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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用屠宰绵羊与肉牛各 10头的新鲜回物．肝，肾，肺、脾和淋巴结作 5种酶 

在组织中的位置与活性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回肠与肾脏，以碱性与酸性磷酸酶f 性最 

强，主要分布于腑绒毛上皮细胞与肾业质近曲及远曲小管；在肝脏，酶主要位于实质细胞 

内，其中酸性磷酸酶活性明显；在肺脏，细支气管呼吸上皮IJI非特异性穗酶的活性最强：脾 

脏的红、白髓处{『j应为酸性与碱性磷酸酶最强话性部位 在淋巴结．以碱性磷酸酶与琥珀酸 

脱氧酶矗为活跃，主要集中于戊质吉f；的淋巴滤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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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医学与 兽医学领域对酶组织化学研究已日趋普遍．酶组织化学技术已广泛 

应用于人类和动物一些疾病的研究，其中包括一氧化碳中毒引起的肝和肾的损伤，脂肪 

肝，肝细胞瘤，Nicmannpick病，小鼠肝损伤，太 鼠亚得 里亚霉葡 肾病 ，太 鼠急性 肾 

衰，牛白JfIL病日f起的淋巴结变化与犊牛腹泻日f起的肠粘膜变化” ．然而，酶组织化学 

在反刍兽组织中的应用却鲜为研究，仅见报道的有绵羊和肉牛肝脏中一些水解酶与氧化 

酶的分布” l。本文 旨在通过组织化学方法建立酶在绵羊与肉牛中的正常分布．为研究 

反刍 不同组织的病理变化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I．1 动物组织的选择 

在英国 Bcdford屠宰场任意选 取绵 羊与 肉牛各 l0头的新 鲜组织—— 回肠 肝 ， 

肾 肺 脾和淋巴结．它们的胴体与器官经肉品卫生检验均属正常． 

1．2 试剂 ‘ 

巴比妥钠、氯化钙，硫酸镁，口一甘油磷酸钠、盐酸副蔷薇苯胺，硝酸钠，二甲胂 

酸盐、萘酚 AS-BI、二甲替甲酰胺，羟甲基氮基甲烷缓冲液、 醋酸萘醇、亚硝醇 

钠、硝基-BT液、琥珀酸钠、吩唪甲硫酸，L一亮氨酸一4一甲氧基 口一萘酰胺、氰化钾， 

坚牢蓝盐等．以上试剂均购自英国SIGMA化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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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组织样品的处理 ‘ 

将绵羊与 肉牛中的新鲜回肠 、肝、肾、肺、脾和淋巴结切成 3～4ram厚度．放人 

用液氨冷却的异戊烷 30s．组织块在一70℃低温冰箱内保存，所有被检组织在一18℃低温 

切片机内切成 lO m薄片．将新鲜未固定切片孵育以确定酶的活性． 

1．4 酶组织化学方法 

(1)碱性磷酸酶 (ALPase)选用磷酸钙法 (pH9．4)以 口一甘油磷酸钠 (Sodi．m 

~-GlyceroDhosphate)为基质 ．37℃下孵育 2h 】． 

(2)酸性磷酸酶 (ACPase)采用经改进的萘酚 ASBI磷酸法f6】．本试验用二 甲胂缓 

冲液 (pH7．6)．在室温下孵育 lh|61． 

(3)非特异性酯酶 (NSE)采用 一萘酚醋酸酯 (a-Naphthyl acetate)珐．37"12 F 

孵育 10rM~IM． 。 

(4)琥珀酸脱 氢酶 (SDFI)选用硝 基-BT液 (Nitro Blue Tetrazolium)法0 61, 

37℃下孵育 45min． ． ： 

(5)亮氨酸氨肽酶 (LAPase)选用 L一白氪铣 一4-甲氧基 萘胺 (L-Leueyi一4一 

Methoxy ig-Naphthylamide)法 (此方法仅应用于回肠组织)．37U下孵育 30min ’． 

本试验在封固时用 DPX取代甘油胶． ‘ 

本研究在制作试验切片时，均同时南 作对J!ll切片，以排除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此 

外，每个组织切片还分别作苏木精一伊红常规染色，以确定一般形态学特征． 

1．5 酶活性强度的表示法 

酶组织化学反应用以下标准显示： O 表示无反应： l十 表示弱反应，在细胞内仗有 

少量反应产物的分散颗粒：。2+ 表示中等程度反应，反应产物散布于细胞质内： 表 

示强反应．细胞内有大量反应产物：。4+ 表示剧烈反应，细胞内反应产物密集沉淀． 

2 结 果 

绵羊与肉牛不同组织的酶组织化学活性见表 I． 

表 I 绵羊与内牛不同组织的璃活性 

2．1 回肠的酶活性 

ALPase活性主要位于绵羊与肉牛的绒毛上皮细胞的顶端部 t t) 单个淋巴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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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呈中等程度『：R性反应。ACPasc活性集中于绒毛上皮细胞和肠腺的周边 (图2)．在 

