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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KIR小鼠纤维腺瘤流行病学及病理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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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本单位封闭群 KIR小鼠发生的皮下肿瘤进行诊断) 方法!统计发病率(发病体重(分娩胎

次等信息#并切除肿瘤组织制作病理切片) 结果!该肿瘤发病率为 "3$%k#病理切片诊断为纤维腺瘤) 结论!本

单位饲养繁殖的 KIR小鼠发生皮下肿瘤诊断为纤维腺瘤#其发病原因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关键词$!KIR小鼠$纤维腺瘤$流行病学$病理学

#中图分类号$ M$$!!#文献标识码$ O!!#文章编号$"()",)G'(%%&"%&"%,&&%$,&%

>5/' "&3$#(#@A@/<<D@"()"3)G'(3%&"%3&"%3&&(

%D=?>C=484E9 ;5?/;67484E=A;82=;E54:=:4G

G=<@4;?>54C; =567>$#".=A>

QOKMB5,?FD# ZON/# eROKVQFD;,YF/# eROIJ.D,<6.D# T̂OKeFD;,gB.D

%RB0.D [/505;/4.0+D;/DFFC/D;#ID4@#f/DE/.D;*'$&&$# L6/D.&

!!*+<:6@;A6+!(<K>A6=L>!P5>/.;D5<F76F<B14B7.DF5B<7B-5C</D 76FKIR-/4F/D 1CF> /D 76F0.15C.75C=.D/-.0

4FD7FC/D 5BC45-8.D=@!.>674?:!P5<7.7/<7/4.00=.D.0=:F76F-5C1/>/7=# 15>=?F/;67.D> 8.C7BC/7/5D 7/-F<5Y76FKIR

-/4F1CF> /D 5BC.D/-.04FD7FC@PB-5C<.-80F<?FCF7.cFD Y5C8.76505;/4.0FE.-/D.7/5D@*>:B86:!aDF6BD>CF> .D> Y/Y7=,

Y5BC<B14B7.DF5B<7B-5C<?FCFY5BD> .-5D;"")"" -/4F@P6F8.76505;/4.0>/.;D5</<5Y76F<B14B7.DF5B<7B-5C<?.<

Y/1C5.>FD5-.# .D> 76F/D4/>FD4FC.7F?.<"3$%k@!45A8B:=45:!P6F7B-5C5YKIR-/4F1CF> /D 5BC45-8.D=0.15C.75C=

.D/-.04FD7FC/<Y/1C5.>FD5-.@P6FF7/505;=5Y76/<7B-5CDFF><751FYBC76FC/D]F<7/;.7F>@

*M>9 N4@?:+!KIRZ/4F$ _/1C5.>FD5-.$ +8/>F-/505;=$ Q.76505;=

!!KIR小鼠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培育而成的

封闭群实验小鼠 -".

#其繁殖能力强#产仔存活率较

高#被广泛应用于药理毒理研究以及生物制品检

定) 中国实验动物国标中规定实验小鼠分为清洁

级(JQ_级和无菌三个级别#要求饲养在屏障环境或

隔离环境内#饲料(饮水(垫料和饲养笼具均应经过

高压灭菌后方可使用) 本实验动物中心小鼠繁殖

种群引自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在生产繁

殖过程中发现#个别母鼠在繁殖几胎后#于四肢皮

下发生肿瘤#不同程度的影响其运动(采食(繁殖等

行为#根据实验动物福利及健康要求将其淘汰) 为

探寻其发病原因#对该繁殖种群的发病小鼠进行流

行病学统计和病理学诊断)

J3材料和方法

JOJ3实验动物及实验环境

肿瘤发病 KIR小鼠来源于华兰生物实验动物

中心#清 洁 级#生 产 许 可 证 号' JLfb%豫 & %&"&,

&&&") 饲养于屏障环境内)

