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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耳炎患者胆脂瘤中转化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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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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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估中耳炎患者胆脂瘤内转化生长因子
.

"

8TP6

.

#的水平!探讨其对上皮细胞增生潜在的影响机制$方法
!

分别取胆脂瘤上皮"

##

例#%正常外耳道组织标本"

/"

例#!将其作成石蜡切片!根据免疫组织化学法"

$6V

#对两类标本进行染色处

理!观察
8TP6

.

的表达水平'借助彩色图文系统定量分析所得的染色结果$结果
!

8TP6

.

表达在胞浆内呈阳性!在胆脂瘤上皮组

织内则可见中等&强阳性两种反应'由基底层到角质层!

*#

例标本的染色程度明显增强'皮下结缔组织内观察到少量的阳性细胞!

多以纤维%巨噬细胞为主'表层内外耳道皮肤组织可见大量的阳性表达(其中有
,

例标本处于弱阳性'

/"

例肉芽组织中!均发现分

散的阳性细胞!且血管内皮细胞检测为中等阳性$

8TP6

.

积分吸光度在胆脂瘤上皮检测值为"

#1!*/\"10,0

#!正常外耳道表皮检

测为"

/1!+*\"1/!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结论
!

胆脂瘤组织内!

8TP6

.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皮肤组织!推测可调节甚

至诱发胆脂瘤上皮的增生$

关键词"中耳炎'

!

胆脂瘤'

!

转化生长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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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证实#胆脂瘤内不同类型生长因子均可见高表

达'但是#与转化生长因子
.

$

8TP6

.

%相关的研究并不多'作

为表皮生长因子$

]TP

%内部的重要成员#

8TP6

.

可以和表皮生

长因子受体$

]TP(

%之间充分地结合和发生作用#从而加快细

胞分裂'不少鳞状细胞癌-甚至上皮良性增生性疾病中#均可

见
8TP6

.

的高水平表达(

/

)

'为探讨
8TP6

.

-胆脂瘤彼此的相

关性#本实验根据免疫组织化学法$

$6V

%对胆脂瘤组织内
8TP6

.

的具体表达进行检测'现将结果统计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耳鼻咽

喉科
##

例中耳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单纯肉芽组织共计

/"

耳#胆脂瘤组织共计
0

耳&肉芽组织
-

胆脂瘤共计
4

耳#均

拟行中耳手术'男
/*

例$共有
/*

耳%#女
7

例$共有
7

耳%&年

龄
#0

#

+7

岁#平均
*410

岁'有
/4

耳位于左侧#

0

耳位于右侧&

病程
/

个月至
*"

年#平均
,1!!

年'另取
/"

例外耳道健康皮

肤组织#纳入对照组#相同患者可多次取标本'根据
/"2

甲醛

进行固定#用石蜡完成包埋'所有标本均进行切片#厚度为
!

'

L

&选其一进行苏木精
6

伊红$

&]

%染色#用于免疫组织化学对

照#剩下切片则进行
$6V

染色'

$1/

!

试剂
!

单克隆抗体!均选择小鼠抗人#也可以是大鼠

8TP6

.

单抗
%

@

T#&

$

5J6#

%&和人亦或是大鼠
]TP

未发生交

叉#浓度
/k0"

&

[;C9

@

=;=(=>=AFCB

产品$武汉博士德生物工

程%'广谱
$6V

试剂盒-使用的生化试剂$福州迈新生物技术%'

$1'

!

方法

$1'1$

!

$6V

染色
!

基本步骤!将石蜡进行切片#予以脱蜡&完

成水化#并使用磷酸盐缓冲液$

VY$

%进行洗片&放入柠檬酸缓

冲液#于微波炉上进行加热#时间为
#L:;

#继续洗片&将试剂
5

滴入到切片上#于
*4X

环境下放置
/"L:;

#使用
VY$

进行洗

片#时间为
0L:;

#共
*

次&滴入动物血清#

*4X

温度下放置
/0

L:;

#将多余液体全部去除&滴入一抗$

8TP6

.

单抗%#

*4X

环境

下静置
#B

#使用
VY$

进行洗片#时间为
0L:;

#共
*

次&然后滴

入二抗#同样在
*4X

环境下静置
/0L:;

#再次使用
VY$

进行

洗片#每次
0L:;

#共
*

次&将过氧化物酶滴入至切片上#在

*4X

环境下静置
/0L:;

#使用
VY$

进行洗片#时间
0L:;

#共
*

次&将二氨基联苯胺$

)5Y

%滴入至切片#使用光镜进行比对#并

用自来水直接进行冲洗&完成复染-透明以及封片等相关操作'

将已有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使用
VY$

来取代一抗#用于阴

性对照'各组实验同时设置阳性对照-阴性对照'

,

4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0

月第
/!

