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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芯片的制备技术 

制备组织芯片的两个关键步骤是制备受体蜡块和从供体石蜡块中精确采集微量

样品。虽然至今仍然有很多研究机构采用纯粹手工方法进行操作，但是各种商业

化机械制备仪的制作效率和精度更高。  

Beecherlnstruments 公司的组织阵列排布仪是目前使用较多的制备仪。制备仪包

括操作平台、特殊的打孔采样装置和一个定位系统。打孔采样装置对供体组织蜡

块进行采样，也可对受体蜡块进行打孔。定位装置可使穿刺针或受体蜡块线性移

动，从而制备出孔径、孔距、孔深完全相同的组织芯片蜡块。 

  

    受体石蜡块的一般尺寸为 45mmX25mm，高度以 5—10mm为宜。石蜡的边缘

常留下 2．5～3mm的空白，以防止因石蜡质量不好而造成石蜡块的撕裂。阵列

中两个相邻的样本之间的距离为 o．65～1mm。纯粹手工操作和机械化排布仪所

用的打孔采样针的直径为 0．6～2．0mm。根据针直径的不同，在一张载玻片上

可以排列 40～1 000个组织标本。一般按照样本数目的多少，将组织芯片分为低

密度芯片(~200点)、中密度芯片(200～600点)和高密度芯片(~600点)。常用的组

织芯片含有组织标本的数目在 50～800个。 

  

    按常规切片方法进行连续切片，平均每个微阵列蜡块可以切片 100～200张(厚

度 4—8／im)。每切 40张应取 1张进行 HE染色，以鉴别组织学类型是否仍具代

表性。 

  

    可选用“辅助切片胶带转移”系统(包括胶膜、光胶玻片和紫外线灯等)进行制

片。其使用过程是，将配套胶膜平整地黏附于组织芯片蜡块表面，切片刀在胶带

下方切片。切下的纤薄组织片即可黏附在胶膜上，再将有组织的胶膜面平放在光

胶玻片上，并于紫外线灯下照射约 30s，待纤薄组织片与光胶玻片牢固粘连后，

去掉胶膜，即制成了组织芯片。但是，也有研究者不建议使用该系统，因为使用

不当时会产生假阴性结果，尤其是进行荧光原位杂交分析时。 

  

    典型组织病变部位对于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十分重要，因而从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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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标本块上进行正确的抽样对于构建组织芯片十分重要。可以通过常规制作

HE染色切片和显微镜检查与分析来实现对典型病变部位所在石蜡块的选择和定

位。在初步评估并选定洪体石蜡块以及制作完组织芯片后，建议将这些供体石蜡

块妥善保存，这将有助于以后重新评估实验和利用相同供体重建组织芯片。另外，

还应该将这些供体石蜡块的基本信息，如组织芯片的坐标轴、供体组织编号以及

相应的临床信息等收集在一个专用的电脑文档里。 

  

    对于微流体芯片及芯片实验室，由于目前还不成熟，并没有普遍用于医学研

究和临床检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