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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人型耶氏肺孢子虫姬姆萨氏染色形态。方法采用姬姆萨氏染色法涂片染色痰液

和肺泡灌洗液孢子虫，在油镜下观查形态。结果痰液人型孢子虫大小约1．0—7．5 p脚，包囊圆形或椭圆形，

包囊囊壁染成淡蓝色，囊内小体染成紫红或紫蓝色；滋养体胞浆染成淡蓝色，内容细胞质染成紫红或紫蓝色；

包囊可单个、几个、散在、成群或串状存在，成群排列常伴不同发育阶段孢囊和滋养体，虫体大小差异较大．形

态多样，成熟典型的包囊很少，大多是不成熟包囊或滋养体。结论人型肺孢子虫姬姆萨氏染色形态较动物

孢子虫形态更显大小不均、形态多样，常以不成熟包囊和滋养体在片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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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emsa’s dyeing form expression of human pneumocystis jirovecti CHEN Jing-Jie，LI Yong，HE Hart，et a1．

Department of Clinw以Laboratory，Longtan Hospital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比hott 545005，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Giemsa’8 dyeingform ofhuman pnemnoeystisjiroveeii(PJ)．Methods Gi—

eii姆A staining method WSS used for smearing and dyeing of sputum and BALF PJ．The PJ forms w眦observed under

microscope with oil immersion lens．Results PJ in sputum showed about the size of 1．0—7．5 ttm．Its cysts were

round or oval．The cyst wall Wilt8 light blue．Intraeysfie bodies were purple or purplish blue．Trophomite cytoplasm waB

light blue．Its cytoplasm Was purple or purplish blue．The cysts can be sinsle，several，scattered，arranged in groups，or

clusters．In the cysts姗删in groups there were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of trophozoites．11le difference of bug

body size WaS bigger．Bug body form Was diversfform．Typical mature cysts were very rare．Immature cysts and tropho-

zoites were in the majority．Conclusion Giemsa’8 dyeing form of hunan PJ have more types than animal PJ．Often in

immature cysts and trophozoites are in the majority in the film expression．

[Key words】Pneumocystis jiroveeii；Giemsa staining；Dyeing form

耶氏肺孢子虫肺炎(pneumocystis jimvecii pneu—

monia，PJP)是由肺孢子虫(pneumocystis jirovecii，

PJ)寄生于肺部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命性肺炎u J。

目前将寄生于鼠类者称为卡氏肺孢子虫(pneumo—

cystis carinii，PC)，寄生于人体者称为耶氏肺孢子虫

(pneumocysfis jiroveci)呤】。在大量实验中笔者发现

感染人类耶氏肺孢子虫的姬姆萨氏染色形态与文献

报道动物模型肺卡氏孢子虫的姬姆萨氏染色形态存

在一定差异口刮，为充实人们对肺孢子虫认识，提高

艾滋病合并肺孢子虫肺炎及其他肺孢子虫病的检查

质量，促进学术交流，现将人型肺孢子虫姬姆萨氏染

色形态报告分析如下。

1材料和方法

1．1病例来源病例来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

医院艾滋病科和关爱门诊艾滋病合并PJP患者及柳

州市中医院肾移植患者，时间为2004-03—2010-01，

共检查4 721例，其中阳性l 793例，阳性检出率为

37．98％，阳性涂片妥善保存备查。

1．2方法

1．2．1标本留取方法 (1)痰标本：按早晨、夜间

和随机时间采用专用痰杯分别留取一份标本，要求

漱I=1深咳，共三份痰标本一道送检，当天涂片当天完

成检查。(2)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行支气管

肺泡灌洗术，收集30-50 ml灌洗液，立即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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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i塑■M∞“№地坚』!女!＆U』女竖i盥型o
1 2 2样本捡碴(1)痰标车三份痰标车分别涤

