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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毒性病理学是从形态学的角度阐明药物毒性造成的组织损伤，包括药物损伤类型、作用部位、病变程度和预后等基

本问题，为临床前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提供客观准确的数据支持。因此，毒性病理学在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具有重要作用，其

数据或结论常常决定了许多药物研发项目的终止或继续。从毒性病理学的特点、规范性管理、病理学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原

位杂交、激光扫描细胞技术、激光捕获显微切割等），以及毒性病理学发展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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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病理学是指从形态学的角度研究药物毒

性所造成的组织细胞形态结构的变化，以帮助确定

药物作用的靶器官、靶部位的损伤特点、程度以及

损伤后的修复过程或最终的转归，通过分析组织损

伤的病理机制，从而阐明药物所导致的具有剂量J
效应关系的形态学变化xNz。毒性病理学评价是临床

前药物安全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药物的安全

性提供了客观准确的科学数据，因此毒性病理学在

药物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xOz。动物毒性实验、致畸

致突变实验和长期致癌性实验都需要进行病理学

检查，并且随着实验的周期延长，组织病理学检查

的结果就更为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毒

性病理学家由于具有兽医学、医学教育和培训背

景，对于解剖学、生理学和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更

为全面，因而在药物开发、毒理学研究和药物安全

性评价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xPJRz。总之，组织病

理学能够揭示药物导致的组织器官损伤的类型、作

用的部位、病变的程度和最终的转归等基本问题，

是药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中最为重要的环节xSJTz。本

文从毒性病理学的特点、规范性管理、病理学新技

术的发展（包括原位杂交、激光扫描细胞技术、激

光捕获显微切割等），以及毒性病理学面临的问题

等方面进行简要论述，以期更好地为临床前药物安

全性评价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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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药物安全性评价中毒性病理学的特点=
根据任进教授等的论述，药物安全性评价中毒

性病理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xUJVz：（N）通过肉眼观察

以及显微镜观察的图像，对其形态特点进行描述；

（O）根据所观察的形态学特点，与正常状态时的形

态进行比较，从而推断出可能存在的病理改变；（P）
需要综合分析考虑动物的临床症状、血液生化、尿

液、脏器质量等指标；（Q）由于动物与人体在组织

形态学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病

理变化的结果直接外推于人；（R）病理学检查具有

主观性，病理学家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总结前辈专家

形态学的经验。因此，病理学是需要多学科相互结

合的一门交叉学科，需要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对病

理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获得准确客观的结果。=
O= =毒性病理学评价的规范性管理=