JOH3仪器与试剂

%&"' 转轮切片机(组织包埋机(NUM,"G 组织染

色机等病理切片相关设备及染色试剂购自湖北徕



克医 疗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倒 置 光 学 显 微 镜 购 自

a0=-8B<) 甲醛固定液购自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JOP3实验方法

颈椎脱臼方法处死肿瘤发病症状典型小鼠#手

术切除完成的瘤体组织#*k甲醛溶液固定 " 周后#

制作病理切片#显微镜下观察病理变化#并拍照

记录)

H3结果

HOJ3流行病学统计

按照发病小鼠生产胎数(发病体重(相同年龄

的母鼠总数等信息的记录#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

出#与 "'* 只发病小鼠相同月龄的繁殖群共 "" )""

只#总发病率为 "3$%k) 其发病平均体重为 ()3)#

;#最小发病体重 *$3' ;#最大 "&& ;) 平均产仔数为

G3GG 只#最多产 "% 只#最少 ( 只) 按繁殖 % 胎 S(

胎依次统计#发病数为 # 只($' 只('& 只(*& 只(""

只(# 只#占发病数量的 '3G*k(%%3)$k($%3*)k(

%'3#)k()3"'k('3G*k#可以发现繁殖 $ S* 胎的

母鼠发生肿瘤较多)

HOH3剖检变化

经过测量 "'* 只发病小鼠中肿瘤最小直径为 '

--#最大直径为 "3G 4-) 多发生在四肢皮下 %图

"O&#颈部皮下(背部和腹部也有发生) 将病变部位

剖检发现瘤体有包膜#呈紫色%图 "L&#与皮下肌肉

相连) 瘤体切开后#内充盈血液#将血液吸净后#瘤

体呈肉粉色%图 "[&%图 " 见封三&)

HOP3病理切片

将肿瘤组织分离#在 *k的甲醛溶液内固定 "

周后#做病理切片进行病理学分析)

从图 %O中发现瘤体内多纤维细胞#呈腺泡样#

是由皮下纤维组织和腺上皮细胞非正常生长形成#

上皮细胞呈卵圆形或多角形#纤维和上皮细胞间质

散在少量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可以确诊该肿瘤为

纤维腺瘤) 个别细胞出现分裂相#但数量不多#基

本可以确定为良性肿瘤) 图 %[右上方为肿瘤包

膜#左下方为瘤体#包膜与瘤体之间有血液充盈%图

% 见封三&)

P3讨论

纤维腺瘤是由腺上皮和纤维组织两种成分形

成的一种良性肿瘤 -%.

#肿块界限通常较为明显#可

以活动#与皮肤不粘连#多数有完整的包膜) 临床

上以女性乳房纤维腺瘤为多见#实验动物发生纤维

腺瘤报道较少#且 KIR小鼠肿瘤报道较少)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肿瘤发生机

制在分子水平上已有很大进展) 有学者认为 -$. 癌

症是在多种基因和基因以外的变化共同作用下生

长的#单独一种基因的突变不足以致癌#各基因之

间存在此消彼长或同步增长和消减的关系#只有多

种基因不断变化的积累才能使得直接控制细胞生

长和分化的机制发生紊乱#使细胞的生长失控而癌

变) 在这些基因的变化中两类基因最常发生异常

变化#他们分别是癌基因 %5D45;FDF<& 及抑癌基因

%4.D4FC<B88CF<<5C;FDF<#也称肿瘤抑制基因%7B-5C

<B88CF<<5C;FDF<&#或抗癌基因%.D7/,5D45;FDF<&) 另

外外源因素的持续性刺激也是导致肿瘤发生的重

要因素之一#持续放射性刺激(生存(生活环境改变

均可引起肿瘤发生) 遗传改变也可能是肿瘤发生

的重要因素之一#本实验动物中心 KIR小鼠所发生

的肿瘤可能存在的遗传基因改变需要做进一步的

研究#并有可能通过分子遗传学技术和近交法培育

出能够稳定遗传纤维腺瘤高发的品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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