卷第
7

期
!

SAJ'=G.D:;

!

'A

I

#"/4

!

U9D1/!

!

W917



$1'1/

!

结果判断(

#

)

!

阳性反应!细胞质呈现出棕黄色颗粒&染

色强度呈淡黄色#即弱阳性&呈现为棕色#即为中等阳性&呈现

为棕褐色#即为强阳性'

$1'1'

!

计算机图像处理
!

根据
'V%5$60""

彩色病理图像#定

量分析实验中的染色结果'所有标本切片#均在
/""

倍视野下

进行观察#挑选
0

个典型部位#测量窗设置为
/14/,g/"

0

'

L

#

&

对上皮阳性细胞对应的积分吸光度进行测定#其平均值#即视

为本标本最终的测量值'

$1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71"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
I\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1"0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8TP6

.

表达情况
!

8TP6

.

在胞浆内呈阳性#在胆脂瘤上

皮组织内则可见中等"强阳性两种反应&由基底层到角质层#

*#

例标本的染色程度明显增强&皮下结缔组织内观察到少量的阳

性细胞#多以纤维-巨噬细胞为主#偶尔有淋巴细胞&表层内外

耳道皮肤组织可见大量的阳性表达!其中有
,

例标本处于弱阳

性'颗粒层观察到中等阳性表达的标本共有
#

例'阴性对照

没有显色#不属于非特异性着色'

/"

例肉芽组织中#均发现分

散的阳性细胞#且血管内皮细胞检测为中等阳性'

/1/

!

8TP6

.

积分吸光度
!

胆脂瘤上皮检测为$

#1!*/\

"10,0

%#正常外耳道表皮检测为$

/1!+*\"1/!0

%#肉芽组织检

测为$

/14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

!

讨
!!

论

'1$

!

中耳胆脂瘤的形成机理
!

中耳胆脂瘤#即鼓室亦或是乳

突腔中出现角化鳞形状的上皮#其结构为囊袋'角化物-上皮

大量聚集或是包含很多胆固醇结晶#慢慢发展为胆脂瘤#可能

对骨壁产生破坏'医学界将胆脂瘤划分成
*

大类!$

/

%先天性&

$

#

%后天原发性&$

*

%后天继发性'先天性胆脂瘤#指的是外胚

层上面的胚胎细胞#残留于颅骨中#慢慢形成胆脂瘤'上鼓室

亦或是乳突腔中比较常见#其起病往往和慢性感染无关(

*60

)

'

根据黏膜上皮化生学说的观点(

+64

)

#乇上鼓室中出现不易察觉

的轻微炎症#对鼓膜内侧进行持续性的炎症刺激&上鼓黏膜表

现为鳞状#鼓膜基层鳞状上皮沿着深层相反的方向快速倒生等

因素引起'后天继发性胆脂瘤诱发机理如下!$

/

%中耳炎鼓膜

穿孔引起的激发作用#鳞状上皮沿着鼓膜穿孔周边$特别是鼓

膜后上限%的方向进行迁移#抵达中耳#演变为胆脂瘤母质&$

#

%

不张性中耳炎#患者的鼓膜松弛位置内陷#变成胆脂瘤(

,67

)

'本

病的患者#大多伴有慢性分泌性中耳炎亦或是鼓室负压等病

症&鼓膜后上区甚至全部鼓膜逐渐萎缩#顺着中耳内部进行塌

陷#令上鼓室承受负压#萎缩下去的鼓膜松弛将明显地内陷#出

现上鼓室不张'内陷袋相关的鳞状上皮#同样有可能转变成胆

脂瘤母质#继而出现第二种疾病#也就是继发性胆脂瘤'

'1/

!

8TP6

.

因子的作用机制
!

和普通的肿瘤或者炎症不同#

胆脂瘤有其自身的病理特点'病理变化中#不少细胞因子均会

直接-间接性参与'

8TP6

.

和表皮细胞生长因子等尤为突出'

8TP6

.

属于比较关键的生长因子#可以对静止性细胞予以刺

激#使其转为非静止性生长的状态'不少恶性肿瘤内#同样可

观察到
8TP6

.

有很高的表达水平'不过#之后也有研究得出!

8TP6

.

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均和恶性转化存在关联(

/"

)

'一

组体外试验发现#

8TP6

.

对上皮角质细胞的正常形成-分化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提示
8TP6

.

能够对上皮细胞及其生长起到

明显的刺激作用(

//6/#

)

'本次实验中#外耳表皮同样可检测到

8TP6

.

阳性颗粒有所分布#但比较稀疏'根据上述研究可知#

正常外耳道皮肤同样包含部分
8TP6

.

