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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湿环境下血清胸苷激酶１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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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通过对血清中胸苷激酶１（ＴＫ１）含量检测分析，了解高湿环境下细胞增殖变化情况，研究高湿环境与肿瘤之

间的关系。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印迹化学发光法检测在高湿环境下饲养２０ｄ的ＳＤ大鼠（１０只），饲养６０ｄ的ＳＤ大鼠（１０只）血

清ＴＫ１水平含量。结果　６０ｄ饲养组ＴＫ１血清水平为（３．８±２．６６）ＰＭ／Ｌ高于２０ｄ饲养组（１．４５±０．４５）ＰＭ／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狋＝２．７６，犘＜０．０５）；两组ＴＫ１血清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处于高湿环境中能够对ＳＤ大鼠的细

胞增殖过程产生影响，且延长处于高湿环境时间这样的影响将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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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湿环境一般是指湿度在６０％以上的环境，初入此种环

境的人一段时间后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症状，对人体的各项生

理指标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湿邪在中医学理论中属于六淫

邪气之一，其性重浊、黏滞，容易阻遏气机，湿为阴邪容易损耗

阳气，长久以往将导致正气不足而邪气更实，气机不畅，气滞久

郁化火，炼液为痰，痰淤相凝，结为肿块，中医理论认为肿瘤与

机体正气亏虚、邪气深入、气血阴阳失调相关。细胞中的胸苷

激酶１（ＴＫ１）是一种嘧啶补救合成ＤＮＡ的关键酶，在一定条

件下能催化脱氧胸苷生成ＤＮＡ合成中４种必需核苷酸之一

的脱氧胸苷酸（ｄＴＭＰ）。细胞质ＴＫ１水平在细胞周期的Ｓ期

急剧升高，是一个与ＤＮＡ合成密切相关的细胞增殖标志物。

在多数恶性肿瘤细胞中，ＴＫ１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通

过对高湿环境下饲养的大鼠进行血清ＴＫ１水平检测，研究高

湿环境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探求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在肿瘤方

面的联系。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仪器与试剂　胸苷激酶１检测试剂盒，上海普华康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ＮＴ２１３０１０２Ａ；ＣＩＳＩ化学发光数字成

像分析 仪，华 瑞 同 康 生 物 技 术 （深 圳）有 限 公 司，批 号：

ＮＣ１１１１２０９。

１．２　高湿模型建立

１．２．１　选用多段编程人工气候箱（型号：ＲＸＺ１０００Ａｚｌ，中国

宁波江南仪器厂生产），模拟高湿环境。采用清洁级ＳＤ大鼠

［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实验动物许可证号：ｓｃｘｋ

（川）２００８２４］进行实验，观察单纯“外湿”对机体的影响。

１．２．２　分别设置两组高湿模拟环境　２５℃条件、相对湿度

９０％～９５％ ＲＨ，每天１０ｈ，分别持续２０ｄ、６０ｄ。

１．３　取材与指标检测　动物模型制作完成后用乙醚麻醉，采

取腹正中线切口，于腹主动脉取血２ｍＬ，在室温下静置或

３７℃水浴至凝固后，使用３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

清移入ＥＰ管中。

１．４　操作步骤　吸取３μＬ血清在硝酸纤维素膜上，点样完成

后将膜从点样板中取出，放入３０℃培养箱中晾干３０ｍｉｎ；晾干

结束后，将膜放入反应盒中，倒入封闭剂；在２７～２９℃下，以

３５～４５ｒ／ｍｉｎ的转速摇动３０ｍｉｎ。封闭结束后倒尽封闭剂，用

稀释液快速涮洗１次，然后加一抗反应液，在２７～２９℃下，以

３５～４５ｒ／ｍｉｎ转速反应２ｈ，反应完后以６０～７０ｒ／ｍｉｎ的转速

洗涤３次，每次５ｍｉｎ；加入稀释后的生物素化二抗，在２７～２９

℃下，以３５～４５ｒ／ｍｉｎ反应４０ｍｉｎ；反应完后以６０～７０ｒ／ｍｉｎ

的转速洗涤３次，每次５ｍｉｎ；然后加入稀释的ＳＡＨＲＰ，在２７

～２９℃下，以３５～４５ｒ／ｍｉｎ反应６０ｍｉｎ；反应完后以６０～７０

ｒ／ｍｉｎ的转速洗涤３次，每次５ｍｉｎ；洗涤完后将膜取出，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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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纸上控干后放在发光盒中，将ＥＣＬ１、２液混合后均匀倒在膜

上，计时反应１ｍｉｎ，反应完成后，立即开始倒计时５ｍｉｎ，将膜

夹入压膜片中压平，放入化学发光仪中调整位置，进行拍摄

９０ｓ，读取ＣＣＤ图像之后由计算机分析计算得出结果。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两组数据比较采用两独立