毒性病理学评价的规范性管理包括组织标本

处理的标准操作规程、毒性病理学检查的标准操作

规程、毒性病理学评价的质量保证、专业术语及病

理报告的规范性几个方面。=
OKN= =组织标本处理的标准操作规程=

组织标本的标准化处理是病理学检查的关键

步骤之一。因为不同实验室的病理技术人员如果在

组织标本的取材、包埋、染色中缺乏统一的规范性

操作标准，会使同一脏器由于取材的不同切面，或

者包埋方向的不一致，以及染色深浅等导致的病理

组织形态的差异，致使各实验室之间的病理数据缺

乏有效比较和分析的可能。=
欧洲 OM 多个大型制药企业以及研究机构的病

理学家和病理技术人员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于

NVVR 年发表了最早的致癌性毒性研究中组织取材

的标准化操作程序xNMz。文章中指明这项工作的主要

目的是确定标准的操作技术，规定了每一个器官组

织应该修取的具体位置和在切片上的方向、修取组

织的大小、修取组织切面的数量等。尽管最初的目

的仅仅是针对致癌性实验所建立的标准化取材指

导原则，但是目前在许多短期毒性试验中也参考应

用。如，较大的脏器（肝脏和肺脏）就明确规定应

该取是哪几叶、哪几个切面。如果是空腔脏器（膀

胱和子宫等），还需要规定取材切割的方向纵切还

是横切。标本的处理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误差，每天

应成比例地处理对照组和给药组。如果进行特殊染

色，应该设定相应的阴性对照组和阳性对照组，以

帮助排除假阴性和假阳性。每一个切片都应注明实验

编号、动物编号、病理编号、切片或蜡块编号xNNJNOI=Tz。=
OKO= =毒性病理学检查的标准操作规程=

首先，病理学家应该确保在标准化的切片中所

有的组织都含有需要检查的所有形态，并且保持一

致性。如果由于取材的偏差，造成组织形态的不完

整，则必须要求技术人员重新取材制片。如果组织

丢失或者部分缺失，比如肾上腺的髓质、垂体的神

经部、肠道或气管的黏膜面等，则需要技术人员重

新进行修取，如果还是达不到阅片的要求，病理学

家需要提交差异性报告说明，在报告中解释说明该

偏差是否会影响药物的安全性评价xNPz。=
其次，病理学家应当使用标准的术语和诊断标

准xNQJNRz。术语选择最重要是清晰准确地描述病变的

特征，如果简单的术语无法准确描述复杂病变时，

可以采用描述性语言进行文字说明。病理学家的阅

片常常有不同的方式，即按动物的不同进行显微镜

检查和按脏器的不同进行显微镜检查。不同动物检

查的方式有利于全面了解到该动物的整体健康状

态，而不同脏器检查的方式则更集中观察某一种特

定病变的变化，有利于病理学家保持病变分级的一

致性。药物有时会加重动物的自发性病变，因此病

理学家应该采用严格的分级系统，并对同一病变的

分级保持一致性。通常严重程度分为 Q级，即极轻

度、轻度、中度和重度。各种分级的每一级别应当

包括靶器官病变的描述，这对于解释严重性和分级

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致癌性研究，病理学家主要的责任就是区

别增生、非典型性增生和肿瘤。如果可能也需要对

肿瘤的良恶性以及原发肿瘤或转移性肿瘤进行判

断。此外，病理学家也需要分析动物的死亡原因。

pnyder 等xNSzOMNS 年提出了啮齿类动物实验（尤其

是衰老实验）死亡原因分析的推荐方法，包括主要

死亡原因，多个促成原因以及死亡原因未知。主要

死亡原因是指能够发现引起动物死亡最显著的病

变；促成性死亡原因是指发现的病变本身不能立即

导致动物死亡，但是却有助于动物的发病，促成性

原因被认为在机制上与死亡相关；组织病理学未发

现与死亡相关的病变，无法判断动物死亡原因的可

归为死亡原因未知。=
OKP= =毒性病理学评价的质量保证=

影响毒性病理学评价质量的最主要的是“诊断

偏移”现象。诊断偏移指的是在一个实验中，病变

的术语或者病变的严重程度存在变化。在一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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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中，偏移是常见的现象。因为众多的动物

