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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短尾"唾液腺的组织学观察

米志平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四川 南充 ()#""!）

摘要：利用生物显微技术观察和研究了四川短尾,（1$()*(&(*%2 &3)+4#5%&）唾液腺的组织结构。结果表

明，腮腺属纯浆液腺，有闰管和分泌管，无颗粒曲管；颌下腺属混合腺，以混合性腺泡为主，有少量浆液性

腺泡和黏液性腺泡，有闰管、颗粒曲管和分泌管；舌下腺属纯黏液腺，有闰管和分泌管，无颗粒曲管，但在

分泌管上存在有颗粒曲管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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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短尾,（1$()*(&(*%2 &3)+4#5%&）是食虫

目、,0科的小型兽类，为我国稀有种。杂食

性，以蚯蚓、各类昆虫及幼虫、作物的茎叶及果

实、多种植物与杂草为食，且食量甚大［T］。在农

田系统中，它们仍属害兽之列。关于四川短尾

,的行为生态、种群能量动态等方面［! & $］和啮

齿动物唾液腺的结构和功能［+ & %］已有研究报

道，目前尚未见到关于四川短尾,唾液腺组织

学的研究报道。为了搞清四川短尾,唾液腺的

结构，利用生物显微技术观察和研究了四川短

尾,唾液腺的组织结构，以期为探索唾液腺的

功能及该动物的防治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9 材料与方法

利用捕自西华师范大学校园的四川短尾,
成体 + 只，乙醚麻醉后，经左心室灌注 $U的甲

醛溶液，切开颈部皮肤，暴露出唾液腺，再放入

$U的甲醛溶液中浸泡固定 !$ 2。解剖观察其

唾液腺的形态、位置、毗邻关系后，分别切取腮

腺、颌下腺和舌下腺组织小块，常规石蜡包埋后

连续切片（厚 #!K），NGQ 染色，/V70J W-)"" 显

微镜观察、测量和照相。

: 结 果

:;9 大体解剖结构 腮腺位于耳后与前肢之

间，整体形状似三角形，由大小不同的上、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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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叶组成，上叶最大，下叶最小，后叶大小居中；



