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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肾发生的组织学观察

陈玉琴 　俞诗源 3 　张虎林 　赵忠慧 　赵秀梅
(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 :采用组织学方法和电镜技术 ,对 9 个不同发育时期的鸡 ( Gallus domestiaus) 胚胎进行了观察。通过

对鸡胚胎肾组织发生过程的观察 ,探讨鸡胚中肾的发生与退化 ,后肾的发生、分化规律和特点。结果表

明 ,孵育到第 16 期在中肾前端附近出现一些中肾小泡。孵育到第 18 期形成中肾小管。孵育到第 26 期 ,

中肾小管的盲端内陷 ,原始的肾小囊和肾血管球形成 ,中肾小管显著伸长并迂回曲折。孵育到第 33～37

期 ,体前后部中肾组织均已形成完整的肾单位。第 37～46 期体前部至后部的中肾组织依次退化。孵育

到第 26 期从泄殖腔附近发出的输尿管芽向生后肾组织侵入生长 ,生后肾组织产生许多生后肾小泡。第

33 期出现肾小囊和肾小管 ,肾小管伸长并发生折叠 ,出现集合小管、近端小管和远端小管的形态分化。

第 37～46 期肾小体逐渐发育成熟 ,肾小管继续分化出现细段。鸡的中肾具有排泄功能。鸡后肾的发生

与分化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异。肾单位的分化中 ,同一胚龄肾组织内可存在不同发育阶段的肾小体 ,集合

小管分化较早 ,诱导近端小管和远端小管分化 ,细段分化较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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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ck Embryonic Kidney

CHEN Yu2Qin 　YU Shi2Yuan 3 　ZHANG Hu2Lin 　ZHAO Zhong2Hui 　ZHAO Xiu2Mei
(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 China)

Abstract : Electron microscopic and histological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degeneration of

mesonephros ,and th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tanephric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Mesonephros and

metanephros were observed at 9 different incubation stages. Results showed that some mesonephric vesicles appear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anterior mesonephric ducts at the 16th stage. At the 18th stage mesonephric tubules took shape. At

the 26th stage mesonephric tubules’blind ends invaginated ,resulting in primitive renal sacs and glomerulus as well as

mesonephric tubules elongated distinctly and curved back and forth. All mesonephric tissue had produced integrated

nephric units during the 33rd - 37th stages. During the 37th - 46th stages mesonephric tissue from anterior to posterior

of the embryos degenerated in turn. At the 26th stage of incubation ,ureteric bud from cloaca grew into metanephrogenic

tissue which produced many metanephrogenic vesicles. At the 33rd stage renal tubules and renal sacs appeared and

renal tubules lengthened apparently and folded regularly , indicating morp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of collecting

convoluted tubules ,proximal convoluted tubules and distal convoluted tubules. During the 37th - 46th stages renal

corpuscle developed and matured , and renal tubules produced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graduall , indicating

morp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the neck part of tubules. Mesonephros of chick embryo had excretory functions.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evidently vary with time changes at different sections of mesonephros. During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ephric units ,renal corpuscles in different developing sections appeared at the same

stag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llecting convoluted tubules was earlier ,which induc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roximal and

distal convoluted tubul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neck part of tubules occurred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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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成鸡 ( Gallus domestiaus) 肾的肾小球、

肾小管、肾皮质和致密斑的显微结构国外已有

研究[1～4 ]
,Goldstein 等探讨了 7 种鸟类髓质大小

与肾盂贮尿能力的关系[5 ] 。Zemanovia 等通过

动脉注射 2 %的 lissamine green (LG) ,检测肾小

球滤液中 LG 含量来判断肾小体的成熟状

况[6 ] , Gambaryam 等研究了鸡后肾发生过程中

肾小球大小及肾小管长度的成熟情况[7 ] 。Diaz2
Ruiz

[8 ]等用免疫化学方法证明 ,在鸡胚胎发育

的过程中肾的发生依赖于转化生长因子 ( TGF2
α)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 EGFR) 的表达。两种

