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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第
+

批$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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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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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同时检测血清胰岛素!并取胰腺行胰岛素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用体视学形态定量研究方法测量胰岛总体积&胰岛总面积和单位面积胰岛内
Y

细胞核数量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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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

照组的胰岛总体积&胰岛总面积&单位面积胰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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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数量&血清胰岛素和空腹血糖比较!成模大鼠在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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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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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成模大鼠的胰岛总体积&胰岛总面积和单位面积胰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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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数量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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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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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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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比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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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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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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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损伤后!随着病程的延长!其数量不能自行恢复%

关键词"链脲佐菌素#大鼠#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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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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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尿病的防治中#选择适当的干预措施保护残存的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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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至关重要'目前#在运用链脲佐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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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动物模型进行胰岛
Y

细胞损伤的保护性药物筛选

方面的研究中#有关药物治疗后胰岛
Y

细胞数量能否恢复的

研究报道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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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胰岛
Y

细胞损伤后如果不采取任何干

预措施#其数量随着病程的延长能否自行恢复却很少有研究报

道'本实验采用体视学形态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血清胰岛素(空

腹血糖测量等方法#探讨胰岛
Y

细胞损伤后能否自行恢复#为胰

岛
Y

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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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与实验组的血糖&血清胰岛素和形态定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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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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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射药物前和注射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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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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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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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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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第
,

批&#给动物禁食(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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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剪尾取血#用微血糖测量仪及配套的血糖试纸#最大血糖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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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血糖值仪器显示为
#

#这种情况血

糖值被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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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射药物后第
>

天$第
+

批&

和第
1-

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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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及标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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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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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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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处死大鼠#取出胰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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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乙醇脱水#分离胰腺并称质量后#行组织块等距随机抽样#

每个胰腺共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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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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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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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素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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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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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观察与形态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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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生物显

微镜和体视学图像系统观察切片#记录胰岛内胰岛素免疫组化

阳性细胞$胰岛
Y

细胞&核的多少(大小和染色的深浅情况'

用体视学方法测量以下指标!$

+

&胰腺体积!胰腺的质量除以胰

腺密度
+.&,+

$胰腺的密度用已知浓度(比重的乙醇溶液测

得&%$

,

&胰岛总体积!胰腺体积乘以胰岛的体积分数即胰岛的

总体积)

%

*

%$

%

&胰岛总面积!每张切片随机抽选胰岛$不超过
,&

个&#并利用测试系统软件在图像上随机叠加
+,]+%

规则排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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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测点$点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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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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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位于胰岛内的总

测点数#胰岛内的总测点数乘以每一测点所关联的测面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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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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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胰岛总面积%$

-

&单位面积胰岛内
Y

细

胞核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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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随机抽选的胰岛内
Y

细胞核的总个数#

Y

细胞核的总个数除以胰岛总面积即得单位面积胰岛内
Y

细胞

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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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

L

(9<K9K+.&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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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组之间的均值比较采用
:

检验#个别

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时采用秩和检验'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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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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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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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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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血清胰岛素
!

第
+

批大鼠的实验组在注射

<@d

后第
>

天血糖达成模标准$血糖
%

++.+((ET

"

D

)

-

*

&的大

鼠$成模
>7

组&有
>

只%第
,

批大鼠的实验组在注射
<@d

后第

>

天血糖达成模标准且成活至第
1-

天的大鼠$成模
1-7

组&有

1

只'成模
>7

组(成模
1-7

组及其正常对照组在注射药物前

和取材前的血糖以及血清胰岛素见表
+

'

D.D

!

形态学观察与形态定量
!

对照组所有胰岛内
Y

细胞数

量多#占据胰岛的大部分%胰岛素表达强#胞质内含大量棕黄色

颗粒%核的大小(形态一致$封
%

图
+

&'成模组所有胰岛内
Y

细胞数量减少%胰岛素表达明显减弱#细胞内胰岛素颗粒染色

深浅有较大差异%有的
Y

细胞核直径增大$封
%

图
,

&'成模
>

7

组(成模
1-7

组及其正常对照组的胰腺体积(胰岛总体积(胰

岛总面积(

Y

细胞核的总数和单位面积胰岛内
Y

细胞核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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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E

!

讨
!!

论

胰岛
Y

细胞的再生主要包括!$

+

&

Y

细胞增生!主要来自成

体干细胞或前体细胞#胚胎发育晚期及新生期是
Y

细胞增生的

高峰期#成年后只有当胰岛受到严重损伤或在大量
=DC'+

刺激

下#干细胞才有可能分化为
Y

细胞'$

,

&

Y

细胞自我复制!出生

以后
Y

细胞数量的维持主要是已有
Y

细胞的复制和凋亡之间的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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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关心的是药物治疗后糖尿病动物胰岛
Y

细

胞数量能否恢复#但对胰岛
Y

细胞损伤后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

措施#其数量随着病程的延长能否自行恢复的报道少'如有研

究表明新生大鼠或胎鼠的胰岛
Y

细胞损伤后能够部分恢复)

0'>

*

#

另有研究报道#成年大鼠注射
<@d

后#随着糖尿病病程的推进#

通过形态学观察发现胰岛
Y

细胞进一步减少#到
0

个月时许多

胰岛内只残留
,

$

%

个
Y

细胞#有的甚至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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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通过体视学形态定量研究表明#与对照组比较#糖

尿病成模大鼠在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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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第
>

天$成模
>7

组&的胰岛总体

积(胰岛总面积(

Y

细胞核的总数(单位面积胰岛内
Y

细胞核数

量和血清胰岛素分别减少了
>/X

(

/,X

(

?&X

(

>%X

和
0>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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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腹血糖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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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的总数(

单位面积胰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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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核数量和血清胰岛素分别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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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成模大鼠的胰岛
Y

细胞已受到严重

的损伤#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明显降低#空腹血糖明显升高'而

成模大鼠的胰腺体积(胰岛总体积(胰岛总面积(

Y

细胞核的总

数和单位面积胰岛内
Y

细胞核数量在第
>

天和第
1-

天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形态学观察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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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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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也无明显区别%

血清胰岛素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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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都是由男生发起的#他们表现出更强的占有欲和主动

性#发生性关系的首要目的是满足生理需要$

/&.0%X

&#而女生

更多处于被动迎合的位置#主要为了发展巩固爱情$

/&.&&X

&

或是想着以后会结婚$

-/.,-X

&而迁就恋人#这种明显的男(女

性别差异往往使女性在婚前性行为中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今

后的教育中#应重视性别差异#结合男(女生各自的心理生理特

点开展教育工作'

在有过性行为的学生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偏低#仅
+-.11X

的学生总是使用安全套#有
+%.,,X

的人从不使用安全套#说

明学生的安全性行为意识比较薄弱#安全隐患较大'虽然

>0.,-X

的学生认为正确使用安全套能降低感染性病"艾滋病

的风险#但使用避孕套的首要目的是避孕$

?&.?+X

&#其次才是

预防性病(艾滋病$

,-.>?X

&#并未体现出性别差异'因此#应

加强性病(艾滋病易感性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

总之#男(女生在对待婚前性行为态度(婚前性行为现状及

安全性行为意向等多个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因此#针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受媒体(网络五花八门性观念影

响#摇摆于开放与传统之间的大学生#性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

学生也期望从正规渠道获得相关知识'今后对大学生群体的

艾滋病健康教育(性教育中应充分考虑性别差异#制定更有效(

更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提高

自我保护能力#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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