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放在面积为 0．5亩，水深 O．8米的小 池 塘 中 养 

殖，搭配鲢、鳙鱼各 15尾。饲养期间投喂花生 

麸、黄粉、中鸡饲料等，1990年 3月 8日抽样检 

查，平均体长 16．2厘米，平均体重 177．7克。饲 

养4个月，净增重 107．1克，平均日增重 O．9克。 

其中长耳太阳鲈的个体达 200—220克，红胸太 

阳鲈 170—180克，长臂太 阳 鲈 140—1 60克。 

1990年 8月又在面积 2．04亩，水深 1．5米的池 

塘中放养平均全长 6厘米的鱼种 3000尾，搭配 

全长 7—8厘米的斑点叉尾鲴 鱼 种 (Ictatu~us 

pancsatus)1040尾、鳙鱼 50尾、鲢鱼 50尾。12 

月清塘，太阳鲈最大个体 200克，普通 80m1 00 

克。 

(五)讨论 

·  (1)太阳鲈鱼属是一个大属，包括的种类 

较多，目前我国引进的有长耳太阳鲈、红胸太阳 

鲈、长臂太阳鲈三种，可能还有更多的种类有待 

今后深一步的研究。 

(2)我国引进的太阳鲈鱼类中，其中长耳 

／  

7 )。 

太阳鲈具有个体较大，生长较快的优点，适宜于 

养成食用鱼。其他品种个体较小，但体色鲜艳， 

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可开发作为观赏鱼。目 

前我国引进的太阳鲈都是几个品种混杂在一起 

饲养的，很有必要开展选育工作。 

(3)国外主要把太阳鲈用于内陆水域渔业 

资源。如 日本于 60年代从美国引进太阳鲈后 ， 

现已在许多湖泊形成 自然种群。我国如开展这 

方面的工作，对提高内陆水域的渔产量具有积 

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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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递质与肽递质在电场诱发蟾蜍 

胃窦部收缩中的相互关系 ． 

塞童应 菱生 
(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西安 710062) ＆9 ． 0． 

摘要 实验采用中华大蟾蜍(丑。fn ga rga r ：an )离体胃窭部胃段，观察了经典递质之间以及经典递 

质与肽递质之间在电场诱发胃窦部收缩中的相互关系。结果如下 ：1)去甲肾上腺素经 受体起抑制效 

应。乙酰胆碱的作用复杂，效应多样o 2)乙酰胆碱能加强去甲肾上腺素的抑制效应。3)乙酰胆碱对肽 

类递质的作用是有调节作用。4)肽类递质和乙酰胆碱均可通过去甲肾上腺素经 受体产生抑制效应。 

在动物进化过程中，神经系统是进化的一 

个重要标志。目前，有关神经递质的研究，尤其 

神经肽的研究非常活跃 。 然而，肽类物质往 

往是以递质、调质或其它形式的调节物参与机 

体活动的调节的。故出现了在诋节过程中，经 

典递质之间及经典递质与调节肽之间在作用中 

· 16 ‘ 

的相互关系问题。 有人提出无论在合成速度、 

起作用的隋性和生物资源的经济利用等 方 面， 

肽类物质略逊一筹。因此，可推测肽类物质是 
一

种原始的信息传递物质，而经典递质则是较 

先进的传递物质[6】。 有人在海兔、蚯蚓等低等 

动物的神经链中发现单胺与肽共存 的 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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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认为，在动物进化过程中，在不同动物， 