分泌#可以对表皮增生

甚至是分化予以维持'胆脂瘤上皮组织内#

8TP6

.

表达相对

偏高#其积分吸光度相较于正常表皮明显高的多#这和
8ALL

等(

/*

)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见#胆脂瘤上皮细胞内部

8TP6

.

呈现高水平#其活性有所提升#意味着胆脂瘤上皮有很

好的增殖性'

]TP(

同样在胆脂瘤上皮内有很高的表达水平'

基于此#

8TP6

.

通过自分泌机制能够对胆脂瘤上皮增生起到

明显的调控作用'

'1'

!

8TP6

.

表达与胆脂瘤的关系
!

研究发现#炎性反应过程

中#上皮角质细胞并非被动当做靶细胞#而受到免疫细胞的强

烈攻击(

/!

)

'相反#它能够释放
8TP6

.

等不同类型的细胞因

子#同时介入整个炎性反应'可能原因为胆脂瘤上皮内部

8TP6

.

水平的大量上升#或由于炎性刺激作用下#角质细胞出

现大幅度地分泌引起'除来源于角质细胞外#受激活作用下的

影响#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等多种细胞同样也可释放出很多

8TP6

.

'

)=.9F>9

等(

/0

)推测胆脂瘤皮下活性免疫细胞$淋巴

细胞-浆细胞-巨噬细胞等%可能与胆脂瘤上皮角质细胞的生长

分化失调有关'本实验内#同样可观察到上述细胞呈现中等阳

性#提示皮下组织细胞能够形成和释放
8TP6

.

'上皮下炎性浸

润细胞#能够提供比较独特的微环境#对角质细胞进行刺激#从

而形成广泛的
8TP6

.

#保持胆脂瘤上皮长期的增生性'下列问

题需引起重视#胆脂瘤上皮有如下特征!由基底层慢慢拓展至

角质层#

8TP6

.

染色明显在增强'上述结果不同于
$H;

等(

/+

)

所做的研究'究其原因!$

/

%

8TP6

.

所发挥的作用并非仅仅是

对基底细胞生殖进行刺激#同时它还会对基底上层细胞发生作

用'$

#

%基底细胞往往拥有很高的
]TP(

水平#可以形成很多

8TP6

.

&通过和
]TP(

之间结合可以迅速降解'此时#

8TP6

.

在该部位的表达水平将有所下降'

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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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胆脂瘤上皮-正常组织内部
8TP6

.

不同

的表达水平进行比对#得知前者各细胞内部
8TP6

.

的表达水

平相较于正常皮肤要高出很多'本实验中#外耳道表皮同样可

观察到少量的
8TP6

.

阳性颗粒#提示正常外耳道组织也存在

一定的
8TP6

.

&但是#胆脂瘤上皮内部
8TP6

.

有很高的表达#

足以体现胆脂瘤上皮具有很好的增殖性#这和学者们的报道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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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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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克隆抗体#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法结合原位杂交技术展开实验#得知胆脂瘤组织内#颗粒层中

8TP6

.

有大量的表达#这说明该指标或可参与调解上皮增殖

旁的整个分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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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认为!中耳肉芽组织#其

前身疾病在于潴留大量渗液#为中耳腔慢性长期渗液和不断累

积的共同结果'李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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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乳突腔肉芽组织的异常变化#

类似于上皮组织'它们最典型的表现均为慢性炎症&中性粒细

胞明显浸润-纤维渗出等多种典型的急性炎症病变#同时还伴

有巨噬细胞高度浸润#可见腺管结构等重要的病理结构'

本试验选取的
##

例中耳炎患者#结果得知!

8TP6

.

表达在

胞浆内呈阳性#在胆脂瘤上皮组织内则可见中等"强阳性两种

反应&皮下结缔组织内观察到少量的阳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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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肉芽组织

中#均发现分散的阳性细胞#且血管内皮细胞检测为中等阳性'

胆脂瘤上皮同样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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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较高的表达&通过将其与肉芽

组织对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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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要比后者高出很多'可能原因为

胆脂瘤组织所起到的破坏作用#要比肉芽更大'中耳炎性刺

激#实际上是诱导胆脂瘤产生的主要病因'受
8TP6

.

等诸多

细胞因子的影响#炎症早期仅仅可见渗出液'当病变蔓延#肉

芽组织会慢慢地形成某个较大的吸收区域#而
8TP6

.

可以加

速蛋白质合成与分化#诱导产生胆脂瘤'由此可见#胆脂瘤内

8TP6

.

所起到的作用并非仅仅加快上皮增生#甚至可参与其

他病变'总之#中耳胆脂瘤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受到不同因

素的影响'探讨
8TP6

.

在胆脂瘤中和血管生成之间的相关

性#对胆脂瘤侵袭性行为有很高的诊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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