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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不同部位皮肤表皮干细胞 

分布规律的研究 

陈晓东 利天增 祁少海 谢举临 徐盈斌 潘姝 袁即山 张涛 梁惠珍 

【摘要】 目的 观察正常人不同部位皮肤表皮干细胞分布的规律 ，分析用 P63、CD29单标记和 

双标记法鉴定表皮干细胞的可行性。 方法 取 5例正常人头顶部、足背、足底、阴阜(阴毛区)、阴 

囊等 21个部位的全层皮肤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生物素一链霉亲和素一辣根过氧化物酶(SP)染色 

法，用 P63、CD29作为一抗进行单、双标记。对染色结果作图像分析并以阳性单位 (PU)值表示，观察 

表皮干细胞在各部位皮肤中的分布情况。 结果 P63单标记法及 P63、CD29双标记法染色均显示 ， 

正常人体 21个部位中，足背皮肤的PU值最小，头皮 PU值最大。CD29单标记法染色显示，足底皮肤 

PU值[(11．9±1．5)％]最小，头皮 PU值[(29．1±5．0)％]最大。毛发区皮肤 P63、CD29单、双标记 

染色的 PU值均高于汗毛区(P<0．01)，但躯干与四肢部位皮肤 P63、CD29单标记及双标记染色的 

Pu值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正常人头顶部、阴阜 、阴囊皮肤组织中的表 

皮干细胞多于其他部位。P63、CD29单标记法对表皮干细胞的敏感性较高，特异性较低，而 P63、CD29 

双标记法的敏感性较低，特异性较高；后者不失为鉴定表皮干细胞较为简便、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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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tllar pattern ofthe distribution of skin epidermal stem ee[Is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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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r patter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kin epidermal stem 
cells(ESCs)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 healthy human body，and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dentifica— 

tion of ESCs by P63 and CD29 with single and double labeling． Methods Full—thickness skin samples 

from 2 1 pans(including scalp，dorsum of foot，sole of foot，pubic region，and scrotum)of 5 healthy per— 

sons were harvested for the study．Immunohistochemistry method with biotin—streptavidin—horseradish peroxi— 

dase(SP)was employed with P63 and CD29 as the first antibody to carry out single and double labeling． 

The staining results were subjected to image analysis．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SCs in the skin from the above 

parts was observed and expressed as positive unit(PU)value． Results It was found by P63 single labe— 
ling and P63 and CD29 double labeling that the PU value in the dorsum of foo1 was the lowest while that in 

the scalp was the highest among all the parts of a healthy body．It was also found by CD29 single labeling 

that the PU value in the dorsum of foot was the lowest[(11．9±1．5)％ 1 while highest in the scalp 

[(29．1±5．0)％]．The PU value in the hairy region of a human body was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hairy region(P <0．0 1)，when examined by P63 and CD29 single and double labeling．But there was 

no difierence in the PU values between the trunk and limbs by means of P63 and CD29 single and double la— 

beling(P >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more ESCs in the skin from the scalp．mons pubis and scro— 

mum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body．Single P63 or CD29 labeling exhibits higher sensitivity but lower specificity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SCs．While the double labeling method exhibits higher specificity but lower sensitivi— 

ty．Above all，it seems that the double labeling may be a simpl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ESCs． 

【Key words] Skin； Stem cell； Antigens，CD29； P63； 1mmunohistochemistry 

表皮干细胞在皮肤形成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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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著 · 

皮肤表皮 的 多层 结构 是 由表 皮 干 细胞 再 生 而来 

的⋯。目前，体内的表皮干细胞可以通过标记滞留 

的方法鉴定 ，体外培养的表皮干细胞则可通 过克隆 

增殖来鉴定 ，但尚无一种准确 、简便的表皮干细胞鉴 

别方法。因此，寻找表皮干细胞 的特异性标记 物已 

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本研究 中，笔者采 

用公认的相对特异性较高的标志物 CD29(即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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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常人不同部位皮肤 P63、CD29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 Pu值(％，x±s) 