同一递质其作用可能相反，而两栖类动物处于 

这一转变过程的重要阶段跚。 有关哺乳动物的 

研究表明，消化道神经支配至少有四类，即胆碱 

能兴奋性神经，非胆碱能非肾上腺素能兴奋性 

神经，非胆碱能非肾上腺素能抑制性神经，肾上 

腺素能抑制性神经。除此之外，还有中间性神 

经支路进行调节阻 。 本工作以去甲肾上腺素和 

乙酰胆碱作为经典递质的代表，而以脑啡肽为 

神经肽代表，初步探讨这些神经递质或／和神经 

肽在蟾蜍胃活动调节中的相互关系。 

(一)材料与方法 实验采用健康成 年 中 

毕大蟾蜍，剖腹切取胃窦部胃段 (或沿胃长轴 

方向切取胃窦部肌条)约 2厘米，用 10~C任氏 

液漂洗后，恒温于 20~C的任氏液中，通气。双 

极刺激电极分别位于恒温浴槽内标本两端的任 

氏液中，平衡 30分钟后，电场刺激(参数为：频 

率 5次／秒，波宽 1毫秒，强度 10伏，刺激持续 

时间 10秒，间隔 3分钟)，用 LSM-2A 二道生 

理记录仪经张力换能后记录肌张力变化，任氏 

液中给药。甲脑啡肽 (M-ENK)为美国 Sigma 

公司产品，酚妥拉明为瑞士 Ciba公司产品，纳 

络酮为上海生理所产品，所有药物均用任氏液 

配 置。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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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甲肾上腺素与乙酰胆碱的相互关系 

胃段在 20~C任氏液中平衡 30分钟后，电场刺 

激诱发收缩 ，收缩幅度平均为 2．89±0．15g，而 

后，在任氏液中加入 0．5微克／毫升去甲肾上腺 

素后，不论在任何状态均表现为抑制效应，收 

缩幅度降为 0．81±0．27g，比 正 常降低 71．82± 

10．05 (见图 1A，P< o．05)。乙酰胆碱对电场 

诱发蟾蜍胃段收缩反应复杂，有抑制、增强及 

无明显变化等多种形式，加入 0．5毫微克／毫升 

的乙酰胆碱，表现为两种反应。当乙酰胆碱引 

起收缩幅度增高时，再加入 0．5微克／毫升去甲 

肾上腺素，收缩幅度降为 0．56±0．07g，比正常 

降低 2 64±0．22g，降低了 87．87±7．32 (见图 

1B，P< O．01)。由于这一抑制效应是发 生 在 

乙酰胆碱增强的基础上，因此，乙酰胆碱不仅没 

存减弱去甲肾上腺素的抑制效应，反而还有增 

强抑制的效应，与单纯去甲肾上腺素的抑制作 

用比较，二者具有显著性差异 (P< 0,01)。 如 

果乙酰胆碱作用于去甲肾上腺素作 用 的 背 景 

上，产生的效应则为二者的代数和。当乙酰胆 

碱出现抑制效应时，即收缩力 为 1．93±0．54g， 

降低了 64．34-4-18．28％，其抑制作用可以 不 同 

程度的被酚妥拉明减弱或反转，可使收缩幅度 

回升到正 常 的 87，12±19．5 (见图 2．P< 

0．0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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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乙酰胆碱对去甲肾上腺素抑制效应的加强作用 

A．眩 正常收缩；口 去甲肾上腺素的抑制效应术 P<0．O5(适用于图2、3) B，E2星 乙酰胆 

碱的效应；口 乙酰胆碱基础上的去甲肾上腺素抑制效应 ．．P<O．01 

图2 乙酰胆碱的抑制效应被酚妥拉明反转 

A，正常对照 B 乙酰胆碱的效应 C．酚妥拉明对乙酰胆碱抑制效应的反转 

图 3 甲腑啡肽与乙酰幔碱的作用 

▲． 正常对照组； 口 甲脑啡肤的作用 B． 甲绉啡姐作用； 口 纳络酮的效应 

c．眩 乙酰胆碱的作用； 口 乙酰胆碱预处理后甲脑啡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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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脑啡肽的作用及其与乙酰胆碱的关系 

