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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病理学诊断中特殊染色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长期的改进与创新特殊染色能够有针对性地对组织成分进行染色，

使组织病理学评价更加完善精确。非临床药物评价中常用的特殊染色法有结缔组织染色的j~ëëon三色染色法、肌肉染色的

磷钨酸苏木素染色法、糖原染色的过碘雪夫染色法、脂质类染色的油红 l染色法、色素类染色的 j~ëëonJconí~n~染色法，

以及神经组织染色和病理沉着物染色等，综述特殊染色的主要内容及应用中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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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ood=l~bor~íoró=

ér~cíáce= for=nonclánác~l= l~bor~íoró= ëíudáeë，dim）是

专门针对于非临床药物安全评价而制定的管理条

例。病理学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而特殊染

色作为 dim 实验室病理评价体系的重要辅助技术

之一，为受试药物所导致的组织病变提供可靠的诊

断依据，是非临床药物安全评价庞大的系统工程中

不可或缺的环节xNz。组织学技术中最常用的染色方

法是苏木–伊红（eb）染色法，简单、经济、技术

成熟，在病理染色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在 dim试
验过程中经常遇到需要在病理形态学上确认细胞组

织成分，用以判定各种组织病变程度与修复情况，

而这是常规 eb 染色所无法观察到的，即使借助生

物技术、电镜以及免疫组化等方法，但也有试验条

件不利于普及、耗材昂贵等问题，特殊染色法的出

现便解决了以上难题xOJPz。=
特殊染色是利用特定的染色试剂对被检脏器组

织所对应的成分进行染色，染色物质直接与染料结

合呈色，使组织或者细胞中存在的病变、病原体、

以及病理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物质得到明确的显示，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xQz。其具有反应特异性、

定性准确、步骤简单、成本低廉、结果可靠等优点。

dim 病理实验室中常用的特殊染色类型有结缔组

织染色、肌肉染色、糖原与黏液的染色、脂质类的

染色、色素类的染色、神经组织的染色、病理性沉

着物的染色等。特殊染色能够对 eb染色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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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物质进行标记染色，以明确病变部位，进而

可以定性、定位、定量地检测出病变组织细胞内的

成分与特殊物质。=
N= =结缔组织的染色=

结缔组织在体内分布广泛，具有防御、联结、

修复、以及营养等功能。对于其中胶原纤维的鉴别

最常采用 j~ëëon 三色染色法，染色的结果使胶原

纤维与肌纤维、胞质和红细胞得到了区分。为了得

到良好的染色效果，对于组织标本的固定十分重要：

除了对新鲜取材的标本及时固定外，固定液最好选

用 _ouán固定液，以便增强对组织细胞的渗透与固

定。载玻片应经过浓硫酸浸泡蒸馏水冲洗以避免出

现结晶黏附现象。染料尽量现用现配。因为固定液

与试剂染料具有一定的毒性，染色过程中注意做好

自我防护xRz。=
dim 试验中主要用于观察组织器官的损伤程

度以及鉴别 eb 染色无法区分的含有纤维成分的肿

瘤。在 CClQ诱发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以及异种血清诱

导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中 j~ëëon 三色染色可以非常

清楚的显示肝小叶结构被破坏的程度、纤维组织增

生分割肝小叶、假小叶的形成等。对组织病理学评价

一些肝纤维化药物的治疗效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余还有改良以后的 s~n=dáeëon染色法、天狼

