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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 切 片 ，
H E 染 色 ， 光 学 显 微 镜 ( 上 海 光 学 仪 器 厂 )

下 观 察 皮 肤 扩 张 后 组 纵 的 外 形 及 表 皮 、 真 皮 的 厚 度 ，

以 及 细 胞 排 列 和 极 性 分 布 。

1 ． 2 ． 2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以 小 鼠 抗 人 细 胞 角

蛋 白 1 9 ( C K l 9 ) I g G 单 克 隆 抗 体 为 一 一 抗 ， 辣 根 过 氧 化

物 酶 标 记 的 山 羊 抗 小 鼠 I g G 为 二 抗 ， 以 磷 酸 盐 缓 冲

液 作 为 对 照 。 倒 置 相 差 显 微 镜 ( 德 国 L e i c a 公 司 ) 下

观 察 C K l 9 阳 性 细 胞 的 分 化 与 分 布 特 征 。

2 结 果

2 ． 1 H E 染 色

对 照 组 表 皮 层 平 缓 ， 上 皮 脚 短 ， 细 胞 层 数 较 少 ，

极 性 过 渡 明 娃 ( 冈 l a ) 。 两 试 验 组 表 皮 层 凹 凸 不 平 ，

皱 褶 明 显 ， 卜皮 脚 长 而 钝 ， 深 入 真 皮 层 内 同 成 孤 岛

状 ；真 皮 层 明 显 增 厚 ， 表 皮 层 相 对 增 厚 ；细 胞 层 次 增

多 ， 表 皮 细 胞 似 嗲 直 抟 长 ， 胞 体 增 大 ；细 胞 密 集 分 布 ，

以 靠 近 基 底 层 最 为 显 著 ， 细 胞 排 列 欠 整 齐 ， 极 性 过 渡

不 明 显 ， 旱 迂 越 之 势 ( 图 1 b ) 。

图 1 各 组 皮 肤 组 织 H E -聚 色 情 况 } l E × 1 0 0 。． a ． 对 }!{{

组 表 皮 层 平 整 ， 细 胞 层 数 较 少 ， 极 性 过 渡 明 显 ； b ． 扩 张

林 中 心 组 表 皮 层 lu_凸 不 平 ， 细 胞 层 次 增 多 ， 极 性 过 渡 不

明 品

2 ． 2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两 试 聆 组 基 底 层 可 见 C K l 9 阳 性 细 胞 明 显 增

多 ， 呈 复 层 排 列 。 在 基 底 层 之 外 ， 亦 可 见 少 量 成 网 或

分散 分 布 的 C K l 9 阳 性 细 胞 ， 与 基 呔 层 的 距 离 远 近

小 等 ， 聚 集 成 岛 状 或 椭 网 彤 ， 敞 作 分 布 ， 多 发 生 在 上

皮 脚 的 浅 嘶 ( 同 2 a
，

b 白 色 箭 义 ) 。 表 皮 层 内 有 未 着

色 的 空 白 区 ， 大 小 不 �

， 大 体 _日 类 网 彤 ， 这 种
“

镂 空
”

现 象 存 表 皮 深 层 边 缘 较 规 则 ， 浅 层 lJj0 欠 整 齐 。 陔 结

构 位 置 七与 异 位 的 C K l 9 阳 性 细 胞 较 为 靠 近 或 与 基

底 层 相 连 续 ( 图 2 a
，

c 黄 色 箭 头 ) 。 对 照 组 未 见 上 述

现 象 及 结 构 。

图 2 各 组 细 胞 角 蛋 广1 1 9 ( C K l 9 ) 的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结 果 及
“

镂 空
”

结 构 。． 广1 色 箭 头 为 舛 位 的 C K l 9 f；【=I
。阵 细

胞 ， 黄 色 箭 头 为
“

镂 空
”

结 构 及 柄 样 结 构 。
a 扩 张 器 r f ，心

组 C K l 9 阳 性 细 胞 异 化 分 竹i ， 其 上 彳丁
“

镂 奉
”