组织切片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完成，因此病

理学家可能在病变术语以及分级的判定中出现的

漂移，最终干扰药物毒性的准确判断。因此，当病

理学家意识到在术语诊断和病变严重程度的分级存在

偏移时，需要采用盲法进行切片的再评价xNQI= NTz。盲法

指的是病理学家在阅片之前，遮盖切片的信息，不

知道切片属于给药组还是对照组动物。但是，“盲

法”阅片多用于病理学检查的后期，即在发现相关

病变后，用以评价特定组织器官的变化，以保持统

一实验中诊断术语以及病变的严重程度分级的一

致性。=
通常在研究开始的初始病理学检查阶段，病理

学家不主张采用双盲法阅片，因为双盲法阅片可能

会导致检查时间的增长，并且可能存在细微病变的

遗漏。缺乏分组信息，病理学家在判定药物相关病

变与正常生理偏差更加困难，致使一些用药组和对

照组之间重要的、微小的病变未能发现，严重影响

了病理学评价的准确性。双盲法阅片适用于病理学

检查的后期，常常用于已经确定药物作用的靶器官

后，对于靶器官的病变进行再评价xNQz。双盲法还适

用于评价已知毒性症状并明确损伤病变的研究。因

此，建议在新药的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或新种属动物

的再次研究中首先需要了解动物分组以及其他一

些相关信息后，进行显微镜检查。在病理学检查的

后期再采用双盲法进行阅片，以帮助确定靶器官病

变术语以及病变严重程度分级的一致性，并判定研

究 中 无 毒 副 反 应 剂 量 水 平 （ noJobserv~bleJ=
effecíJlevel，klbi）。=

目前，欧洲和美国的制药企业以及药品监管部

门均认为病理学的同行评议可以提高组织病理学

评价的质量。通过同行评议病理学家的复核，针对

特殊组织的特定病理变化进行再评价，以确保诊断

术语以及病变的严重程度分级保持一致性，从而增

加了组织病理学观察准确性的可信度xNUJNVz。病理同

行评议可以是实验室内部非正式的小组读片，也可

以在不同实验室之间的正式阅片评议。同行评议通

常在实验方案中注明，并在完成研究的最终报告前

完成。同行评议病理学家复查部分动物的切片或某

一特定组织器官的所有切片，并对专题病理学家的

结果进行复核，对病变做出解释。但是复核的变动

不需要正式的记录，不作为原始资料归档，在实验

结束前只需要提供一份专题病理学家和同行评议

病理学家都同意研究报告中的结果，出具同行评议

声明。此外，另一种同行评议的方式为回顾性同行

评议。回顾性同行评议发生于研究报告之后，往往

具有特定的要求。因此，回顾性同行评议后任何改

变都需要产生补充报告，并按照药物非临床研究质

量管理规范（good=l~bor~íory=pr~cíices，dim）要求

对所有同行评议产生的数据进行归档。=
总之，病理学同行评议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诊

断术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并使得病理学检查更加

完整。例如，同行评议中可报告未被发现的药物相

关病变。然后，同行评议确定研究中的靶器官以及

相应的病理学改变，并确定适当的无毒副反应剂量

水平。最终，同行评议确定这些病理学结果解释的

正确性，以保证研究中的药物导致的病变已经发

现，正确诊断并做出相应的解释xOMz。如果同行评议

病理学家与专题病理学家在诊断或者病变的解释

中出现分歧时，可以通过病理学工作组（mtd）对

最终的结果进行仲裁xONz。病理学工作组是由 Q～S
名经验丰富的病理学家组成的，集中重评某项研究

特定靶器官损伤。通过重新读片和讨论，解决具有

异议的问题，最终达成一致性的诊断。=
OKQ= =专业术语及病理报告的规范性=

组织病理学诊断由于主要是主观的图像观察，

因而采用准确的诊断术语以及病变严重程度分级

对于病理数据的分析和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存

在诊断术语错误或者不一致，可能会影响药物毒性

的判断和风险评估。因此，病理诊断术语应该准确、

客观、简洁清晰地描述了关键形态学的改变。目前，

影响诊断术语准确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病理学

家的教育培训背景；不同的病理学家共同完成同一

个研究中的不同部分实验；诊断的漂移；病变的复

杂性等。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缺乏诊断术语

以及诊断标准的标准xOOz。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世界

各国的实验室都意识到确定标准化的诊断术语以

及诊断标准的重要性，因为它直接影响了管理机构

对新药申报资料的评审和批准，以及各个实验室之

间的互认。=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tel）和各个国家的毒

性病理学会等都已采取了积极措施。如，美国毒性

病理学会（pqm）对啮齿类动物部分组织器官病理

诊断名称（术语）标准化系统进行了整理、公布。

目前，由 pqm、欧洲毒性病理学会（bpqm）、英国

毒性病理学会（_pqm）和日本毒性病理学会（gp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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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开展了国际合作项目，即大、小鼠病变术语和

诊 断 标 准 的 国 际 统 一 项 目 （ iníern~íion~l=
Ü~rmoniz~íion=of=nomencl~íure=~nd=di~gnosíic=criíeri~=
for=lesions=in=r~ís=~nd=mice，fkeAka）。目前该项目

正在进行中，已经完成了 V个系统的增生性和非增

生性病变的统一的标准术语和诊断标准，相应内容

可在全球开放注册术语信息系统（glob~l= open=
oegisíry= komencl~íure= fnform~íion= pysíem ， go=
obkf）中查询xOPz。=
P= =毒性病理学的技术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毒性病理学研究也出现