取皮部位 P63单标记 CD29单标记 P63、CD29双标记 

头顶部 42．2±3．1 29．I±5．0 I9．0±0．6 

面部 29．0±4．8“ 14．5±6．4‘ 8．0±0．5̈  

颈项 34．3±2．8 I5．6±2．5‘ 10．9±6．2“ 

前胸 35．2±2．0 I5．4±2．5‘ 7．7±I．3“ 

腋窝 32．7±2．3“ I6．5土3．3 9．0±0．7¨ 

上臂内侧 30．3±2．4“ I3．6土2．9‘ 6．2±I 5“ 

上臂夕 侧 36．9±3．5 I3．4±2．9‘ 7．7±2．3 

前臂内侧 33．2±3．5一 I5．8±4．4 8．4±0．9“ 

前臂夕 侧 34．3±3．3 15．6±I．7 7．9±I．7‘ 

腰背 29．4±I．6“ 14．2±3．I‘ 6．5±I．I“ 

手掌 34．2±I．0 I2．7±2．8～ 8．2±2．3“ 

手背 33．6±2．0一 I2．4±5．2 7．5±2．0“ 

大腿内侧 38．9±2．6 15．9±2．9 I3．I±4．0“ 

大腿夕 侧 35．0±2．3 I6．0±I．2‘ I2．8±I．I 

小腿内侧 35．5±3．6 I6．3±I．9 I2．0±I．3“ 

，J、腿夕 侧 38．4±3．0 I7．6±2．3‘ I3．I±0．7 

阴囊 40．0±2．9 2I．8±2．6‘ I5．9±2．3“ 

腹部 37．I±0．8 I2．4±2 6 10．5±I．2 

足背 2I．2±6．9‘ I6．6±3．3‘ 6．I±I．4 

足底 30．0±10．5 II．9±I．5‘ 6．3±0．9“ 

阴阜 41．6±2．3 I9．6±3．2‘ 14．5±3．2“ 

总体水平 34．4±5．9 I6．0±4．8 10．2±3．8 

注：各数据样本数均为5；与头顶部比较， P<0．05：与足背比 

较，撑P<0．05；与阴囊比较．△P<0．05；与阴阜比较，☆P<0．05 

2．正常人 毛发区与汗毛区皮肤 P63、CD29单 

标记及双标记染色 PU值 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0．01)，见表 2。 

表 2 正常人毛发区与汗毛区皮肤 P63、CD29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 PU值(％，x±s) 

注：毛发区数据样本数均为20；汗毛区数据样本数均为85 

3．正常人躯干与 四肢部位皮肤 P63、CD29单 

标记及双标记染色 PU值 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 

义(P >0．05)，见表 3。 

表 3 正常人躯干与四肢部位皮肤 P63、CD29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 PU值 (％ ，x 4-s) 

注：躯干部位数据样本数均为 I5；四肢部位数据样本数均为40 

讨 论 

表皮干细胞具有高度自我更新的能力及终末分 

化低 的特征。近年研究证明，人的表皮干细胞存在 

于皮肤表皮的基底层和毛囊外根鞘部 ，干细胞相 

对于暂时放大细胞而言处于静止状态 ，它通过整合 

素黏附于基底膜上 。 

表皮干细胞是皮 肤发生 、修 复、改建 的关键性 

“源泉”"]，是修复 因外伤 、感染等导致的皮肤缺损 

所必需的。烧伤创面 、取皮区创面以及其他创面的 

修复离不开表皮干细胞的增殖与分化。在治疗大面 

积烧伤患者时，头皮是公认的“天然皮库”，可供反 

复取皮 移植。1987年我 科 曾抢 救 1例烧 伤 面 积 

100％ 、IU度 96％TBSA合 并严 重吸 人性损 伤 的患 

者，经用已愈合的阴囊部深 Ⅱ度烧伤创面皮肤为皮 

源，每周取皮 1次移植修复其余创面，最终救治成 

功 ，可见阴囊皮肤也是“天然皮库 ”。另有研究表 

明，烧伤创面残留的表皮干细胞在创面修复过程 中 

增殖活跃 ，作 用不容 忽视 。然而 ，这 些“天然皮 

库”的表皮干细胞分布如何?“天然皮库”之所以能 

反复供皮，与表皮干细胞有无关系?目前尚未明了。 

本研究结果表明，正常人头顶部 、阴囊和阴阜皮 

肤组织中表 皮干细胞 的比例较高，而其 他部位(尤 

其是足背、足底)皮肤组织表皮干细胞比例相对较 

少。提示头顶部、阴囊 、阴阜皮肤组织在遭受损伤刺 

激时 ，干细胞可以从 G0／G1期迅速分化 ，在短时间 

内修复受损创面。躯干与四肢部位表皮干细胞数量 

差别不大，提示在临床治疗中选择取皮区时，仅从干 

细胞的分布及愈合速度方面考虑 ，躯干与四肢情况 

相仿。但选择哪个部位作为取皮区，可以根据情况 

综合衡量。因此 ，笔者认为头顶部、阴囊 、阴阜被视 

为“天然皮库”，与表皮干细胞的分布有关。 

本研究 中，同一部位皮肤 P63、CD29单标记和 

两者双标记 的 Pu值是不 同的。P63单标记 的 PU 

值最大，P63、CD29双标记的 PU值最小，CD29单标 

记的 PU值介于两者之间。双标记 Pu值 的总体水 

平为(10．2±3．8)％ ，与 目前细胞动力学和放射标 

记研究得出的“干细胞比例为 10％左右”的结果 

相近。笔者认为用 P63、CD29双标记法鉴定表皮干 

细胞 ，其特异性高但敏感性不高；而 P63单标记法的 

敏感性高 ，特异性不高；CD29单标记法 的敏感性 和 

特异性介于两者之间。分析原因，可能是进行 P63、 

CD29单标记时 ，所 显示的 阳性 细胞 除表皮干 细胞 

外 ，还包括暂时放大细胞等增殖较旺盛的细胞 。 

综上所述 ，笔者推荐用 P63、CD29免疫组 织化 

学双标记法鉴定表皮干细胞 ，但尚不能将之视为鉴 

定 的“金标准”。通过何种有效途径获得表皮干细 

胞的特异性标志物，尚需进一步研究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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