结 构 链 霉

亲 和 素 一 生 物 素 复 合 物 ( S A B C ) × 10 0 ； l， 扩 张 器 侧 擘 组 壤

底 层 之 上 C K l 9 阳 性 细 胞 成 J_剖堆 积 或 散 在 分 伽 S A B C X

4 0 0 ； c ． 扩 张 器 侧 擘 组 C K l 9 阳
’陀 细 胞 排 列 襻 齐 ，

‘
j

“

镂

- y 结 构 同 时 存 存 ， 芹 位 的 t
：

细 胞 与 基 底 Jz ：细 胞 相 延 续 ，

似 向 f：推 移 s A B C ×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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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在机械应力的作用下 ，受力的细胞生长发生改 

变 ，细胞分裂增殖 。扩张后的表皮要进行正常 的 

生理更新 ，需要基底层有足够量的表皮干细胞分化 

和增殖来维持这种代谢。表皮干细胞定位于表皮基 

底层 ，通常认 为 CK19是其阶段性标记物 。我们 

在实验中观察到扩张后的表皮细胞明显增多 。CK19 

阳性细胞在基底层连续性存在，使细胞间距不但没 

有增加 ，有些部位反而出现复层 ，甚 至异位呈岛状。 

经排除抗体异常及成像系统造成的假 阳性 因素 ，可 

知这些细胞为表皮干细胞。笔者分 析，由于机械应 

力信号的刺激和创伤修复信号的启 动 ，为了适应皮 

肤扩张的需要 ，细胞外基质进行改建 ，生长因子及各 

种酶类等进行了重新调整。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下 ，干细胞生长的微环境扩大 ，形成了有利于干细胞 

迁移 、定植及分化增殖的微环境 ，由此造成了干细胞 

形成复层结构和异位分布的现象。 

最近的研究表明，人体表皮细胞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逆 向分化 。细胞 在感受机械应力后 ，实现力 

学信号 向生物化学信号 的转化 ，对增殖分化产生调 

控作用 ，已分化的表皮细胞从 而可能逆分化为干 

细胞或干细胞样细胞 ，形成“干 细胞 岛”。既往 

的研究观察到 ，扩张产生的“额外”皮肤来源有 3部 

分：机械蠕变 、弹性扩张 和生物性生长 (即细胞 的分 

裂增殖) 。 

值得注意的是 ，由扩张器侧壁组 中 CK19阳性 

细胞 的复层 、异位及柄样分布至扩张器 中心组 的明 

显“镂空”现象 ，呈现出 CK19阳性细胞的动态迁变 

过程，这种变化尤以扩张器侧壁组较明显。“镂空” 

现象在位置上与异位的 CK19阳性细胞较为靠近， 

在表皮深层边缘较规则 ，浅层则大多欠 整齐 。其分 

布位置和垂直切片排除了切 片等原 因造成的假象 。 

我们推测，当扩张器定期注水时，软组织在张应力、 

压应力以及细胞内外流体剪切力等综合机械应力的 

刺激下，呈机械性扩张，随着维持期的应力松弛，皮 

肤软组织进行了细胞的增殖重排。在这种弛张力的 

作用下 ，表皮基底层发生类似地壳板块运动样作用 ， 

这种作用力使干细胞向上堆积成复层 、异位及柄样 

分布或排列成为类圆形 ，进而造成 了“镂空”现象的 

出现。此后 ，周围组织在蠕动过程中将该结构 向上 

推移 ，与基底层分离。源于基底层 的表皮干细胞随 

之向上迁移并分化增殖 ，因此该 “镂空”结构 与异位 

分布的表皮干细胞较 为接近。而侧壁组与中心组之 

所 以结构不 同，可能是软组织扩张 45 d后 ，由于近 

扩张 中心张力大而 已经历 了由复层 、异位 到柄样分 

布的过程 ，同时也说明扩张后期侧壁细胞动员更加 

明显 。当然这种推测需要对组织扩张期不同时段作 

进一步研究再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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