阿朴脂蛋白 (apo2B 和 apo2A2Ⅰ) 的分泌[9 ] 以及

两种鸡肾线粒体蛋白终端氨基酸同源序列对 1

～25 位二羟维生素 D3 素 (细胞色素 P450) 单克

隆抗体产生的免疫反应 [10 ] 已被研究。Birgit

等[11 ]用 West2blot 的方法检测家鸡胚胎肾中两

种盖仑制剂 (CG216 和 CG214) 在时间与空间上

的规则表达。国内蒋唏东等与谭景和通过研究

鸡胚发育 ,提供鸡胚发育图谱[12 ,13 ]
,陈玉琴等对

家鸡肾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了综述[14 ] 。本研

究对鸡胚胎的中肾发生及退化、后肾形成的形

态学进行观察 ,以探讨鸟类中肾的发生与退化、

后肾形成的形态结构特点 ,补充前人工作的不

足 ,并为鸟类中肾的发生与退化、后肾形成的形

态学研究提供线索。

1 　材料与方法

111 　材料　孵化 36 h、55 h、72 h、5 d、8 d、11 d、

14 d、18 d 的鸡蛋各 4 枚 ,21 d 鸡蛋 4 枚或雏鸡

4 只 (兰州化陇蛋业有限公司提供 ) , 根据

Hamburger2Hasmilto
[15 ]分期法 (H2H 分期法) 的分

期标准鉴定其发育时期分别为第 10 期、第 16

期、第 18 期、第 26 期、第 33 期、第 37 期、第 40

期、第 44 期和第 46 期。

112 　光镜观察 　第 10～18 期胚胎各取 4 枚 ,

整体固定于 10 %福尔马林溶液 ,进行整体石蜡

包埋和连续切片。第 26～33 期胚胎各 2 枚 ,取

其两侧中肾 ,第 33～46 期胚胎各 2 枚 ,取其两

侧后肾 ,固定于 10 %福尔马林溶液 ,常规石蜡

包埋 ,制作厚 6μm 的切片 ,H. E 染色后在显微

镜 (Olympus , FX235WA ,Japan) 下观察肾组织结

构 ,并拍照。

113 　电镜观察 　第 26～33 期胚胎各 2 枚 ,取

其两侧中肾 ,第 33～46 期胚胎各 2 枚 ,取其两

侧后肾 ,用 210 %多聚甲醛和 210 %戊二醛溶液

固定 24 h (4 ℃) ,用磷酸盐缓冲液 (pH 712) 冲洗

后 ,置于 1 % 锇酸中后固定 2 h ,双蒸水冲洗后

丙酮逐级脱水 , Epon 812 包埋 , 超薄切片机

(CHB25 型)切片 (60～90 nm) ,醋酸铀2柠檬酸铅

复染 ,透射电镜 (J EM21230 ,Japan) 下观察并拍

照。

2 　结 　果

211 　中肾的发生及退化 　鸟类肾的发育经过

了前、中、后肾三个演化时期 ,前肾时期是短暂

的 ,中肾在胚胎时期是有功能的。孵育到第 10

期 ,预生成肾管的间质细胞从间介中胚层举起

到 5～16 对体节处 ,形成成对分节排列的前肾

小管。随着预生成肾管的间质细胞逐渐迁移 ,

诱导每一个小管的末端互相连通起来形成前肾

管(图版 Ⅰ:1) ,而前肾管在鸟类的胚胎期没有

功能 ,前肾小管退化 ,前肾管延续为中肾管 ,而

其后面大部分是整个发育过程中排泄系统的中

心。

孵育到第 16 期 ,随着前肾管的退化 ,在其

后部约 17 对体节处侧中胚层间质细胞产生一

些空隙或空心的中肾小泡 ,与向后延伸的前肾

管接触 (图版 Ⅰ:2) 。孵育到第 18 期 ,位于胚胎

31～35 对体节处的中肾小泡相互吻合形成中

肾小管 ,小管的一端与向尾部延伸的前肾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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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形成中肾管 ,中肾小管的另一端为盲端 ,以

