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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胰腺腺泡细胞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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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型$生长抑素

与
""&S+

受体结合后!发挥其抑制胰腺腺泡细胞外分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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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抑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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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分布于脑*胰腺*甲状腺及胃肠等

组织#各亚型受体在组织中的分布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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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长抑

素已广泛应用于消化系统疾病$如急性胰腺炎*肝硬化门静脉

高压*上消化道出血等%及肿瘤$如神经内分泌肿瘤和胃肠道类

癌瘤等%等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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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腺泡细胞上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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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分布

目前还存在争议)有研究证实#生长抑素可与胰腺腺泡细胞上

的
""&S

结合#直接抑制胰腺分泌和淀粉酶分泌)但是胰腺腺

泡细胞上与生长抑素结合发挥抑制胰腺外分泌作用的受体是

哪一种受体或亚型还不清楚)本研究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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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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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脱颈处死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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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体质量
+@,

O

左右%#立即取出胰腺)在培养皿中用

生理盐水清洗数次#洗净血液并除去系膜和脂肪组织)将胰腺

用细针固定于蜡板或琼脂板上#使组织充分展开)用眼科剪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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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系统对电泳结果进行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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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抑素作用于胰腺腺泡细胞不同

时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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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抑素及其类似物可通过与细胞膜上
""&S

结合而发

挥作用#根据生长抑素的这一特性#可以利用生长抑素靶向结

合
""&S

来诊断和治疗疾病#靶向治疗高效低毒)因此#近年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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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疾病中的表达及生长抑素在该疾病中所起作

用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关于大鼠胰腺腺泡细胞上
""&S

的

具体类型及腺泡细胞上与生长抑素结合的特异性受体亚型#目

前文献报道较少#同时也存在一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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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克隆成功至今#已确认
""&S

有
@

种不同的分子亚

型
""&S*

&

@

'

@

(

)有研究显示#在人和啮齿动物中各型
""&S

>S̀ ;

以不同水平广泛表达#各型受体的表达模式不同但又

有交叉#并且存在种属差异)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U

大鼠胰

腺腺泡细胞上确实有
""&S>S̀ ;

表达#

@

个亚型中
""&S*

&

B

*

@

均有表达#而
""&S$

未见表达)有表达的
$

个亚型中

""&S@>S̀ ;

表达量明显高于其他
B

个亚型)而
!P5

G

FA

G

等'

D

(认为#大鼠胰腺上的生长抑素受体为
""&S+;

#而另研究

认为#胰腺腺泡细胞上没有
""&S+

表达'

%

(

)该研究与本实验

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研究动物的种属及实验对象不

同有关)

有文献报道#生长抑素通过
""&S*

介导抑制胰腺细胞增

生'

0

(

)而
X177

和
S1=2=51

'

C

(从电生理实验中观察到
""&S+

通

过抑制型
'

蛋白亚单位
#

B

$

'=

#

B

%与电压依赖性
g

c通道耦联#

并对
g

c通道起调控作用!受体兴奋使
g

c通道开放#膜超极化

抑制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开放#细胞内的钙离子浓度下降#

钙离子作为第
+

信使进一步调节细胞内蛋白磷酸化过程)有

文献报道#

""&S+

能介导抑制环化酶$

FA15

G

7F31L

G

L7F21

#

;9

%

活性效应#认为是通过
""&S+X

介导#因为
""&S+X

能通过与

其耦联的
'=

#

*

与
;9

结合#并认为
""&S+

的主要作用是抑制

生长激素和胰岛素释放#参与中枢整合作用)

"348K2M=

等'

*,

(

利用广泛表达
""&S

的小鼠和
""&S+

基因敲除的小鼠来研究

介导生长抑素抑制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分泌的受体亚型#结果

进一步证明#生长抑素抑制胰高血糖素分泌主要通过
""&S+

介导的#而胰岛素的分泌主要通过
""&S@

调节)

&=4851

等'

**

(

也认为#是通过小鼠胰腺
613F

细胞上的
""&S@

调节胰岛素分

泌)其他一些研究也证实#

""&S+

在生长抑素抑制胆汁分泌

和促进胆汁吸收来调节胆管内胆汁形成'

*+)*B

(

*抑制胃酸*抑制

壁细胞分泌及抑制胰腺癌生长中起重要作用'

*$)*@

(

)因此#

""&S+

被认为是与生长抑素生物学活性密切相关的受体)

本研究利用
S&)#9S

检测生长抑素作用
,

*

*@

*

B,>=5

后

的
""&S>S̀ ;

表达量的变化#试图找到生长抑素具体作用

的受体亚型)结果表明#

""&S+>S̀ ;

表达量随时间有上升

趋势#其差异有 统 计 学 意 义)而 其 余 的
""&S*

*

""&SB

*

""&S@>S̀ ;

表达量的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生长抑素与

胰腺腺泡细胞作用后#

""&S+>S̀ ;

表达随作用时间而逐渐

上调#推测生长抑素通过与胰腺腺泡细胞上的
""&S+

结合发

挥其抑制胰酶合成和分泌作用#

""&S+

可能是胰腺腺泡细胞

上与生长抑素有高度亲和力的功能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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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D

(

#以了解矢状

窦受累后通畅程度及肿瘤周围静脉回流代偿的情况#以利术中

控制出血及矢状窦的处理)

E?D

!