电场诱发蟾蜍胃窦1{殳缩，可以 被 1．25微克／毫 

升 甲脑啡肽加强或先加强而后减弱。 甲脑啡肽 

可使收 缩幅度 明显升高，由正常 1．61±0．16g上 

升为 2．24±0．16g(见图 3A，P< O．05)。而 甲 

脑啡肽的抑制效应可被酚妥拉明减弱或 反 转， 

但心得安则无此作用。纳络酮既可反转甲脑啡 

肽的加强作用(见图 3B，P< O．05) 又可减弱 

正常 胃窦收缩。然而 ，当用乙酰胆碱预先处理 

且没有引起收缩幅度明显变化时，再加同样剂 

量的 甲脑啡肽，不仅不再引起收缩幅度上升 ，反 

而比正常收缩下降 3O．32±18．27％，与无 乙 酰 

胆碱处理组比较，甲脑啡肽的作用有明显差异 

(见图 3C，P< O．05)。如果先用同量的甲脑啡 

肽，后加同剂量的乙酰胆碱，乙酰胆碱并不影响 

甲脑啡肽已产生的效应。 

(三)结论与讨论 分析以上结果，可以看 

出，两栖动物胃壁存在肽类物质及受体，外源性 

甲脑啡肽可引起胃窦收缩加强，同时调动内源 

性去甲肾上腺素经 受体起抑制作用。乙酰胆 

碱的作用既可直接加强收缩，又能调动去甲肾 

上腺素起抑制作用，同时，还能加强去甲肾上腺 

素的抑制效应。肽类物质在蟾蜍胃窦活动的调 

节中的兴奋效应可能优于乙酰胆碱，而乙酰胆 

碱作用的多样性，提示它在蟾蜍消化道还是一 

个模糊的递质或调质。由此可见，在两栖动物、 

递质的相互作用已参与稳态的维持，只是递质 

的专一性及准确性较哺乳动物差，其作用是可 

变化的，这主要取决于作用时的条件及状态。 

植物神经对消化道平滑肌的作用，一般表 

现为双重支配而相互拮抗。交感肾上腺素能纤 

维主要表现为抑制效应，副交感胆碱能主要表 

现为兴奋-o但这主要取决于消化道所处的机能 

状态。状态与反应的关系除与平滑肌细胞本身 

的机能有关外，也不能忽视外周神经末梢递质 

的相互作用。去甲肾上腺素与乙酰胆碱在外周 

的相互关系，目前在心脏方面研究的较多。L 一 

ffholz，K．(1970)在离体兔心脏证明了 乙 酰 

胆碱可降低刺激交感神经所释放的去甲肾上腺 

素量阅。 而我们的实验结果则表明在蟾蜍胃窦 

部，乙酰胆碱可加强去甲肾上腺紊的抑制效应， 

这与 Levy(1971)报道的在背景交感活 动 的 

条件下，一定水平的迷走活动对心脏功能的抑 

制作用增强这一现象相似，他称这一现象为加 

强的拮抗作用 。 关于肾上腺素能纤维与胆碱， 

能纤维的关系可能更复杂，可能是乙酰胆碱直 

接加强胃平滑肌收缩的同时，侧支作用于肾上 

腺素能突触，加强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或加强 

了去甲肾上腺素与受体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兴 

奋性效应。 Hirst也曾提出了内在中间性神经 

支路可降低兴奋效应，也可降低抑制效应阴。乙 

酰胆碱加强了去甲肾上腺素的作用环节，增强 

了去甲肾上腺素的抑制效应，酚妥拉明不同程 

度减弱乙酰胆碱的抑制效应，证明这一抑制效 

应是调动去甲肾上腺素经激活 受体引 起 的。 

也有人报道还有其它活性物质，如前列腺素E。 

(PG。。)前列腺素 E (PG ，)等作为中间媒介 

参与这一过程嘲。 对于乙酰胆碱的直接作 用， 

由于反应的多样性，可能不同肌层的受体分布 

密度及作用不同，Kitamura的研究证明 了 兔 

空肠环肌和纵肌神经支配不同，纵肌主要接受 

胆碱能兴奋性神经 】。 

对于肽类物质，有人认为它作为递质是较 

原始的，还有人认为是很早就与经典递质共存 

的，而更多的是作为调质而发挥调节作用的。在 

哺乳动物研究较多，豚鼠回肠纵肌电诱发收缩： 

的研究，证明亮脑啡肽 (L—ENK)有 抑 制 效 

应Lt]。 兔离体十二指肠电活动研究证明去甲肾 

上腺素可通过调动内源性脑啡肽而 起 抑 制 作 

用 。 乙酰胆碱能提 高豚鼠回肠环肌对亮脑啡 

肽的敏感性，且乙酰胆碱对亮脑啡肽有加强作 

用。纵肌则相反圈。 然而，在两栖动物胃窦运 

动 中，甲脑啡肽表现为兴奋效应 ，在甲脑啡肽作 

用时，乙酰胆碱可能以调质或辅助递质来参与 

调节，这一调节作用主要是通过突触后改变趣 

质和受体的亲稻力或受体的密度。同时，还应 

该考虑肽类物质是否还可经其它受体或途径对 

胃起抑制作用。这就提示，随着动物进化，经典 

递质的作用更为精确，而且趋于主导地位，肽类 

递质逐渐处于辅助地位 ，共同维持机体的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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