后将凹陷形成原始的肾小囊 ,并包围来自背主

动脉的分支小血管 (图版 Ⅰ:3) ,此时中肾管的

中叶部分诱导邻近间质细胞继续产生中肾小

泡。第 26 期胚胎头侧至尾侧的大多数中肾组

织已形成完整的肾单位 (图版 Ⅰ:4) ,具有类似

成体肾的肾小球和肾小囊结构。中肾小管进一

步伸长弯曲 ,根据细胞的形态结构及细胞化学

反应将其分为近端小管、远端小管和集合小管

三部分 (图版 Ⅰ:5) 。近端小管较长 ,由单层柱

状上皮细胞构成 ,胞质嗜酸性 ,核近圆形 ,位于

细胞下部 ,细胞表面有微绒毛 ,细胞之间的间隙

较大 (图版 Ⅱ:1) 。远端小管亦由单层矮柱状上

皮细胞构成 ,胞质弱嗜酸性。中肾肾小囊为中

肾小管盲端膨大内陷形成的双层球形囊 ,分壁

层和脏层。外层是壁层 ,为单层扁平上皮组成 ,

细胞核卵圆形 ,细胞质内有少量短小的线粒体

和内质网。内层是脏层 ,由足细胞组成 ,有许多

突起 ,突起间有一定的裂隙 ,毛细血管内的物质

从血液滤过到肾小囊腔 ,必须通过有孔的毛细

血管内皮、基膜及足细胞的裂隙 ,三者共同构成

肾小球的滤过屏障 (图版 Ⅱ:2) ,执行滤过功能。

孵育到第 33 期 ,中肾和后肾并存 (图版 Ⅰ:

