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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野生动物疾病的诊治过程中，肿瘤疾病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而对于珍惜野生动物来
说，如何在对动物造成损伤最小的情况下进行肿瘤病例诊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以北京
动物园圈养犀牛角基部肿瘤穿刺活检技术应用为例，通过穿刺活检及病理学诊断技术，最终确诊为
罕见的基底样鳞状细胞癌；并探讨了在珍惜野生动物肿瘤疾病诊治过程中穿刺活检的重要性。为
今后珍惜野生动物肿瘤的微创取样以及病理诊断工作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经验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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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野生动物饲养管理工作中，疾病防治工作是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众多的致病因素中，肿瘤较为
少见，但同样不能忽视。近年来，随着国内圈养野生
动物数量的增加以及野生动物诊疗工作的深入，肿
瘤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迹象。然而对于珍惜野生
动物来说，如何快速对肿瘤进行确诊的同时，能够尽
可能的降低肿瘤取材对动物的影响，成为了现阶段
需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以北京动物园圈养犀牛皮肤肿瘤的微创穿
刺活检技术应用为例，通过组织病理学诊断，对该病
例进行探讨。以期为今后珍惜野生动物肿瘤取材及
病理学诊断提供对应思路和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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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病料（病例概述）
本病例为北京动物园圈养犀牛，最初发现该犀

角的角质层出现轻微坏死、脱落，随后经临床兽医治
疗，略有稳定，但创面出现溃疡趋势，有形成感染灶
的风险。考虑到持续创面刺激对犀牛造成不利影
响，同时为了防止病变进一步加重；需要对该肿物进
行病理学诊断，并根据病理诊断结果对犀牛健康状
态进行评估。随后进行了角基部活检，穿刺采样后
进行病理学观察诊断。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穿刺活组织取材　犀牛手术前１天进行隔
离观察，禁食１６ｈ，手术前对角基部创面进行全面
消毒。主治兽医采用穿刺针进行活组织穿刺采样，

采样结束后及时止血，并外敷止血药。取材全程犀
牛状态平稳，犀牛采样前后未发生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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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病料前期处理　采样后将病料迅速投入

１０％的福尔马林液，进行病理切片前处理。经固定、
修块后可见病料大小为５×１ｍｍ，呈灰黄色，质地硬
实，偶见出血（图１）。

图１　犀牛角基部活检病料

１．２．３　Ｈ．Ｅ．染色　石蜡切片分别经二甲苯脱蜡，
无水乙醇、９５％乙醇、８５％乙醇、７５％乙醇、５０％乙
醇梯度复水，下行至双蒸水中，苏木精染色１０ｍｉｎ，

１％盐酸酒精分色数秒，水洗返蓝１５ｍｉｎ；再依次通
过５０％乙醇、７５％乙醇、８５％乙醇、９５％乙醇梯度脱
水后，伊红染色１ｍｉｎ，９５％乙醇洗涤，再经无水乙
醇脱水，二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片。切片放置于

３７℃温箱内过夜烘干后镜检。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组织病理学变化情况。

２　结果与分析

低倍镜下瘤组织被纤维结缔组织分割成岛屿状
（图２Ａ），并伴随坏死、炎性细胞浸润、小血管生成
（图２Ｂ）。高倍镜下观察，岛屿内既有基底样细胞团
块又有鳞状细胞的分化。小岛的边缘为排列致密的
基底样细胞，而中央为鳞状细胞，增生的鳞状上皮表
现出从基底细胞到角质细胞的良好分化，可见角化
珠的形成，同时角化珠坏死，内有中性粒细胞浸润
（图２Ｃ，图２Ｄ）。同时高倍镜下可见基底细胞出现
大量细胞核异型性，如Ｘ型、Ⅱ型（图２Ｅ、图２Ｆ）。

图２　犀牛角基部病理学观察

Ａ：岛屿状瘤组织；Ｂ：坏死、炎性细胞浸润，小血管生成；Ｃ：角化珠坏死；

Ｄ：鳞状细胞增生，角化珠初步形成；Ｅ；Ｆ：大量细胞核异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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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诊断

经组织病理学诊断，犀牛角基部肿物为：基底样

鳞状细胞癌（Ｂａｓｏｓｑｕａｍｏｕｓ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同时由于

基底样鳞状细胞癌的持续存在，造成患部长期炎症

反应。

４　讨论

基底样鳞状细胞癌是形态组织学特性介于基底

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之间的一种恶性程度较低的肿

瘤，主要由含有鳞状细胞分化灶的基底样细胞群构

成。现有资料显示该肿瘤不转移，手术切除是最有

效的治疗方案。但如果切除不充分，肿瘤可能在手

术部位复发。从发病率来说，基底样鳞状细胞癌很

罕见，多发于中老年动物，目前没有发现有性别差

异。多发于头部、颈部还有后肢。该肿瘤发生于皮

内，多数伴随溃疡灶出现。

活检组织病理诊断，是指应诊断、治疗的需要，

从患病动物体内或体外切取、钳取或穿刺等取出病

变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的技术。针对动物肿瘤诊

断工作，过去的关注点多集中于使役生产动物，如奶

牛白血病，鸡马立克氏病等；而在圈养野生动物，关

于肿瘤疾病的研究、报道则极为少见。而由于珍惜

野生动物的特殊性，在保证动物存活的前提下通过

手术方式进行肿瘤摘除、病理诊断以及术后护理则

更加困难。因此，将穿刺活检技术在珍惜野生动物

病理诊断工作进行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本文中，

在保证犀牛安全的前提下，采用穿刺活检技术，将取

材损伤降到了最低的同时，保证了病理诊断工作的

完成，采样过程平稳，穿刺前后犀牛状态一致。

５　 结论

本研究采穿刺活检技术，结合病理学观察，对犀

牛角基部进行病理学诊断，最终确诊为基底样鳞状

细胞癌，并根据病理学诊断结果制定相应后续治疗

方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病例的完成，为今后珍

惜野生动物肿瘤的微创取样以及病理诊断和治疗工

作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经验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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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升高的趋势，说明弱碱性环境可促进细胞聚集

接触、引起磷脂双分子层疏松重排，提高细胞的融合

率。可能原因一可能是ｐＨ对ＰＥＧ 活性产生了影

响，原因二可能是ｐＨ 对融合细胞自身产生了影响。

当ｐＨ＝８．５～９．０时细胞的融合率又出现下降趋

势，表明强碱性条件不利于细胞融合。

５　结论

在本科实验教学时，选择适宜观察的有核红细

胞、便于操作的５０％浓度 的ＰＥＧ为实验材料；利用

肝素类抗凝管采集血液，且４℃保存细胞稳定性好；

全血与洗涤液和缓冲试剂按１∶１０比例、ｐＨ为８．０
时进行融合的细胞融合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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