肉牛的许多单个淋巴小结也有强烈反应．NSE分布在上皮细胞的细胞质内，从绒毛至 

腺管的活性逐渐减 弱。SDH 活性在牛的回肠较强．主要密集在绒毛上皮．而在腙管上 

皮的活性则较弱。LAPasc在肉牛绒毛上皮细胞内有强烈反应 (图 3)，但在腺管上皮几 

乎无反应，尽管延长孵育时间． 

2．2 肝脏的酶活性 ‘ 

ALPasc仅在绵羊与肉 的窦状隙内有较弱反应．ACPasc在肉牛的肝细胞质与汇 

管区内有明显反应，但 在星状细胞内反应较弱．在绵羊的肝实质细胞 内有中等程度反 

应．NSE分布于整个肝实质细胞 ( 4)，而内皮及结缔组织未见有此酶染色。SDH 

活性集中在汇管区周围．在肝实质细胞的细胞质内活性较低．其中牛肝脏 内该酶活性强 

于绵羊． 

2．3 肾脏的酶活性 

ALPasc集中于肾脏的近曲小管与远曲小管．其中绵羊肾脏的 ALPasc活性明显比 

肉 =肾脏 ALPasc强烈．ACPasc活性局限分布于肾皮质，其中在远曲小管与近曲小管 

的 ACPasc活性较强．一般来说．牛肾近曲小管活性强于绵羊．NSE活性明显分布在 

近曲小管与远曲小管 (图5)．偶而在集合管内存有少量NSE．SDH集中于一些近曲小 

管、远曲小管．上皮细胞和集合管的细胞质内，其中肉牛肾内SDH活性强于绵羊。 

2．4 肺脏的酶活性 

ALPasc活性分布于绵羊的一些肺泡壁内．偶而见于细支气管的呼吸上皮。在肉 

牛，上述部位的ALPasc活性明显减弱．ACPasc在肺泡壁和细支气管呼吸上皮内的活 

性较强 ．在尉牛肺组织 内，它的活性更为明显．NSE活性集中于细支气管 (罔 6)，偶 

而在肺泡壁见有少量 NSE，其中绵羊细支气管内NSE活性强于肉牛．SDH染色均集 

中于肉牛和绵羊所有细支气管的呼吸上皮内。 

2．5 脾脏的酶活性 

ALPase活性在 白髓较强烈，其活性颗粒集中在自髓边缘 (图7)．此酶在绵羊与肉 

牛脾脏内的分布几乎相 同．ACPasc活性在红髓较强烈，而在白髓较弱．牛脾内 

ACPasc活性强于绵羊。NSE存在于红髓与白髓，但红髓内 NSE颗粒明显多于白髓， 

绵羊脾内NSE活性强于牛脾．SDH活性在本研究所有肉牛的脾脏内均呈中等程度反 

应．在一些红髓内见有部分 SDH 活性赖社，而白髓 内反应较弱． 

· 2．6 淋巴结的酶活性 

ALPas~在绵羊和肉牛的淋 巴结 内均有较强的活性，其中在淋巴滤泡和皮质深部更 

为强烈 (圈 8)．髓质部的活性也很强，尤其在髓索处．本研究所有绵羊和 肉牛淋巴结 

中的 ACPasc活性分布基本相同，主要集中于髓索部，髓窦处也有中等程度活性．NSE 

活性明显集中于髓索，而在髓窦和淋巴滤泡内的反应较弱，绵羊淋巴结内NSE活性强 

于肉牛．大量 SDH活性颗粒分布于整个淋巴滤泡，绵羊和肉牛淋巴结内SDH活性强 

度大致相同．， 

3 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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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组织化学在实验动物 (例如大鼠)的研究已有较多报道．然而· 常的反刍兽组 
织中酶组织化学方面的研究资料甚少 ．仅对绵羊与犊牛-13．4’的肝脏作过一些酶组织化学 

