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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病人淋巴细胞的rRNA基因活性‘’

李心治 周宪庭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北京）

人类的rRNA基因位于，对近端着丝点染

色体短臂的次溢痕上。间期细胞中，该区域转

录 45S rRNA并聚集形成核仁，因此把该区域

称为核仁形成区 （NOR)。在中期染色体制片

上，核仁形成区常常靠近，这种现象叫做随体联

合。一般认为随体联合是间期细胞核仁的残余。

银染技术是染活性核仁形成区的特异性方

法ul，用银染技术可看到联合的核仁形成区之

间有可银染物质相连，这为随体联合提供了一

个客观标准，这种随体联合称为银染近端着丝

点染色体联合 （Ag-AA) +3。已经证明，这种物

质是与 rRNA基因转录有关的酸性蛋白质［1810

HowarVJ综述了多囊卵巢者的内分泌异

常，其肾上腺功能初始亢进，产生过多的雄性激

素，然后又转变成雌激素，导致雌激素增多，对

下丘脑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 （LHRH）的敏感

性提高，形成恶性循环。为了研究激素对rRNA

基因活性的影响，我们用银染技术观察了多囊

卵巢病人淋巴细胞的Ag-AA频率。

（钓 在60℃水浴中温育2-3分钟，使载片呈

黄色；(5）用无离子水冲去盖片，用 Giemsa溶

液助染30秒到1分钟，使染色体臂染成浅蓝

色，冲去 Giemsa溶液，空气干燥。

选择D组和G组染色体完整、银染清晰的

分裂相，计数银染的核仁形成区数，不论银染颗

粒是单侧还是双侧，皆计做1个核仁形成区。

按照周宪庭等Liz的标准计数Ag-AA，即有

银染物质相连的两个近端着丝点染色体计作1

个 Ag-AA, 3个染色体相连未成环者计作2个

Ag-AA，成环者计作3个。 分别计数 D-D

组，D-G组，G-G组的联合数。

结 果

多囊卵巢组和对照组的银染结果见表 10

表1中显示对照组银染的核仁形成区频率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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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组由7例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诊

断的多囊卵巢病人组成，对照组包括7例正常

女性。两组的年龄均在 18-35岁之间。

采取 2 ml静脉血进行全血淋巴细胞培养

60-72小时，制取标本。

根据 Olert等［C91的技术进行银染，步骤如

下：(1)配制50 的硝酸银溶液，抽滤;(2)配

制0.2沁的甲酸溶液，用甲酸钠把甲酸溶液的

州 调至2.7; (3）将7份50务硝酸银溶液和1

份甲酸溶液混匀，滴在染色体制片上，加盖片；

图1 多囊卵巢组例3核仁形成区的银染 （银染伴G带）

Li Xinzhi et al.: Activity of rRNA Genes in the Pa-

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1)本文中的多囊卵巢病例由首都医院妇产科内分泌组葛
秦生教授、谷春霞大夫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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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15，其中D组的频率为4.50, G组为3.65;

多囊卵巢组银染的核仁形成区频率平均为

8.35，其中D组为5.01, G组为3.34o，测验结

果表明，两组间无显著差异。对照组和多囊卵

巢组的Ag-AA频率分别为0.77和1.18,‘值

为2.789, P＜0.05，两组间有显著差异。分析

Ag-AA的类型表明，两组之间的D-D组联合

频率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二3.576, P＜0.01),
D-G组联合频率有显著差异（，一2.557, p<

0.05), G-G组联合频率无显著差异。上述结

果表明，由于 D-D组联合频率增加，造成了

多囊卵巢病人的Ag-AA频率增高（图1)0

讨 论

在人一小鼠融合细胞中，只有一个物种的核

仁形成区可被银染，同时只能测到这个物种的

rRNA，另一物种的核仁形成区尽管存在，但

rRNA基因被钝化了‘5,61。 用称猴泡疹病毒40

(SV40)感染人一小鼠融合细胞，可激活钝化的
人的 rRNA基因，使人染色体的核仁形成区呈

银染阳性，并测出人的 rRNA110j，这说明只有有

转录功能的核仁形成区才能被银染。根据相对

银染量可判断核仁形成区转录活性的高低。

间期细胞的核仁是合成 rRNA的场所，

Ag-AA频率反映了这些核仁形成区在间期核
仁形成中的作用。Miller等［[71观察了核仁形成

区的相对银染量与参加 Ag-AA的关系，发现

银染量多的染色体参加 Ag-AA 的频率就高，

呈正相关，因此 Ag-AA频率反映了 rRNA基

因的活性。

在本实验中，对照组和多囊卵巢组之间银

染的（即有转录活性的）核仁形成区的频率和分

布干.lw}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银染的核仁形成

区频率反映了转录的 rRNA基因数。 在一定

的人群中，它是恒定的。Mikelsaa：等14〕发现核

仁形成区的可银染性一般是可遗传的特性。

Miller等〔71发现每个人的银染核仁形成区的分

布是恒定的，并认为这是由于 rRNA 基因的钝

化是一个染色体的固定特征，或者是在胚胎发

育早期钝化后固定下来的 （与胚胎发育早期一

个X染色体钝化相似）。钝化了的 rRNA基因

是不易受内外环境因素影响的。但是，转录的

rRNA基因是随着各种因素而变化的，这表现

在多囊卵巢组的 Ag-AA频率较对照组有明显

增加，尤其是 D-D 组联合频率增加得尤为显

著，这说明在多囊卵巢病人的淋巴细胞中，

rRNA基因的转录活性提高了。

一般认为，在多囊卵巢病人体内，有多种激

素水平的变化，如 LH、雄激素、雌激素水平的

升高，所以初步推测，Ag-AA频率升高可能是

由激素水平变化造成的。激素与 Ag-AA频率

而 g -}7,-- 间的羊素空音加何 ，环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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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银染 NOR频率 。士SD) Ag-AA频率 (:r土SD) 

D 组 G 组 合 计 D-D** D-G* G一G 合 计＊

对 照 组 4.50土0.93 3.65士0.40 8.15士0.78 0.15士0.09 0.43士0.04 0.19士0.08 0.77士0.15

多囊卵巢组 5.01土0.49 3.34士0.34 8.35士0.31 0.41土0.17 0.58土0.15 0.19士0.13 1.18土0.36

＊P＜0.05，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 P＜0.01，两组之间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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