中 4 

小时 ，促进树脂硬 化。 

扫描电镜样本的制作及观察 将硬化后的 

标本取下，置人 2O％ 氢氧化钠水窿液中，室温 

下腐蚀一周，流水清洗后，于解剖显微镜下检 

查，见无残存组织为止。冷空气吹千，常规喷金 

后，于 Ammrry一1000B型扫描电镜下观察及拍 

照。 

2 结果 金黄地 鼠颊囊毛细血管呈鱼网 状 排 

列 ，血管表面平滑，排列均匀稀疏，可见其与深 

部大血管相连接(图 1见封3，下同)。 

本文还对化学致癌过程中的颊囊毛细血管 

铸型进行了观察。在化学诱癌早期肿瘤未出现 

前(癌前病变阶段)即可见血管密度增加以及呈 

尖锥状或囊状新生毛细血管芽(见图 2)。 

癌变动物的微血管构筑则可见毛细血管极 

度扩张变形，互相融合成片块状，腔窦状(见图 

3)。 

3 讨论 

3．1 本实验方法的优点 

3．1．1 该铸型剂粘度低，流动性好，可满意地充 

盈整个微血管系统。 

3．1．2 方法简单 ，不需要特殊设备。 

3．1．3 完成之铸型能显示正常状况下微血管系 

统的立体构筑外 ，对病理状态下的微血管系统 

变化能直观地显示。对毛细血管功能性活动中 

的生成反应 ．本法可以显示新生毛细血管的立 

体状态，其图象的直观和清晰是其他任何方法 

都难以相比的。对肿瘤微血管形态观察可以显 

示其形态上的明显异常，丧失基本的血管形杰， 

由之不难推断．肿瘤组织存在微循环功能上的 

障碍。 目前临床上对静瘤进行局部高温治疗机 

制的假说之一 ，就是认为肿瘤血管存在奄异，不 

能行使正常的功能，在热疗过程中不能通过血 

液将热量及时带走．造成肿瘤区域温度高于周 

围的正常缎织，从而杀灭肿瘤细胞[柚。 本实验 

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说。另外，由于扫描电镜可 

对较大范围的标本进行立体观察，对肿瘤生长 

过程中血管生成反应与肿瘤的关系，使用这种 

方法就能较客观，较垒面地反映整个标本中血 

管的真实状态。 

3．2 实验注意事项 

3．2．1 灌注前使用 O 5％ 戊二醛灌流的 目的 是 

使血管壁蛋白凝固，管腔变硬 ，从而保持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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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小和形状，不致在灌注预聚体时出现膨胀 

或塌陷。但戊二醛灌注后 ，常要影响预聚体进 

入，所以先用单体灌流 ，让单体先取代戊二醛溶 

液壳盈管腔，然后再灌入预聚体 ，这样就能保证 

预聚体壳盈整个微血管系统。 

3．2．2 灌注时预聚体内加入二甲基苯胺是起促 

进聚台的作用，其量的多少 ，直接与聚台速度有 

关 ，如过量可导致反应过快引起“爆聚”，影响铸 

型质量。一般气温下按本法的 1弼 量即可，如 

夏天气温较高时用量应酌减。 

3．2．3 灌注之液量要适宜 ，否则压力过高，灌流 

量超过引流口之引流量时 ，可致铸型剂外溢，出 

现假象(见圈 4)。 

3．2．4 腐蚀，冲洗要反复多次，腐蚀完全后流水 

冲洗应充分．否则 NaOH遗留在标本上形成结 

晶，影响铸型的外观(见图 5)。 

3．2．5 制作好之铸型标本 ，保存在 3弗一5弗 盐 

一  

； 

酸或氢氧化钠溶液中，切勿在酒精中保存。干 

燥标本应置于干燥器内保存。 

参 ．考 文 献 

1 Fe rgB$OB W Ild AC．Smillie．Va五cula rizatioa of 

premallgnsn L k siOnS l口Ⅲ ⋯  gen—c reated Hamster 

cheek p0 h J ，，I979．63(6)：1382—1 392． 

2 Folk㈣ J T㈣ ur augiogenesi s． Advan Ca 

R 』 l 974．J9． 31— 35B． 

3 Nicosis RF ，R．Tchao and J．Leighton．Angioge 

e sisdepend ent tumour spread in rein~orced fib
,

rin 

clot cult ．Cd r fj。1985．43：2lj9— 2I6I． 

4 Odukoys O ．．and G．Shkla：．Two--phase c}rcinog~一 

ne sis ia hamster buccsl pouch．Orml _ I 982，54r 

847-- 552． 

5 Sekiya S．．T O0 aski and H ．Tsksmizaw．Tumouf 

sngiogeⅡc sis activity of hum．In choliotarclnom ● 

ce儿s grOWD in vi crO．G tf0，Oa~o1．1986．巧 ：27l一 

一 2B0． 、 

6 Storm FK．．W H H arrilon． RS．Elliott et a1．No- 

rⅢ B1 ti$sue and soHd tum our *if ects of hypë h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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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麝 的 食 性 研 究 

i I 安文山 蓝盐篷 都有福 盂小丽 

仙醚肭醵舶 矩妣 仙醚黼 糨酮 (=? ．8／4．2- 
摘要 1 986--1 98 9年在庞泉掏自然保护区，对原麝的食性进行野外观察和研究。 已知其食物由乔束、 

关键词 原麝，食性 ，庞泉沟 

一 一—— 骺 j 原麝(M
oschug moschi[er )俗称香子， 

麝狗等，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8为了在科学保 

护基础上合理利用原麝 资 源，我 们于 l986— 

1989年，在山西庞泉沟自然保护区对原麝的食 

性进行了研究，现将资料整理报道，可望对人工 

饲养，栖息地保护和异地放养有所俾益。 

l 自然概况及工作方法 

庞泉淘自然保护区位于山西省吕粱山脉申 

段，地处交城 、方山两县交界，介予东经 111。22 
-- 33 ，北纬 37。4 一，5 。全区盎̂面积 10443．5 

公顷。主峰关帝山海拔 2830米。 主要乔木有 

华北蓬叶松(L口r principis—rupp r f )、云 

杉(Pioea spp．)、油松(Pinks~abulaeformis)、杨 

(Poputus sp．)、桦 ( etula piatyphlla)和辽东 

栎 (9 r‘ liao tungensis)等组成。 灌丛建 

群种有沙藕 (Hippophae rhamnoides)、黄刺玫 

(Rosa xantnlna)、 绣线菊 (Spiraea alpins)、 

刺梨 (Ribes bur eie．se)、灰枸子(Cogo~~asg r 

口‘uti[olius)等组成。 

原麝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研究其食性时 ，不 

宜采足够的标本剖验实体鉴定食物组成。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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