的研究．在本试验之前尚未见有人对正常的绵羊和肉牛组织作酶组织化学的系统和比较 

研究． 
本研究采用的组织化学技术均选用 Drury 和BancroftI 法．唯一不同的是本试验 

在某些醋的组织化学实验中对孵育时间作了适当的改变．Brinnm建议，酶孵育时间在 

室温下通常需 60rain或更长时间．但著改用微波静．I孵育．将温度控制在 38℃．可大大 

缩短孵育时间，同样获得良好结果，这是值得借鉴的一种好方法． 

缩羊和内牛回肠的酶组织化学研究是本试验的重点．研究表明，几种酶的活性均集 

中在回腑上皮细胞内．这与其它种动物14,8~91的回肠酶活性反应基本是一致的．据报道- 

黑猩猩．猴和人的小肠腺管中SDH活性强度几乎与肠绒毛内SDH活性相同．本试验 

反刍兽回肠的酶组织化学研究表明，绒毛上皮细胞内 ACPase和 SDH活性比腺管细胞 

更强．这与 Landsverkr̈与 Stigimairl21-~的报道是一致的． 

在编羊 犊牛 大鼠．小鼠 狗、猫 牛和禽类的肝脏中，酶活性曲较强 ．本 

研究对绵羊与肉牛肝脏的试验表明．ACPasc．NSE和 SDH 活性强烈．但 ALPasc活 

性却很弱。尽管延长了孵育时间． 

有关绵羊与肉牛肾，肺 脾和淋巴结等组织中不同酶活性的正常分布方面的报道较 

少．Mcguire[Ⅷ曾记载．ACPasc在啃齿动物肺泡巨噬细胞内的分布．本研究已发现． 

在绵羊和肉牛的肾脏中．上述几种酶对其均有}!Il显话性。常集中在近曲小管与远曲小管 

内．在肺脏．NSE和 SDH活性主要集中在肺纲支气管内。而 ACPas~和 ALPas~常分 

布于肺泡壁．．绵羊肺脏的酶活性高于肉牛．在脾脏．ACPase。NSE和 SDH活性常集 

中于红髓，而 ALPasc分布在白髓．在淋巴结，ALPas~和 SDH的明显反应密集于淋 

巴滤泡．ACPase和NSE活性在髓索最强烈． 

试验证明。本研究采用的酶组织化学方法对绵羊和内牛中正常组织——回肠 肝， 

肾 肺、脾和淋巴结的酶活性指示与一些细胞结构的标记是台适的． 

图版 绵羊、冉牛不同组织酶活性的分布 

1．讳羊圈置：t性瞬艘酶活性密集于城毛上皮细胞 (前头)．少量位于基腔部-礴『睦争j法· x 100；2．胡羊乜!I 

it；疃性碡艘醇梧性分布于城毛上皮自Ⅱ胞舶璜墙细胞质ÎI(蒲蠢)．荣曲 ASB]礴艘珐．×100；3．内牛 局；白鲺 - 

酸氨基肚酶话性在毓毛上皮龋施fIi呈强烈反应 (箭头)．世拄腺营上直fIi无明显反＆．L．冉鲺铣一一矸- 基 —荣 

膀珐，x-o0；●．内牛肝胜：非特异性商脚丹布于整千肝宴质 胞，忸ÎI皮及埔舒组织ÎI求见有此酶强色． 恭珊 ’ 

磺畦曩法．x 10o；j．内牛肾畦：非特异性豫酶活性丹布在许多赶曲小譬与远慨小譬ÎI．1 醋恃般盛挂．x lo0 

绵羊肺脏；非特异性醋酶活性集中于卸『支气管 (茄头)，偶而在时}包璧见有少量此晴染色． 册一{；暇醇法． 

x1o0；1．内牛脾脏：t性瞢艘酶活性在白髓较强烈 主要集中在白髓边圭I(前头)．磷艘钙法．x 1o0：8．绵羊淋 

巴lI；；嚏性■腋酶活性在琳巴谴泡 (靖 )和皮质镡部较盟烈．礴胺争j法，×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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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wton R．M ．Barlow 

抽 tp t毗 t̂ of P4lh4t。鼻 z~yal Vete~ ary Colieztm t知td．E嗥t 旬 

Abstract T．ileum ， liver， kidney， lung， spleen and lymph node tissues from ten 

freshly---slaughtcred sheep and ten freshly—slaughtered cattle arc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ormal locations and activity of 5 el~zymcs in tisst~es．The rc- 

suits indicate that the enzyme activity of T．ileum and kidney in sheep and cattle was 

c0力c如 tratcd in the 1nest apical portion of the vi J Jus epithcli~l cells a”d COTJ vo Juted 

tubules； in livers．1evels for diLTercnt enzyme activity wP．d'e strong in the hepatic cells； in 

the lung． these enzyme patterns wcrc demonstrated in the respiratory epithelia 0r ’ 

bronchioh s； in the spleen， ALPase was distributed in the white pulp． but ACPase was 

strong reaction in the red pulp； in the lymph node， ALPasc and SDH activity was con— 

ccntratcd in the lym phonodu!us，but ACPasc and NSE activity was extremely strong in 

the m ed ullary cord． 

key words enzyme． activity， histochcmistry． sheep+ c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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