～张1 5 cm x 2 0 cm薄片，行姬姆萨氏染色15—30

rmn，染色液配制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3

版)”’执行。(2)BALP：将收集的全都灌洗蔽离心

沉淀，取沉淀物均匀涂片三张．染色方法同上。

1 2 3技术人员要求检验者要求具有检验师以

上专业资格，且经过专门m实验控验技术培训。
1 2 4仪器和设备上海复星ACT-2000超高倍

图文系统；日本OLYMPUS CHId,0生物显傲镜，目镜

安装测量标尺；日本OLYMPUS BP—P30支气管纤

堆镜。

1．3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l3 0统计软件处理肺

孢子虫直径数据。

2结果

21孢子虫直径测量结果从1 793例阳性片中

随机抽取如铡涂片．进行孢子虫直径测量，结果最

大7 5"8，最小l_0 p．m，平均4 3¨m，中位敬4 2

UⅢo

2 2典型成熟包囊形态直径约4岬，囊壁染成
挟蓝色．靠边缘颜色加深且不规则．囊内小体清晰可

见(约8个)。着紫红色或紫蓝色。但典型成熟抱干

不易见到(图1)。

2．3包囊多样性形态染色痰片中可见到各式各

样和不同排列的包囊，可单个、几个或成群，甚至成

片分布；成群包囊可古不同发育阶段虫体，有成熟、

未成熟、囊前期、滋养体以及小体从囊里溢出后形成

的“空壳包囊”，但大多为不成熟包囊，多数外形呈

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少数不规贝4，边缘可见“波浪

或刺状”突起；包囊囊壁染色成淡蓝色．边缘突起染

色较深；囊内可有几个太小形态不一的小体，染成紫

红或紫蓝色，也常见到囊内小体溶台在起，染色较

深，有核固缩现象．整十包囊非常形似骨髓瑞氏染色

的“晚幼红”细胞⋯’(图2)。

2 4滋养体形态滋养体相对包囊比较少见，常夹

杂在成群包囊里，其外形不规则，细胞质染成淡蓝

色，桉质分布不规则．染成紫红色或紫蓝色(图3)。

目4 l酋Ⅻ自熏Ⅳ$(1 ooo x) 目5成$#Ⅻ∞＆t(1 ooo×)ltl 6散在自垂自真*(1 0。0×

3讨论

目前认为卡(耶)氏肺孢子虫有滋养体、囊前

期、包囊三种形态，车组通过姬姆萨氏染色方法对艾

滋病患者痰液和BALF标本及肾移植者痰液进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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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虫检查，取得大量一手图片资料和经验，参考有

关孢子虫检查研究文献，发现大多来源于大鼠动物

模型研究，而研究人类的罕见，其未见专门研究人型

肺孢子虫染色形态的报道。国内姜云霞等¨1采用

扫描电镜对大鼠模型肺孢子虫进行了形态学专门研

究，他们观察到虫体有表面光滑和表面粗糙两种形

态，粗糙型虫体表面呈浅蜂窝状，或有粗细不等的管

状物，有大小不一的颗粒及壁上有凹陷、脱囊及伪

足。同时他们还用光学显微镜观察了大鼠模型肺孢

子虫经瑞一姬氏染色形态，其包囊为圆形，囊壁透亮，

囊内小体可见紫红色的细胞核和蓝色的细胞质，数

量不等，部分包囊无囊内小体，滋养体呈圆形、椭圆

形、月牙形或不规则形，或一端钝圆，一端较尖，成堆

或散在分布，细胞核呈紫红色，细胞质为淡蓝色。

Murphy等一1用扫描电镜对原始鸡胚肺上皮细胞培

养的鼠源卡氏肺孢子虫进行观察。虫体明显呈多态

性，可见表面光滑、外壁微绒毛样结构，表面呈波浪

状或有明显凹陷的虫体。Balachandran等¨训用扫描

电镜观察人胸腔液中卡氏肺孢子虫滋养体表面有粗

短的丝状突起。Itatani等¨u观察到卡氏肺孢子虫

包囊壁上有凹陷，推测囊内小体系通过包囊壁孔向

外逸出。李文桂等[121用扫描电镜观察大鼠卡氏肺

孢子虫，包囊呈球形，表面凹凸不平，具有棘状、指状

小突起。囊内小体逸出后，囊壁呈半球形。倪小毅

等[131用扫描电镜观察细胞培养基中的卡氏肺孢子

虫表面有较密集的微绒毛结构，用药物作用后，虫体

表面微绒毛脱落及出现凹陷性损伤。纵观上述微观

孢子虫形态描述，可以佐证本组染色形态研究的一

些结论，即人型肺孢子虫也大致分为滋养体、囊前

期、包囊三种形态，滋养体外形多变，可有伪足、突

起、大小不一、类似阿米巴；囊前期形态不易界定，其

体积较小，囊内有可见核物质，囊内似小体核质物居

中或靠边，形态似南瓜子样；包囊也较为多变，因发

育过程的原因可分成熟包囊和未成熟包囊，成熟包

囊因小体脱壳作用可形成无小体空壳包囊，空壳包

囊可凹陷、偏曲及边缘缺损，完整包囊囊壁较厚，着

蓝色淡浅，边缘可不齐，膜边可呈毛玻璃样深染、不

均匀，囊内含3—8个不等的小体，染成紫红或紫蓝

色，细胞质染淡蓝色。当临床用药后，由于药物作用

包囊可观察到虫体形态发生变化。刘克芹等¨41在

大鼠感染卡氏肺孢子虫试验中发现对照组与SMZ

组比较，SMZ组包囊壁不完整或消失，核碎裂或减

少；刘成伟等[1副用扫描电镜观察经双氢青蒿素治疗

后的大鼠肺组织卡氏肺孢子虫，表面微绒毛稀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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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甚至脱落，残存的微绒毛变形，虫体表面出现凹

