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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亮渌复梁 45秒。 

1．3．1．7 95 ，99％，10O 乙醇逐级脱水。 

i．3．1．8 二甲苯透明 3次，树驳封片。 

L3．2 采用过碘酸钠氧化 

小鼠肺涂片置 5％过碘酸钠内，氧化时 闻 

分别为 5、1 5与 60rain，温度为 20'X2。氧化的 

标本经流永冲洗后 ，置四胺银 工 作 液 内，在 

甜℃孵育约 90mi~，至标本转至黄褐 色。余 下 

步骤与上述铬酸氧化法相同。即省去 1％亚 硫 

馥氢钠的处理。 

大鼠肺切片按常规方法脱蜡后，用 i00为、 

，e务、80为及 70％乙醇逐级脱去二甲苯。水洗 

涤后，置 5徭过碘酸钠氧化 5rain，略去 1移亚硫 

酸氢钠处理，余下步骤同涂片。 

2 结 果 

过碘酸钠或铬酸氧化的所有鼠肺涂 片 中， 

卡氏肺孢子虫包囊呈圆形、卵圆形或不规则的 

多角形，囊壁为淡褐色或深褐色，可见 1—2条 

皱褶。红细胞为淡黄色，其余背景呈淡 绿 色。 

大鼠肺切片中的肺泡上皮细胞与肺中隔均为绿 

色，与包囊对比明显容易识别．在不同氧化时 

间的小鼠肺涂片，部分包囊内可见一对括号状 

姑构，颜色与囊壁相同(圈 1，见封 4上，下同)。 

寰 l 不异氧化剂处瑶肺像片中 

畲括号状结构的包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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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 i00个包囊中含括号状结构的包囊数有不 

同，无论是过碘酸钠还是以铬酸作氧化荆，均以 

较短时间 (5或 i 5m立n)氧化显示含括号状结构 

的包囊数较多。但在固定四胺银的 银 浸 时 间 

时，以氧化时间长的包囊染色较深。经 60 min 

氧化处理，包囊均染成黑色，无法识别包囊内的 

括 号状结构，且有些包囊的囊壁呈现厚薄不一、 

囊内出现一些散在黑色颗粒，提示包囊受损现 

象。二种氧化剂氧化时间相同的小鼠肺 涂 片 ， 

以过碘酸钠氧化显示较多台括号状 结 构 包 囊 

(表 1)。太鼠肺切片中也可见到台括号状结 构 

的包褒 (图 2)。上述染色的包囊内均未见到囊 

内小体。 

3 讨 论 

目前鉴定卡氏肺孢子虫的滋养体尚缺有效 

的染色方法，对于卡氏旆孢子虫性肺炎的诊断 

大多采用包囊染色法。常用的有姬氏(Giemsa) 

染色、甲苯胺蓝染色 (toluidiae blue O stain， 

TBO染色)及 Grocott改良法。姬氏染色可显 

示囊内小体的跑质与核，包囊壁不着色，且染色 

背景颇深、类似于囊内小体的染色颗粒多，因 

此，识别包囊困难。TBO 染色的包囊也发现存 

在括号状结构 ，但一般多用于初筛 。果氏四 

胺银技术首先采用铬酸使醛基游离，再以球六 

亚 甲基四胺硝酸银复台物通过还原使多糖类着 

色。最初系真菌染色珐，后经 Grocott改 良用 

于卡氏肺孢子虫。Grocott 改 良法可使卡氏肺 

穗子虫包囊与真菌同样着色，但在前者包囊内 

可显示一对特征性的括号状结构，系真菌所缺， 

因而成为一鉴别标志 ．该虫包囊的超微结 构 

研究显示，包囊囊壁颤厚 (100--160am)．分为 

三层：即电子致密外层、电子疏松中层与最内 

的浆膜屡。具有一宽 l一 m、厚 200--300nm 

的向内突起，系电子疏松中层增厚所致，它的功 

能可能与囊内小体的脱囊有关。电镜观察经果 

氏四胺银染色的包囊，可见该突起部沉积大量 

的银颗粒，形成光镜下出现的括号状结构 。上 

述定性特点已使该法成为卡氏肺孢子虫性肺炎 

病原诊断的最有效方法，但是该法耗时 (氧化 

1h，银浸 2—3h)，操作步骤多，结果不稳定且 

需要相当的经验。因此，它的临床应用受到限 

制。在该法，如银浸时间不足，包囊颜色颇淡， 

不易显示；相反包囊则染成深黑色，很难见到括 

号状结构，而且背景有时也显示黑色致使包囊 

难以识别。氧化过程可影响其后的银浸 效 果， 

本研究中氧化时间较短 (5min)时，出现台括 

号状结构的包裹较多；但氧化较长 (60min)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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