6) ,中肾继续执行泌尿功能。孵育到第 37～46

期 ,随着诱导后部肾管的形成 ,后肾开始滤过血

液 ,前部肾管通过凋亡减少 ,孵出前中肾组织完

全退化。

212 　后肾的发生 　后肾的发生在中肾的背后

部 ,来源于两种始基 :一是中肾背侧的生后肾组

织 ; 另一是中肾后端 34～35 对体节处的生肾

组织芽突。大约在孵化 72 h 后 ,由中肾管后端

靠近泄殖腔处向背外侧长出一个盲管称输尿管

芽 ,形成后肾管 ,后肾管将发育成输尿管。输尿

管不断向前生长 ,其远端膨大插入生肾组织中。

到达生肾组织后 ,输尿管膨大的末端分枝形成

肾的集合小管 ,而膨大部分则成为肾盂。集合

小管诱导其顶端及周围的生肾组织间充质细胞

聚集 ,最终分化为肾小管和肾小体。

21211 　肾小体的发育 　按照毛细血管、血尿滤

过 (血尿)屏障发育程度和肾小囊腔的大小 ,将

肾小体发育分为发育前期、发育期与发育后期。

发育前期 :肾小体由原始肾小囊和间质细

胞组成。电镜下肾小囊由内外两层细胞组成 ,

两层间的囊腔窄小。壁层细胞呈立方形 ,脏层

细胞呈柱状 ,发育较好的脏层细胞形成足细胞。

在原始肾小囊形成的同时脏层细胞开始分化 ,

细胞排列紧密 ,细胞核大 ,细胞器增多。在发育

前期可见发育的内皮细胞 ,细胞器丰富 ,周围基

膜较薄 ,有腔隙形成 (图版 Ⅱ:3) 。

发育期 :肾小体肾小囊腔和血管球的形成

(图版 Ⅱ:4) 。肾小囊的壁层细胞为单层扁平上

皮 ,细胞核卵圆形 ,细胞质主要集中在细胞核附

近 ,细胞器进一步增多 ,游离端出现少量短小的

指状突起 ,壁层细胞之间的连接疏松。脏层细

胞由柱状变为近似圆形 ,内有空泡 ,线粒体大而

少 ,有糙面内质网 ,出现初级和次级突起 ,足突

裂孔可见。管腔内有红细胞 (图版 Ⅱ:5) 。发育

较好的内皮细胞变薄 ,有窗孔 ,内皮外基膜较薄

且连续 ,密度较低。毛细血管内皮、基膜和足细

胞三者共同构成的滤过屏障形成 ,球内系膜细

胞可见 (图版 Ⅱ:6) 。

发育后期 :肾小囊腔增大 ,毛细血管数量增

多。壁层细胞之间的连接紧密。脏层足细胞各

级突起明显增多 ,相邻突起间形成指状交叉贴

于血管基膜外 ,足突裂孔增多。血管内皮细胞

变薄 ,窗孔增多 ,内皮外基膜连续。血尿滤过屏

障发育较成熟 (图版 Ⅱ:7) ,球内系膜细胞数量

增多。

在同一胚龄肾组织内可观察到不同发育阶

段的肾小体 : Ⅰ期 (逗号小体期) 、Ⅱ期 (S 小体

期) 、Ⅲ期和 Ⅳ期 (图版 Ⅰ:7～10) 。逗号小体的

裂隙下方为肾小体原基 ,可见两层细胞 ,将分别

发育成肾小囊的壁层上皮和脏层上皮。随后逗

号小体出现第二裂隙 ,进入 S 小体期 ,此时肾小

囊已形成。Ⅲ期毛细血管不断增生 ,肾小体体

积增大呈卵圆形 ,出现了毛细血管袢 ,肾小囊腔

也增大。Ⅳ期出现了更多的毛细血管袢 ,肾小

体的形态结构基本接近成鸡的肾小体。

根据观察 ,33 期胚胎肾小体大部分处于原

始期 ,37～44 期胚胎肾小体约有 50 %达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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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46 期胚胎肾小体约有 80 % 以上达到成熟

期。

21212 　肾小管的发育 　肾小管的发育与肾小

体一致 ,随着肾小体的分化成熟其所属肾小管

上皮也分化成熟 ,以适应其功能的需要。电镜

下按照细胞形态结构 ,将肾小管的发育过程分

为分化前期、分化期和分化后期 3 个时期。

分化前期 :肾小管管腔不明显 ,管壁细胞呈

高柱状 ,单层或复层 ,细胞排列紧密 ,游离端有

散在的微绒毛。核大 ,位于中央。胞质内有丰

富的内质网及散在的圆形线粒体 ,核下区有成

团的糖原集聚 (图版 Ⅱ:8) 。

分化期 :发育期的近端小管上皮细胞逐渐

增多 ,排列整齐 ,相邻细胞间有少量侧突形成。

胞质内有丰富的圆形线粒体和短小的粗面内质

网 (图版 Ⅱ:9) 。远端肾小管上皮细胞柱状 ,游

离端呈圆形或不规则形隆起 ,可见短小散在的

微绒毛。核较大 ,近似圆形。有明暗两种类型

的细胞。胞质内有线粒体和小的粗面内质网 ,

基底部有少量短小的质膜内褶形成 (图版 Ⅱ:

10) 。集合小管管腔大 ,上皮细胞界限清楚 ,也

可分辨出明暗两种类型的细胞。暗细胞游离端

向两边扩展 ,亮细胞紧靠基部 (图版 Ⅱ:11) 。

分化后期 :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呈锥体形 ,游

离面的微绒毛进一步增长 ,排列整齐紧密 ,胞质

顶部可见丰富的大泡和小泡 ,底部可见大量杆

状线粒体 ,嵴呈密集板状 ,并可见大量质膜内褶

和侧突形成。胞质内圆形或不规则形颗粒增

多。远端小管上皮立方形 ,游离端圆形隆起减

少或消失 ,微绒毛增多。核位于基底部 ,线粒体

等细胞器增多。侧突、内褶明显。明暗两种细

胞清晰可见 (图版 Ⅱ:12) 。集合管上皮细胞呈

立方形 ,具明暗两种类型的细胞。

胚胎第 26 期以未分化期肾小管为主 ,但也

出现分化期肾小管。胚胎 33～40 期以未分化

期和发育期肾小管为主 ,33 期也有成熟期肾小

管形成。44～46 期成熟肾小管的数量增多。

孵育到第 33 期 ,光镜下可见近端小管、远

端小管和集合管。近端小管管腔不规则 ,由单

层立方上皮细胞组成 ,上皮细胞腔里面有刷状

缘 ,细胞质嗜酸性 ,能被曙红染成深红色 ; 远端

小管管径较粗 ,上皮细胞呈立方形 ,细胞质弱嗜

酸性 ,染色比近端小管浅 ; 集合管管径较粗 ,上

皮细胞呈立方形 ,排列整齐 ,分界清楚 ,细胞质

弱嗜酸性 ,染色与远端小管相近 (图版 Ⅰ:11) 。

孵育第 37 期可见细段 ,细段由单层扁平上皮细

胞构成 ,细胞质染色较浅。第 46 期各种肾小管

发育成熟 (图版 Ⅰ:12) 。

3 　讨 　论

本文观察到鸡胚胎的中肾前端先形成肾

管 ,后端形成肾小体。肾小管的各段具有较为

完善的形态和功能分化 ,近端小管较长 ,细胞表

面有微绒毛 ,远端小管由单层矮柱状上皮细胞

构成 ,胞质弱嗜酸性。肾小体的肾小球和肾小

囊形态完整 ,类似成体肾。中肾肾小囊壁层为

单层扁平上皮 ,细胞核卵圆形 ,细胞质内有少量

短小的线粒体和内质网 ,脏层足细胞有许多突

起 ,突起间有一定的裂隙。有孔的毛细血管内

皮、基膜和足细胞的裂隙 ,三者共同构成肾小球

的滤过屏障 ,执行滤过功能。同时中肾近端小

管上皮细胞出现 EGFR 和 TGF2α阳性反应[8 ]
,

中肾小管细胞分泌的这些活性物质进入与其伴

行的毛细血管 ,随着血液循环作用于其他组织

或细胞 ,因此认为鸡中肾具有排泄功能。两栖

动物和鱼的中肾不退化 ,直到成体时还在执行

排泄功能[16 ] 。爬行动物[17 ] 和鸟类胚胎时期中

肾很发达并具功能 ,孵出前退化。哺乳动物小

白鼠 ( Mus musculus domesticus) 等的中肾具有短

暂的功能 ,大白鼠 ( Rattus norvegicus) 等的中肾

不具功能 ,由此可见动物由低等向高等进化的

过程中 ,中肾功能逐渐退化或受到限制。

羊膜动物的永久肾是后肾 ,与短暂的中肾

结构相同 ,它是通过间介中胚层表皮细胞和间

质细胞之间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产生。鸡胚

孵育到第 18 期时 ,生后肾的间质细胞在间介中

胚层背部的区域定位 ,诱导间质细胞形成肾管

的分支 ———输尿管芽 ,输尿管芽从肾管分离形

成后肾管 ,后肾管将发育成输尿管 ,将尿输送到

膀胱。当输尿管芽从肾管上出现时 ,它们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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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后肾的间质细胞 ,孵育至 26 期 ,输尿管芽

诱导间质细胞组织集中在其周围并分化成肾小

管 ; 孵育至 33 期 ,肾小管盲端内陷形成原始的

肾小囊 ,之后出现形态和功能的分化。孵育至

37 期 ,后肾代替中肾执行泌尿功能。其发育过

程与爬行类扬子鳄 ( Alligator sinensis) [18 ] 和哺乳

类小白鼠[19 ]基本相似。

近端小管细胞和远端小管细胞是同时分化

的 ,肾小管越长 ,后肾的发育越接近于成体肾 ,

但近端小管和远端小管吸收功能是有差异

的[6 ] 。胚胎期远端小管和集合小管均可见到

明、暗两种类型细胞。目前 ,在很多组织内均可

见到明、暗两种类型细胞 ,但其形成机制和功能

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是病理改变 ,也有人认为是

具有两种功能的同一细胞[20 ,21 ] 。Nicholson 等[4 ]