样本均数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两组ＴＫ１水平及阳性率比较２０ｄ实验组、６０ｄ实验组

ＴＫ１水平分别为（１．４５±０．４５）ＰＭ／Ｌ、（３．８±２．６６）ＰＭ／Ｌ，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图１、表１。

表１　　两组检测结果及阳性率比较

分类 狀 ＴＫ１值（ＰＭ／Ｌ） 阳性（狀） 阳性率（％）

２０ｄ实验组 １０ １．４５±０．４５ ２ ２０

６０ｄ实验组 １０ ３．８±２．６６ ５ ５０

图１　　两实验组ＴＫ１血清水平，不同浓度显示出

不同深浅的亮度（前三孔为校准品）

３　讨　　论

在中医文献中记载湿邪主要入侵与水液输布代谢相关的

脏腑，比如脾胃、肝胆、肺肠、肾膀胱，三焦。其中脾和肺为被入

侵的主要脏器，在脾肺气虚且湿困脾胃久不解而阻遏气机时，

致使气郁化火炼液为痰。现代医学中的肺癌与中医文献中的

“肺积”、“肺痈”、“息积”、“劳嗽”相类似，其病机与“痰”、“虚”密

切相关。“痰”与肺癌关系密切，其种种病状皆痰之为患，如咳

嗽气促为痰湿壅肺，咯血胸痛为痰淤搏结，肺癌淋巴结转移为

痰核流窜皮下肌肤，肺癌脑转移为痰浊蒙蔽清窍等；“虚”与脾

虚相关，脾虚水湿不利，聚而成饮化而为痰。“痰”之成因与脾

肺密切相关，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中医学认为肿瘤

的发病是由于机体的正气不足，导致邪毒留聚而成，而正气不

足是发病的根本原因。在《脾胃论·卷上·脾胃虚实转变论》

提到“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

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

病之所由生也”。说明了脾主运化功能的重要性，而湿邪最易

伤脾 。《医宗必读·积聚》也说：“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

气踞之”。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当脾久为湿困，正气也会得不

到充养。如久居湿地外感湿邪，导致水湿困脾，脾失健运，则内

外之水湿日久不去。若水湿痰浊内聚，痰贮肺络，则肺失宣降，

气机不利，血行淤滞，津液失于输布，津聚为痰，痰凝气滞，淤阻

络脉，于是瘀毒胶结，日久于肺部可形成积块；根据慢性肝病的

发病机制及其发病特点，认为肝病发展为肝癌是湿热日久熏

蒸，聚化痰湿，最终形成湿热痰浊互结之象，经过痰凝阻遏气

机，湿热痰淤互结为患，旧邪尤盛，新邪从生，恶性循环终化为

癌毒，最后发展为肝癌 ；若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则滋生水湿，水

湿不去化热而下迫大肠，与肠中之糟粕交阻搏击或日久成毒可

形成肠癌。以上各病症的形成均有因湿盛不化，由内伤或外感

所致，湿不是导致肿瘤产生的唯一原因，但湿邪侵体对于肿瘤

的形成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非增值性细胞中ＴＫ１的含量很低，而在增殖性细胞和

肿瘤细胞细胞周期的 Ｇ１ 晚期、Ｓ晚期和 Ｇ２ 前期会迅速的上

升。检测血清ＴＫ１水平能够用于人类恶性肿瘤的筛查和监

测，其也可作为肿瘤疾病进展的预示指标 。临床研究证实将

ＴＫ１应用于乳腺癌的体检筛查和预测早期肿瘤风险方面比其

他肿瘤标志物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对病情发展的判断有一定帮

助 ，在血清及细胞质中检测ＴＫ１水平变化能够反映细胞增殖

情况并与病灶大小有一定相关性 。在肿瘤的疗效评价中ＴＫ

１作为评价指标，并且在肿瘤预后评价中ＴＫ１低水平要比高

水平的预后要好 ，本实验中在高湿环境下培养６０ｄ的ＳＤ大

鼠ＴＫ１的血清水平较培养２０ｄ的高，这可能是因为高湿环境

影响细胞增殖是一个长时间累积的过程。本研究发现，若长期

处于高湿环境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细胞的增殖进程，对于

是否会出现肿瘤的病症，还需要再延长在高湿环境下实验的时

间，需要血清学检测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多方联合检测，进一步

建立高湿环境与肿瘤之间的联系。通过对高湿环境下饲养的

大鼠血清ＴＫ１水平检测，初步了解了高湿环境与细胞增殖有

一定的联系，将进一步研究高湿环境与肿瘤发生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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