星红染色等。如果需要鉴别弹性纤维和网状纤维，

因为其具有嗜银的特点所以可以采用 cooí染色法，

染色结果使网状纤维染色呈黑色、胶原纤维与肌纤

维分别为棕褐色和黄色，用于鉴别肿瘤的性质和恶

性的程度以及组织中基底膜的变化；而如 serhoeff
铁苏木素染色法、维多利亚蓝染色法则多用于显示

皮肤组织中弹性纤维的变化。=
O= =肌肉的染色=

肌肉组织主要是由肌细胞和少量的结缔组织组

成，可根据形态和功能分为平滑肌、骨骼肌、心肌

P 类。利用染料对组织选择性着色的原理，采用

j~lloró磷钨酸苏木素（mqAe）染色法，此法操作

简单，而且试剂易得；此外还有苏木素碱性复红苦

味酸染色法（emcm）以及四重染色法。染色结果使

横纹肌呈现蓝色、胶原纤维与网状纤维呈现玫瑰红

色，可以用来显示心肌和骨骼肌的基本结构。=
实验室在配制 j~lloró 染液时，通常会遇到染

液成熟周期较长的问题，可以考虑在配制过程中滴

加适量浓度的双氧水来促进染液的迅速成熟xSz，双

氧水浓度与滴加量应该根据实验室实际情况反复试

验来获得最佳使用剂量。此外，染色时间的把控十

分重要，不要过染。如果实验室有温箱的话，可以

考虑反应温度在 SM=℃，加速反应时间，取得良好

的染色效果。普通 eb 染色不能够清楚显示肌纤维

的来源，而 j~lloró= mqAe 染色法能够更全面的显

示肌纤维的多方面病变，对诊断不同肌纤维组织的

脂肪变性、黏液变性、坏死及显示修复过程的病变，

对于鉴别与区分横纹肌肉瘤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P= =糖原与黏液的染色=

糖原主要分布在肝、心肌、骨骼肌的细胞质内，

是动物体内重要的营养物质。常用的特殊染色法是

过碘雪夫（mAp）染色法。结果使糖原及阳性物质

显示红色，细胞核呈现蓝色。能够区分 eb 染色中

的水样变与脂肪变、肾小球基膜的破坏或褶皱、异

物寄生虫染色等xTz；判定某些特定肿瘤细胞的起源

以及是否发生血管浸润以及对真菌疾病的诊断也有

重要的意义xUz。mAp 染色法是通过氧化剂过碘酸

（éeráodác= ~cád）氧化生成醛基，再与染色剂结合而

形成紫红色。它可以显示 eb 染色无法确定的精子

细胞头部的顶体结构，在生殖毒性试验研究中通过

观察精子发生过程中生精上皮细胞组合的周期性形

态学变化特点，对精子发生过程精确划分并进行生

精上皮周期确定，把精子发生这一连续、复杂的动

态过程静止化、具体化，从而更加精确评价睾丸生

殖毒性病理学损伤特点。=
但是在染色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染色效果不好、

染色位置出现偏差等等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组织固

定不及时导致糖原固定不透或不均，还应考虑过碘

酸氧化是否完全、试剂有效期、染色时室温温度高

低的问题；这样都可引起人工假像以及染色不良。

所以对于糖原的固定十分重要，动物进行取材后应

在第一时间固定，酒精的使用也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条件充分的实验室也可采用交联固定剂。能够保存

细胞形态结构完整的前提下使蛋白质得到充分的固

定，同样也适用于免疫组化染色xVz。此外无论是反

应中用到的高碘酸溶液或者 pcháff试剂尽量做到现

用现配。=
黏液样染色最常用的也是 mAp染色法，胞浆的

红色深浅不一。=
Q= =脂质类的染色=

脂质是一类可溶于有机溶剂的混合物质，可分

为单纯脂质、复合脂质、衍生脂质 P 类xPz。组织中

含有脂质的常用切片方法是冰冻切片机切片法，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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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特殊染色法是改良的油红 l染色法。该方法操