肿瘤周围和进入瘤内血管的处理
!

保护好引流静脉和正

确处理受累矢状窦是手术良好预后的关键)避免损伤矢状窦

和中央沟静脉#以免引起术中脑肿胀*术后脑水肿*脑梗死等造

成严重的神经功能缺失)首先依据肿瘤位置选择中央静脉前

或后方入路#严格保护中央沟静脉)当中央沟静脉位于肿瘤的

前面和后面时#较易保护)当中央沟静脉位于肿瘤的浅面时#

需要在中央沟的后面切开肿瘤#将肿瘤在中央沟静脉的下面予

以分块切除#如中央沟静脉位于肿瘤深面时#可将肿瘤先行包

膜内切除#再将包膜向后牵开#在直视下剥离和保护中央沟静

脉#如肿瘤与之粘连十分紧密无法分离#可留下肿瘤薄片以免

损伤此静脉而引起静脉栓塞'

%)C

(

)肿瘤切除后中央沟静脉张力

常较高#可松解脑组织表面蛛网膜#适当延长中央沟静脉减轻

张力#应用吸收性明胶海绵贴覆支撑#保护中央沟静脉)对受

到推挤的中央沟静脉#用神经剥离子分离#粘连纤维组织锐性

离断)若矢状窦一旦损伤要立即处理#需马上用厚棉片堵住破

裂口以制止出血#同时咬除窦顶骨板#充分暴露伤部矢状窦的

左右两侧#吸除术野血液#看清破裂口位置*大小和形状#以决

定如何修补)裂口小者#用吸收性明胶海绵贴附裂口即可#裂

口大者#在间断缝合修补后盖上吸收性明胶海绵#并用生物胶

水固定后悬吊#上矢状窦前
*

"

B

损伤者#可行窦结扎#处理同时

与麻醉师密切配合#加快输液以保证血压稳定)对于不进入肿

瘤的血管#特别是主干血管要仔细分离予以保留#对进入瘤内

的血管应在近肿瘤侧电凝切断)

E?E

!

显微技术的应用
!

显微技术的应用是彻底切除肿瘤的重

要保证#在显微镜下仔细分离肿瘤表面的粘连#并严格沿肿瘤

与正常脑组织及蛛网膜间隙仔细分离瘤体#使其与脑组织之间

形成狭小间隙)由浅入深地分离肿瘤周围的供血动脉及瘤周

的毛细血管并以双极电凝切断#保持术野清晰)瘤体较大的肿

瘤#应首先在瘤内用取瘤钳分块切除#待瘤内大部切除后#瘤腔

内张力明显降低#然后继续沿瘤壁与蛛网膜之间进行分离#完

整取出肿瘤包膜#在分离过程中切勿损伤毗邻的脑和软脑膜#

以免影响功能)对已被侵犯的硬脑膜和大脑镰应一并切除#对

缺损较大的硬脑膜应用人工硬脑膜替代修补)

E?F

!

脑组织的牵拉
!

术中注意脑组织的保护#尽量不牵拉脑

组织#对保护脑功能十分必要'

*,

(

)为防止脑组织过度受压造

成脑挫伤#应使用脑棉片保护肿瘤周围脑组织#特别是不能随

意吸除瘤周围的脑组织#以免损伤毗邻的中央区脑回#必要时

应使用自动牵开器轻柔牵拉为宜)

E?G

!

术后并发症的防治
!

术后应注意预防癫痫发生#因术后

短期内癫痫大发作可加重脑水肿和颅内压#甚至引发脑疝)术

后常规给予针剂丙戊酸钠预防癫痫的发生#待患者清醒后逐渐

改用口服继续治疗)常规早期
9&

复查#只要出现颅内高压或

意识变化#警惕继发颅内血肿可能#及时再次开颅清除血肿)

较大肿瘤切除后#可诱发急性脑水肿和高颅压#甚至脑疝)加

强脱水治疗后多能好转#必要时应及时开颅去骨瓣减压)肿瘤

未能全切者#对于残存肿瘤予伽玛$

)

%刀治疗可望较长时间控

制肿瘤的生长'

**

(

)

中央回区脑膜瘤手术既要切除肿瘤#又要注意保护中央沟

静脉*矢状窦及中央区皮层等重要结构#手术具有一定难度)

术前周全地设计治疗方案#术中应用显微外科技术是有效治疗

中央区脑膜瘤的关键'

*+

(

#可有效减少中央沟静脉和脑重要功

能区的损伤#提高全切率#减少病残率)术后辅以
)

刀立体定

向放射外科学的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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