研究发现鸡集合小管的暗细胞与哺乳动物相

似 ,可能与质子泵及尿浓缩有关。在本实验中

注意到 ,暗细胞较明细胞的细胞器丰富 ,电子密

度较高 ,因此 ,我们认为暗细胞是一种功能较为

活跃的细胞 ,而明细胞是衰老或处于静止状态

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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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Ⅰ说明
11 孵育第 10 期 ,H. E染色 ,标尺 = 10μm ( ×400) ; 21 孵育第 16 期 ,H. E染色 ,标尺 = 10μm ( ×200) ; 31 孵育第 18 期 ,H. E染色 ,标

尺 = 10μm ( ×240) ; 41 孵育第 26 期 ,H. E染色 ,标尺 = 50μm ( ×50) ; 51 孵育第 26 期 ,H. E染色 ,标尺 = 10μm ( ×700) ; 6. 孵育第

33 期 ,H. E染色 ,标尺 = 50μm ( ×10) ; 71 胚龄第 44 期逗号小体 ,H. E染色 ,标尺 = 10μm ( ×1 000) ; 81 胚龄第 44 期 S小体 ,H. E染

色 ,标尺 = 10μm ( ×900) ; 91 胚龄第 44 期Ⅲ期小体 ,甲苯胺篮染色 ,标尺 = 10μm ( ×900) ; 101 胚龄第 44 期 Ⅳ期小体 ,H. E 染色 ,

标尺 = 10μm ( ×700) ; 111 孵育第 33 期 ,H. E染色 ,标尺 = 10μm ( ×100) ; 121 孵育第 46 期 ,H. E染色 ,标尺 = 10μm ( ×300) 。

Pd. 前肾管 ; Pv. 中肾小泡 ; Md. 中肾管 ; Mt . 中肾小管 ; Rs. 原始肾小囊 ; Rt . 肾小管 ; Rc. 肾小体 ; Pt . 近端小管 ; Dt . 远端小管 ; Ct .

集合小管 ; Ms. 中肾 ; Mt . 后肾 ; Nt . 细段。

图版 Ⅱ说明
11孵育第 26 期中肾近端小管上皮细胞 , * 示上皮细胞之间的间隙 ,标尺 = 2μm ( ×4 000) ; 21 孵育第 26 期中肾肾小体 ,标尺 = 5

μm ( ×3 600) ; 31 孵育第 33 期后肾肾小体 ,示内皮细胞窗孔 ( ↑) ,标尺 = 5μm ( ×5 000) ; 41 孵育第 44 期后肾肾小体 ,示肾小囊壁

层细胞 ( ●) 、肾小囊腔 ( ▲) ,标尺 = 10μm ( ×2 270) ; 51 孵育第 40 期后肾肾小体 ,示肾小囊腔 ( ▲) 、内皮细胞窗孔 ( ↑) ,标尺 = 5

μm ( ×4 560) ; 6. 孵育第 33 期后肾肾小体 ,标尺 = 5μm ( ×3 440) ; 71 孵育第 46 期后肾肾小体 ,示足细胞内空泡 ( ★) 、足突裂孔

( ↑) ,标尺 = 2μm ( ×8 350) ; 81 孵育第 33 期后肾未分化肾小管上皮细胞 ,示内质网 ( ↑) 、圆形线粒体 ( * ) ,标尺 = 2 μm

( ×22 000) ; 91 孵育第 37 期后肾近端小管上皮细胞 ,标尺 = 2μm ( ×6 100) ; 101 孵育第 37 期后肾远端小管上皮细胞 ,示细胞质不

规则隆起 ( ☆) 、质膜内褶 ( ↑) ,标尺 = 5μm ( ×3 000) ; 111 孵育第 44 期后肾集合管上皮细胞 ,标尺 = 5μm ( ×3 800) ; 121 孵育第

44 期后肾远端小管上皮细胞 ,标尺 = 5μm ( ×3 960) 。

Vi. 微绒毛 ; Ne. 细胞核 ; Pc. 足细胞 ; En. 内皮细胞 ; Bm. 基膜 ; Pp . 足突 ; Cap . 毛细血管 ; Bc. 血细胞 ; Mc. 系膜细胞 ; Lc. 明细胞 ;

