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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5 不闫术式再农手术情况 

无絮状物，正常率 1 O0％(81头／81头)o异材 

珐组正常率仅 13．8％(5头／39头)。 

(七)外引流口脓性分镪物程度 乳 头 法 

组仅 1头因胆祸致皮肤糜烂，占 1 2％(1头／81 

头)。 异材法现存引流熊 39头中有 37头有不 

周程度脓性分泌物占 94．8％。 

(八)不同术式与熊瞠粉质量的 比 较 乳 

头法和异材法组熊胆粉之总胆酸含量均符合卫 

生 都要 求标 准。 

(九)报废牢 乳头法报废率为 o，异材法 

掘三年澍报废 I 头。 

(十)死亡鉴定结果 乳头法组死亡 6头， 

其中霉玉米中毒 3例；实验 II组死亡 3头尸控 

为化脓性腹膜炎。对照组死亡 5例。其中化脓 

性腹膜炎 3例，霉玉米中毒 1例，坏死性胰腺 

炎 1例。 

三、 结 论 

1．人工乳头引流法具有引流系数高，有效 

S【流时间长，再扶手术率低，无报废率。胆汁培 

养绲菌检出率颇低，感染率低、引流持续稳定 、 

饲养管理方便，熊胆粉质量符合卫生部颁发的 

标准等优点。经两年的观察证明已经从根本 E 

克服了异体材料引流法的弊病。随着时间的延 

长，优势会更突出。 

2．乳头法采用熊体自身组织，机体无排斥 

反应，是本术式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术式 

实验 l组 、ll组 90头无手术死亡。 观察两年 

表明术式设计科学 安全可靠 、管理方便，投资 

少 、效益明显，是 目前活熊人工引流取胆汁中较 

台理的术式o 

3．乳头法科学实用，与杀熊取胆比较是台 

理利用和积极保护熊资源的有效手段。并具有 

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大鲵和山溪鲵甲状腺和肾上腺的观察 

李 丕 鹏 
(陕西师i岜大学生物系) 

铺舞 太鲵和山溪鲵都青一对甲扶腺，腺体结掬相 而分布位置不同。大鲵的甲状腺位于瓤舌骨肌 

酊前端背面、L【i溪鲵的甲状腺位于巍舌骨肌的后部外侧。二种动嘞的肾土睬由许多分布于肾脏腹面的 

肾上腺小体 组成，小体呈斑状，由类固醇分泌细胞群和嗜铬细胞群构成 。另外，在大鲵的生殖系膜等处 

可觅到臂上隙小体。 

已有研究表明 r ： 有尾两栖动物的甲 状 

腺和肾上腺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变化 和 进 化 趋 

势，但 目前尚缺乏隐溪鲵亚 目的研究资料。大 

鲵 (And"rias daviatian~s) 和出鲵鲵 (Ba sra～  

chuperus pinchonii)隶属隐鳃鲵亚目的瞧鳃科 

和小鲵科。本文对这二种动物的甲状腺和肾上 

腺的形态和组织结构做了观察，并结台有关资 

料进行比较。 

本文章导师朱洪文教授审阅，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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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用大鲵和山溪鲵采自陕西秦岭 山 区， 