陷，周边不规则，表膜出现较大较深的缺陷。本组系

人类AIDS合并P口感染，因人类较动物接受药物更

多，多数AIDS患者使用SMZ预防和治疗，因药物作

用可以看到更严重的畸形变化，使典型包囊结构很

少找到，常见的是囊内小体由于核碎裂，相互溶合，

使染色后的囊内小体界限不清，形成一个大的细胞

核，整体看似骨髓细胞分析中的“中晚幼红细胞”。

笔者认为这一形态特点可以作为PJP痰液和BALF

标本姬姆萨氏染色涂片检查诊断的标志性特征，其

特点在油镜视野中非常明显，故记住和熟悉这一鲜

明特点，对提高阳性率非常重要，并可使PJP检查变

得更简单而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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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相关性研究

苏乃伟，冯旭， 覃家锦

基金项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桂科青0640047)，项目得到广西大型仪器网测试资助

作者单位：530003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外科(苏乃伟)；530021南宁。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胸外科(冯旭，

覃家锦)

作者简介：苏乃伟(1978一)，男，医学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心胸外科疾病诊治。E-mail：mnaiwei2408@sina．corn

通讯作者：冯旭(1971一)，男，博士，硬士研究生导师，副主任医师，教授，研究方向：心胸外科疾病诊治。E·nudl：feng_natr@sina．鲫ILcn

[摘要】 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VEGF)及nm23在广西地

区食管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方法用免疫组织化学链霉素亲生物素-过氧化物酶(Strep-

tavidin．Peroxidase，SP)法检测80例食管癌及10例正常食管黏膜组织中VEGF、nm23的表达。结果VEGF在

食管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显著高于正常食管黏膜组织(P<0．05)；VEGF的高表达与食管癌患者的年龄、性

别、组织学类型无关(P>0．05)，而与分化程度、浸润程度、区域淋巴结转移情况及TNM分期有关(P<0．05)。

nm23在食管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显著低于正常食管黏膜组织(P<0．05)；nm23的表达与患者的性别、年龄、

组织学类型、分化程度、浸润程度无关(P>0．05)，而与有无淋巴结转移及TNM分期有关(P<0．05)。VEGF、

nm23之间呈负相关(r=O．一0．520，P<0．05)。结论VEGF在广西地区食管癌的发生、侵袭、淋巴结转移过

程中起一定的作用；rim23的表达缺失与食管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可作为评价食管癌预后良好的指标之一；

VEGF、nnd3在参与食管癌的发生过程中起相互抑制的作用。

【关键词】食管癌；YEGF；nm23；免疫组织化学

【中图分类号】R 73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4—3806(2011)10-0916一04

doi：10．3969／j．issn．1674-3806．201 1．10．02

Expression of VEGF andnm23 in esophageal cancer in Guang对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SU 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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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mv∞figate the level ofVEGF and rim23 expression in esophageal eallc七r and not'-

real esophageal mueosa in Guangxi。and detect their relafiomhips with chmcM predictive indicators．Methods The

levels of VEGF and nm23 expression in 80 case8 of esophageal cancer and 10 cases of normal esophageM muot皓a were

detected by SP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Results VEGF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in esophageal cancer w髓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esophageal mucosa(P<0．05)．VEGF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ha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patient’s age。sex，and histological type(P>O．05)，but Was correlation with degree of the differ-

entiation。tunlol葛invade depth，clinical stage，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P<0．05)．nm23 positive expression in e-

舳phageal cancer signifie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esophageal muc06a(P<0．05)．nm23 positive expression

had no
significant corrclanon with the patient’8 age，sex，histological type，degree of the differentiation，and tnmoI葛

invade depth(P>O．05)，but it Was correhtion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clinical stage(P<0．05)．VEGF had

negative correalafion with nm23(r=0．一0．520，P<0．05)．Conclusion The over-expression of VEGF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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