Dc. 暗细胞。

Explanation of Plate Ⅰ
11The 10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400) ; 21The 16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200) ; 31The 18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240) ; 41The 26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50μm ( ×50) ; 51The 26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700) ; 6. The 33rd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50μm ( ×10) ; 71Comma2shaped bodies in chick

embryo at the 44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1 000) ; 81S2shaped bodies in chick embryo at the 44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900) ; 91Renal corpuscles of stage Ⅲin chick embryo at the 44th incubation stage ,TBO staining ,Bar = 10μm ( ×900) ;

101Renal corpuscles of stage Ⅳin chick embryo at the 44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700) ; 111The 33rd incubation stage ,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100) ; 121The 46th incubation stage ,H. E staining ,Bar = 10μm ( ×300) .

Pd. Pronephric duct ; Pv. Mesonephric vesicle ; Md. Mesonephric duct ; Mt. Mesonephric tubule ; Rs. Renal sac ; Rt . Renal tubules ; Rc. Renal

corpuscle ; Pt . Proximal tubule ; Dt . Distal tubule ; Ct . Collecting tubule ; Ms. Mesonephros ; Mt. Metanephros ; Nt . Neck part of tubule.

Explanation of Plate Ⅱ
11The epithelial cell of mesonephric proximal tubule at the 26th incubation stage , * showing the gap between epithelial cells , Bar = 2 μm

( ×4 000) ; 21The renal corpuscle of mesonephros at the 26th incubation stage ,Bar = 5μm ( ×3 600) ; 31The renal corpuscle of metanephoros at

the 33rd incubation stage , ↑showing foramen of epithelial cell of capillary , Bar = 5μm ( ×5 000) ; 41The renal corpuscle of metanephoros at the

44th incubation stage , ● showing outer cell of renal sac , ▲ showing cavity of renal sac ,Bar = 10 μm ( ×2 270) ; 51The renal corpuscle of

metanephoros at the 40th incubation stage , ▲showing cavity of renal sac , ↑showing foramen of epithelial cell of capillary ,Bar = 5μm ( ×4 560) ;

6. The renal corpuscle of metanephoros at the 33rd incubation stage ,Bar = 5μm ( ×3 440) ; 71The renal corpuscle of metanephoros at the 46th

incubation stage , ★ showing vacuole in podocyte , ↑ showing split of process of podocyte ,Bar = 2 μm ( ×8 350) ; 81The epithelial cell of

undifferentiation mesonephric tubule at the 33rd incubation stage , ↑showing endoplasmic reticulum and round mitochondria ( * ) ,Bar = 2μm ( ×

22 000) ; 91The epithelial cell of metanephric proximal tubule at the 37th incubation stage ,Bar = 2 μm ( ×6 100) ; 101The epithelial cell of

metanephric distal tubule at the 37th incubation stage , ☆showing abnormity apophysis of cytoplasm , ↑showing the plasma membrane infolding ,Bar

= 5μm ( ×3 000) ; 111The epithelial cell of metanephric collecting tubule at the 44th incubation stage ,Bar = 5μm ( ×3 800) ; 121The epithelial

cell of metanephric distal tubule at the 44th incubation stage ,Bar = 5μm ( ×3 960) .

Vi . Villus ; Ne. Nucleus ; Pc. Podocyte ; En. Epithelial cell of capillary ; Bm. Basal membrance ; Pp . Process of podocyte ; Cap . Capillary ; Bc. Blood

cell ; Mc. Mesangial cell ; Lc.Light cell ; Dc. dark c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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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琴等 :鸡肾发生的组织学观察 图版 Ⅰ
CHEN Yu2Qin et al .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ck

Embryonic Kidney Plate Ⅰ

图版说明见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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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玉琴等 :鸡肾发生的组织学观察 图版 Ⅱ

CHEN Yu2Qin et al . :Histological Obser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ck

Embryonic Kidney Plate Ⅱ

图版说明见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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