大鲵 5条，全长 6O一85 cm，3 6 2 ；年龄约 

6—7年。山溪鲵 3条，全长1 7—20 cm，2 I ， 

剖检糠性为性成熟个体，年龄大约 3岁。 活体 

或经 1 O％ 福尔马林固定后解剖，观察 甲状腺和 

肾上腺的分布位置、形态特征和大小。组织切 

片 用 1 0％ 福尔 马林 和 Bouin 氏液 固定 ，石蜡 

包 埋，切片厚 6—9 m，H—E或马氏三色法染 

色，显微镜观察。 

结 果 

(--)甲状腺 

1．形态和位置 大鲵有甲状腺一对，较薄， 

呈长椭圆形，长 1—1．5 cm，宽 O．5 cm，厚约 0．1 5 

~1-11。新鲜时略呈浅红色，固定后为暗红色。在 

甲状腺腹面，有甲状腺动脉分布，此动脉自颈外 

动辕发 出，措下舌骨肌和颈浅直肌相邻处前行。 

甲状腺位于颏舌骨肌前端背面 、下舌骨肌 

和颈浅直肌之阅。撕去颏舌骨肌，井向体侧拉 

开颈浅直肌，甲状腺即全部显露。除去这些肌 

l囱，可见甲状腺位于舌器角质软骨后 、第一鳃弓 

软骨外，并与之以结缔组织相连。从体表投影 

来看，大鲵甲状稼位于下颧前端正中线的两侧， 

二者相距接近(见图 2)。 

山溪鲵也有甲状腺一对，较薄，呈长条状， 

二端较钝圆，长 0 5—0．8 cm，宽 0．2 cm，厚约 

0 1 cm。颜色和大鲵的相同。 位于颏舌骨肌后 

部外侧、关节下直肌和颈直肌之间，附于第一鳃 

弓的软骨上。从体表投影看 ，甲状腺位于下颌 

后部的两侧，二者相距较远(见图 3)。 

2．组织结构 大鲵和山溪鲵的显微结构基 

本相同。 腺体外被结缔组织被膜，厚 45—90 

m，大量平行排列的胶原纤维束和少 量 成 纤 

雏细胞组成。在被膜深层，还可见到一些淋巴 

细 胞。 

甲状腺实质为甲状腺滤泡群。 滤泡 呈 圆 

形 、卵圆形和不规刚形，大小为 1 5O一250 m。 

穗泡上皮为单层立方或柱状上皮，上皮细胞高 

图 I 肾脏和肾上腺 。．山渣睨， b·丈豌 ×l。1．肾 

脏、2，肾上朦 ； 图 2 丈鲵的甲状腺，×l 围 3 山 

溪佩的 甲状脾，×2． 

20—25 m，游离面光滑。 细胞核圆形或卵圆 

形，直径 1 0一¨ m， 位于细胞中央或基部。 

胞棱染色深，核内染色质呈斑块状，分散存在； 

胞质染色均匀。在滤泡腔中，充满嗜酸性的物 

质D 

在滤泡之间，有疏松结缔组织；其中毛细血 

管车富，管腔大，腔面村有一个或数个扁平的内 

皮细胞。毛细血管紧贴滤泡，其间结缔组织很 

少，甚至仅为薄层的基膜(见图 4)0 

(=)肾上隙 

1．形态和位置 大鲵和山溪鲵的肾上腺由 

许多桔黄色的肾上腺小体(或称肾上腺小岛)组 

成，分布在肾脏腹侧表面。大鲵的肾脏较长，其 

肾上腺也比较长，延伸到肾脏细段的前部。肾 

上隙分布较分散，尤其是在肾的后半段；在肾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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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甲状腺 的显镦 结构 ， ×2500，1-瞎 泡上 座 2·乏细 

血管， 3．结缔组投； 圈 5 太鲵强上腺小体的显徽 结 

掏，×2200， t，睹铬细胞， 2．类固醇生成细胞 

腹面内侧处较集中，在生殖系膜(输卵管系膜和 

吴氏管系膜等处)也有分布。 肾上腺小体大小 

不一，相互可汇合成更大的块状；小体多呈圆 

形，直径 0．5--1 mm。山溪鲵的肾脏较短，肾上 

腺分布也较短，分布在肾脏腹面内侧处，呈细带 

状，较大鲵的集中，小体较小(见图 1)。 

2．组织结构 大鲵和山溪鲵肾脏和肾上腺 

小的显微结构基本相似。肾脏外被纤维性结缔 

组织被膜。肾上腺小体分布于被膜深部和肾小 

体之间，周围无明显的被膜分隔，直接和肾小 

体 肾小管相邻。 

在光镜下，肾上腺小体由类固醇生成细胞 

(或成类固醇 细 胞、Steroidogenic cel1)群 和 

嗜铬细胞群组成。类周醇生成细胞群位于肾上 

腺小体周围，细胞排列紧密，或索团状分布，长 

达 80—550 m。 细胞呈立方形或柱状，长达 

20-一30 m，胞质染色浅，呈网络状。细胞核里 

圆形或卵圆形，位于细胞中央，染色深。嗜铬}田 

胞群位于类固醇生成细胞群之间，呈圆球状，直 

径 1 5O一250 In。 其染色深，很易与类固醇生 

成细胞 区分。在细胞群外，有纤维性结缔组 

织被曦。嗜铬细胞较大，圆形或椭圆形，直径 

40—5O m；胞质染色深，略呈紫红色，内旨深 

紫色的细小颗粒。细胞核形状和细胞相似，位 

于细胞中央，直径约 20 m。 在类周醇生成细 

胞旁，还可见到散在的单个嗜铬细胞。在以上 

二种细胞群之间，台有毛细血管，管腔较大并且 

不规SfJ(见图 5) 

此外，在大鲵的生殖系膜(如输卵管系膜等 

处)，膜中含有类固醇生成细胞团。 细胞田较 

小，仅由二层细胞掏成，位于间皮之间，细胞和 

肾上腺小体中的相同。 在肾静脉和肾动隙旁， 

可见到较小的肾上腺小体，其结掏和肾脏腹面 

的肾上腺小体相同。 

讨 论 

1．甲状腺 山溪鲵的甲状腺和泥螈、虎螈 

的相似，都位于下颌后部“ ，而大鲵的则不同。 

这可能是甲状腺在动物发育过程中发生的移位 

所致。由于这二种动物的 甲状腺与鳃弓有密切 

的关系，因此这种位置一L的差别可能和舌器的 

形态不同有关。 Noble认为有尾两栖类舌器 

的不同，与动物的进化有关。逸就说明不同有 

尾两栖动物，由于其舌器的变化，甲状腺的分布 

位置也会有差异，因此甲状腺的位置也可反映 

出动物在系统发生上的位置 。 

2．肾上腺 两栖类肾上腺的形态从分散的 

肾上腺小体到集中的肾上腺呈明显 的 进 化 趋 

势。 有尾两栖动物的肾上腺呈分散的小 体 存 

在，而无尾两栖动物的肾上腺则集中成一对肾 

上腺 。 

Milano 和 Accordi研究了处于较为高案 

的有尾目六科 1 2种动物的肾上腺，表明有尾类 

肾上腺的形态和结构基本相同 。 低等的隐鳃 

鲵亚目的大鲵和山溪鲵肾上腺的结构基本上和 

他们的研究结果相似，所不同的是大鲵的肾 

腺分布较散，在生殖系膜等处也有肾上腺小体 

组 织。 

综上所述，大鲵甲状腺和肾上腺的分布均 

和山溪鲵、蝾螈等较高等的有尾两栖类不同，较 

为原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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