但有的个体腮腺外形分叶不明显，而呈卵圆形。

表面有薄层结缔组织，腮腺实质较薄。固定后

呈淡黄色，重约 !"" #$（图版!：!）。

颌下腺位于耳廓下方的颈部，背腹扁平，较

薄，近卵圆形。表面有薄层结缔组织。固定后

呈淡黄色，重约 !%" #$（图版!：!）。

舌下腺位于颌下腺的前端，似卵圆形。表

面有薄层结缔组织。固定后呈淡黄色，但比颌

下腺的颜色稍浅，重约 && #$（图版!：!）。舌下

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颌下腺的一个分叶。

!"! 组织结构

!"!"# 腮腺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腮腺实质

被结缔组织分隔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小叶。腮腺

为纯浆液腺。在切面上，腺泡呈圆形、卵圆形或

不规则形，腺泡腔小，不易见。每个腺泡由几个

或多个浆液性腺细胞围成，浆液性腺细胞呈锥

体形，细胞核圆形，近基底位，胞质弱嗜碱性，被

染成较浅的紫红色，酶原颗粒不明显。腺泡外

的结缔组织中有丰富的毛细血管。腮腺内的导

管包括闰管、分泌管和小叶间导管。闰管较长，

由较厚的单层扁平上皮构成，闰管接分泌管。

分泌管的管腔大而明显，充满分泌物。在切面

上，可见横切、斜切和纵切等多种分泌管切面，

数量多。管壁为单层柱状上皮，细胞核圆形，位

于近游离面，胞质嗜酸性，’( ) 染色呈红色，核

下方的基部细胞质可见明显的垂直纵纹（图版

!：*，+）。分泌管逐级汇集，通向小叶间导管。

小叶间导管直径约为 &, - .%"#，小叶间导管

的管壁为单层柱状上皮。

!"!"! 颌下腺 表面的结缔组织被膜伸入腺

体内将腺组织分隔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小叶。颌

下腺属混合腺，以混合性腺泡为主，有少量浆液

性腺泡和黏液性腺泡（图版!：&，"）。浆液性腺

泡较其他两种腺泡小一些。黏液性腺泡由黏液

性腺细胞围成，细胞呈锥体形，细胞核卵圆形或

圆形，位于基底，胞质弱嗜碱性，染色浅淡。浆

液性腺泡由浆液性腺细胞围成，细胞较黏液性

腺细胞小，呈锥体形或卵圆形，细胞核圆形，胞

质弱嗜碱性，被染成淡紫红色，有些细胞的胞质

呈空泡状。混合性腺泡常由黏液性腺细胞围成

泡状，几个浆液性腺细胞位于黏液性腺细胞的

外侧，呈半月形———浆半月，但也有半月不明显

的情况。

导管包括闰管、颗粒曲管、分泌管和小叶

间导管。其中颗粒曲管构成导管的突出部分

（图版!：& - .）。闰管不易见，由较厚的单层扁

平上皮构成。颗粒曲管的管径大，管腔明显。

在切面上，可见横切、斜切和纵切等多种颗粒曲

管切面，且数量多。颗粒曲管的管壁由单层柱

状或锥体形的颗粒曲管细胞围成，根据分泌颗

粒的多少，可将颗粒曲管细胞分为三种：富颗粒

细胞、少颗粒细胞和无颗粒细胞。富颗粒细胞

的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位于基底，核以上的胞

质内充满粗大的、大小不等的强嗜酸性颗粒，

’() 染色呈深红色，这种细胞数量最多（图版

!：& - .）；少颗粒细胞，数量少，胞质内分泌颗

粒较少，’() 染色呈淡红色（图版!：.）；无颗粒

细胞，数量少，胞质呈空泡状，染色苍白，几乎无

分泌颗粒（图版!：.）。颗粒曲管直接通分泌

管，分泌管的数量少，在分泌管的柱状细胞之间

常见有散在的颗粒曲管细胞分布（图版!："）。

小叶间导管由单层立方上皮构成，腔大。较大

的小叶间导管由 * 层细胞组成，上皮外有发达

的胶原纤维环绕。发达的副交感神经节位于较

大的小叶间导管附近。

!"!"$ 舌下腺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舌下腺

被结缔组织分隔成大小不等的若干小叶。属纯

黏液腺，腺泡腔小，不易见。黏液性腺泡由黏液

性腺细胞组成，黏液性腺细胞呈锥体形，细胞核

呈卵圆形或圆形、位于基底，细胞质弱嗜碱性，

’() 染色呈淡蓝色，比颌下腺的黏液性腺细胞

还浅淡一些（图版!：/，,）。在导管系统中，闰

管切面较少，分泌管切面较多（图版!：/，,），在

分泌管上有散在的颗粒曲管细胞分布（图版!：

,）。小叶间导管由单层立方上皮围成，但有的

细胞核为长卵圆形。

$ 讨 论

舌下腺位于颌下腺的前端，两者紧密相贴，

很容易将舌下腺误认为是颌下腺的一个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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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值得注意。

将四川短尾,的 ! 种唾液腺的组织结构作

一比较，发现有以下特点：腮腺有闰管、分泌管，

无颗粒曲管，属纯浆液腺；颌下腺有闰管、颗粒

曲管、分泌管，颗粒曲管构成其导管最突出的部

分，属以混合性腺泡为主，还有少量浆液性腺泡

和黏液性腺泡的混合腺；舌下腺有闰管、分泌

管，无颗粒曲管，并且在分泌管上散在有颗粒曲

管细胞，属纯黏液腺。

目前认为，只有啮齿动物的颌下腺内有颗

粒曲管细胞，而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颌下腺无

颗粒曲管细胞，并在大鼠和小鼠等动物及人的

颌下腺内发现了神经生长因子（"#$）、表皮生

长因子（%#$）、& 物质、血管活性肠肽、神经肽

’、()羟 色 胺、#*+, 等 (- 多 种 生 物 活 性 物

质［.，/］。这些生物活性物质主要定位于颗粒曲

管细胞的分泌颗粒内，并证实其中许多物质确

由颌下腺自身合成，它们或直接分泌入血，或随

唾液进入消化道再由胃肠吸收入血，对多种组

织和细胞的生理功能起调节作用，因此，颌下腺

除参与消化生理活动外，还有内分泌功能，可归

属于 消 化 道 弥 散 性 神 经 内 分 泌 系 统 的 一 部

分［.］。本研究发现，属于食虫目、,0科的四川

短尾,的颌下腺也有发达的颗粒曲管，并在舌

下腺的分泌管上发现有散在的颗粒曲管细胞，

这为更广泛、深入地研究颗粒曲管细胞的功能

提供了一种新材料。同时，也扩大了对颗粒曲

管细胞存在范围的认识，由此推测，随着比较组

织学研究的深入，可能会在更多的动物类群中

发现颗粒曲管细胞。

小鼠和大鼠出生后，随着性发育成熟，颌下

腺的分泌管逐渐增粗、增长和弯曲，上皮细胞顶

部胞质内出现许多分泌颗粒，从而演变成颗粒

曲管细胞［/］。我们观察到，四川短尾,颌下腺

的颗粒曲管直接与分泌管相接，且在分泌管上

有散在的颗粒曲管细胞分布；舌下腺虽无颗粒

曲管，却在其分泌管上有散在的颗粒曲管细胞

分布，这些现象可能也间接说明了颗粒曲管细

胞来源于分泌管的细胞。四川短尾,的颗粒曲

管细胞的功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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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07 唾液腺的大体解剖位置；37 腮腺切片，> 3--；!7 腮腺切片，> (--；27 颌下腺切片，> (--；(7 颌下腺切片，> (--；47 颌下腺切

片，> (--；67 舌下腺切片，> (--；.7 舌下腺切片，> (--。

?：颌下腺；:：舌下腺；@9：腮腺；A：浆液性腺泡；AB：分泌管；C：闰管；?D：黏液性腺泡；#EF：颗粒曲管；#G：颗粒曲管细胞；?9：混合

性腺泡；<：富颗粒细胞；@：少颗粒细胞；H：无颗粒细胞。（标尺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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