作简单，油红 l染料具有和组织内三酰甘油（中性

脂肪）着色的特异性，染色结果对比明显：脂肪呈

鲜红色、细胞核呈深蓝色。其他的染色方法还有苏

丹黑 _染色法等。=
在诊断脂肪变性，通过显示沉积类脂质检测在

dim试验中用以评价动脉粥样硬化动物试验、脂肪

肝模型、诊断脂肪栓塞以及相关肿瘤的辨别，在一

般毒性病理评价中由于试剂二甲苯会将脂滴溶解，

细胞空泡变性与脂肪变性极难区分，所以体现了油

红 l染色的重要性。在染色中为了防止脱片，可以

采用经过特殊处理的载玻片，油红 l染料在新鲜配

制后应给与足够的时间进行沉淀再使用，由于染料

显色与颜料颜色相近，避免待观察组织附着上染料

残渣造成人工假像，这也恰恰是试验人员必须注意

的。经过多次染色结果比较，异丙醇参与染色的效

果比乙醇要好，异丙醇易挥发的缺点可以用密封性

较好的染色皿来弥补xNMz。=
R= =色素类的染色=

色素位于细胞内或者细胞间，其种类很多，可

以分为黑色素、脂褐素、含铁血黄素、胆色素等，

也都有与之对应特殊染色法。dim试验中，镜下经

常观察到黑色素和部分脂褐素，其在动物内分布广

泛：皮肤、毛发、眼球、脉络膜以及软脑膜都可以

检测到黑色素沉着xNNz。常规染色为黄棕色，容易混

淆，为了证实黑色素等色素的存在，j~ëëonJconí~n~
黑色素染色法是常用的特殊染色法。这种发法染色

结果稳定，易操作，非特异性染色干扰少xNOz。黑色

素具有还原性，能够与氨银液中的银离子反应，镜下

观察显示为黑色颗粒。细胞核经过中性红着色为红

色。应用于黑色素细胞瘤及相关皮肤病的研究xNPJNQz，

对于神经黑色素的研究也能提供相应的诊断依据。

此种方法对反应环境十分苛刻，需要保证使用染色

器皿的洁净，细微的沉渣颗粒或者是嗜银离子的存

在都会造成误诊。为了解决反应时间过长的问题，

可以考虑提高反应温度的方法来解决，目前常用的

是微波快速反应法xNRz。=
S= =神经组织的染色=

尼氏体又称尼氏小体，主要分布在神经细胞的

胞质内，它的存在与消失是检测神经细胞损害的一

项重要指标xNSz。根据尼氏体嗜碱性的特点，尼氏体

染色在 dim实验室通常使用尼氏焦油紫法，染色结

果尼氏体呈蓝紫色，细胞核呈蓝色。神经元与神经

纤维染色可以采用 _áelëchowëkó 改良法、dleeë 和
j~rël~nd染色法，上述方法都是利用还原剂将硝酸

银还原，使银颗粒附着于神经纤维的轴索中，故染

色结果呈现黑色。在实验室常规染色中，因为髓鞘

中的类脂质被溶解，不容易观察到其形态特点及物

质成分，所以神经组织的研究与诊断中均需要特殊

染色来证明观察。=
特殊染色能够将髓鞘变性早期、中期、晚期 P

个阶段明显的表达出来xNTz。对于神经髓鞘的染色可

以采用teál法改良法、ioóez苏木素染色法、j~rchá
变性髓鞘锇酸染色法等。j~rchá变性髓鞘锇酸染色

法是将变性的髓鞘选择性的进行染色，正常髓鞘不

着色，而teál法改良法的染色结果与之相反，只将

正常髓鞘着色。对神经纤维进行特殊染色可以用来

观察髓鞘的变性、脱失和崩解，进而为神经系统疾

病提供理论依据xNUz。=
T= =病理性沉着物的染色=

在非临床药物评价中病理性沉着物是动物试验

经常出现的脏器病变之一，实验室最常用到的是对

纤维素和淀粉样物质的检查。纤维素是由纤维蛋白

原分子聚合成的特殊蛋白质，又称纤维蛋白xNTz。常

用的特殊染色法是改良的 jp_ 染色以及 j~lloró=
mqAe染色法，前者方法虽然步骤较多，但是容易掌

握，染色结果能够使新鲜与陈旧的纤维素进行区分。=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afC）时血管内出现的微

血栓以及一些炎症通过染色可以证明组织内是否存

在纤维素。淀粉样物质是由于蛋白质变性所致，属

于糖蛋白成分，常沉积于血管壁和结缔组织之中。

一般用刚果红（Congo=red）染色法。该法染色效果

好，易于操作。染色结果淀粉样物质呈现红色，细

胞核为蓝色。dim试验中可以用于淀粉样变性肾病

实验xNVz，由于淀粉样变实验动物常自发于心脏、肝

脏、肾脏、脾脏及一些相关腺体中，会导致所沉积

的组织和器官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变。实验室也通过

刚果红染色区分淀粉样变性及其变性程度，为毒性

病理的诊断提供依据xOMz。=
U= =结语=

每种特殊染色法都有特定的染料，且操作流程

复杂多变，进行特殊染色时，首先需要搜集染色的

相关资料文献，了解染色步骤，且材料应准备齐全。

还要确保取材组织新鲜性、病灶部位的完整性。每

种固定液各有利弊，在为组织选择固定剂时，应根

据组织自身特性做好权衡分析，以确保组织形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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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晰及稳定 xONz。常用的中性福尔马林固定液

（k_c）、酸性固定液以及含有酒精的 a~váëon 固定

液、C~rnoó固定液等xOOz。染色条件比一般染色要严

苛，确保实验器皿的洁净，选择合适的反应环境（例

如避光反应）。染色过程中应学会随时记录镜下染色

结果，染色所需的时间、温度以及染料的浓度，甚

至可替代染料都应根据实验室的实际条件进行调

整。在进行毒性病理评价时，出现疑问时要随时对

染色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尤其是人工假像对判

读造成的影响更要注意xOPJORz。=
不同的特殊染色法都有独特的适用领域、方法

步骤、不同特异性的染料以及注意事项等。为了得

到准确的染色结果，应该在掌握其共同原理的前提

下进行不断的摸索创新，排除影响染色质量的干扰

因素，探索出适合的方法。尽管新技术、新方法不

断推陈出新，但是特殊染色依然在病理研究中仍占

有重要的地位，为非临床药物安全评价提供坚实可

靠的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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