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毒理学检测终点仅对组织病

理改变进行评估，其过程繁琐且不敏感，不能反映

某些重要的生物学变化。此外，由于受教育及工作

背景差异的影响，病理学家的主观性突出，已经无

法满足药物毒性研究的高标准要求。因此，一些新

技术、新方法逐渐应用到毒性病理学的评价过程

中，包括免疫组化、原位杂交、原位聚合酶链反应

（mCo）、激光扫描显微镜技术、激光捕获显微切割

技术等，通过这些技术不但观察到组织细胞原位的

形态结构特征，而且在细胞水平对 akA、okA 和

蛋白质进行空间定位xVz。=
PKN= =原位杂交以及原位 mCo技术=

原位杂交是采用标记的互补 akA、okA 或修

饰的核酸链来定位部分组织或细胞中的特定的

akA或 okA序列。原位 mCo是在组织或细胞标本

切片上直接进行 mCo，通过细胞中特定 akA 的扩

增，检测细胞的靶基因。它不但可以确定靶基因存

在于何种细胞中，也能帮助人们认识靶基因与细胞

之间的关系。原位杂交和原位 mCo目前正成为临床

病理学诊断的一项具有高特异性、高灵敏性的新技

术，有助于病理学家在分子和细胞水平对疾病的病

理机制以及疾病转归进行深入研究。jeyer等xOQz将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与免疫荧光技术结合，采用线性

ikALakA 寡核苷酸探针，用以观察和检测细胞内

特定的核酸和蛋白，包括 NUs和 OUs核糖体 okA以

及多聚腺苷酸化 mokA。因此，该方法可以广泛用

以研究细胞应激中 okA 的表达、转运以及 mokA
翻译的变化。=
PKO= =激光扫描细胞技术=

激光扫描细胞技术（l~ser=sc~nning=cyíomeíry，
ipC）是药物研发中组织切片定性和定量分析的重

要方法xORz。该技术有效地结合了流式细胞组织结构

保留的优势，主要与免疫荧光联合用于培养细胞以

及组织切片的检测。通过激光扫描显微镜可以评价

石蜡组织或冰冻组织中可发光的免疫组化或组织

化学产物，即利用倒置散射测量或组合荧光倒置散

射测量，自动测定发光的免疫组化及组织化学切片

中的细胞或细胞核增殖标记指数、细胞面积（如细

胞肥大）、间质成分、染色强度（如细胞质或细胞

器的蛋白含量）等。因此，该技术可进行标准化的

定量分析。此外，采用 ndoí®纳米晶体标记技术可

以在一张切片中检测多个标志物。激光扫描细胞技

术的优势主要是自动化、高通量检测能力（一次能

同时进行 NUM 张切片的扫描分析），并且与其他半

定量或定量检测结果具有高度相关性，能够产生具

有生物学意义的形态终末数据。该技术的缺点很

少，但是非结构细胞质抗原标记的显色强度积分量

化的动态检测范围狭窄，因此该技术采用荧光标记

时更为合适xOSz。=
PKP= =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技术=

随着人类基因组列表的增加，人们面临的一个

重要的科学挑战就是如何在实际的组织中准确地

认识和了解推动正常组织形态变化和进展的分子

事件。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技术（ l~ser= c~píure=
microdissecíion，iCj）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获取

组织切片中特定的显微结构，将感兴趣的细胞转移

至已经被激光激活的聚合膜上，直观地进行视觉检

测。通过 iCj 技术直接从染色组织中的纯细胞中

获得 cakA文库，并从显微切割的人体组织标本中

直接检测相应基因的表达。因此，这种指纹基因表

达模式的检测可以提供关于病因的关键线索，最终

有助于针对单个个体的分子诊断以及个体化治疗。

特定病理损伤变化的特定分子可能成为早期影像

诊断以及治疗的靶点xOTz。=
Q= =目前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我国毒性病理学的发展仅仅在最近的十几年，

尤其是伴随着临床前药物安全性评价 dim 实验室

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与国际毒性病理学专业学科相

比，我国在许多方面存在差距，如缺乏规范性统一

的病理学评价标准，组织诊断质量不高，术语及诊

断标准混乱，从事该专业的病理学家经验、教育背

景和培训不同等，这些因素都影响病理学数据的客

观准确性。可喜的是，OMNR年我国成立了中国毒性

病理学委员会，该委员通过会议培训、专业书籍翻

译出版等方式积极推动我国毒性病理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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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实验动物的基础研究比较落后，尤

其是比较组织学、病理学、比较毒理学以及实验动

物相关背景性疾病等学科研究较少。因此，加快比

较医学的发展，深入了解动物组织病理学与人体的

差异，有助于准确地做出病理评价。总之，我国药

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的组织病理检查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并存，通过推进实验动物病理的培训，推动

标准化的管理，从而促进我国药物毒性病理学学科

的快速发展xOTz。因此，各新药安全性评价中心可以

参照国际先进经验，分阶段制定近期目标和远期目

标，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脚踏实地一步步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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