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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照相。 

2 结 果 

在标记准备实验中，发现给蚌的斧足注射 

CaC1 3天后，外套膜外表皮细胞和结缔组织细 

胞中放射性颗粒最多。另外，在外套膜色线边 

以外的部分放射性颗粒较以内的部分多。 

手术 7天后，放射性颗粒主要集中在游走 

细胞(图 l，图版 l。 下 同)及结缔组织中，育珠 

蚌表皮下的结缔组织(图 2)及表皮分 物中也 

有放射性颗粒。 l 4天时，分泌物和游走细胞中 

放射性颗粒最多，育珠蚌结缔组织中沿血窦分 

布的钙球体部分被标记，显得粗大，染色深；部 

分未被标记 ，显得细小、染色浅(囤 3)。术后 21 

天，钙球体几乎垒部被明显标记(图 ‘)，游走细 

胞中放射性颗粒很多，育珠蚌表皮及结缔组织 

中也有放射性颗粒。术后 28天，放射性颗粒在 

育珠蚌表皮、结缔组织、分泌物中可见(图5)，但 

钙球体又是部分被标记，部分未被标记。术后 

35天，在珍珠囊表皮中有放射性颗粒，在育珠 

蚌表皮及其下的结缔组织中也有放 射性 颗 粒 

(图 6)。术后 42天，珍珠囊表皮中有标记颗粒 

(图 7)，育珠蚌表皮细胞尤其是分泌细胞，以及 

表皮分泌物中，标记颗粒最多(图 8)。 在手术 

后的整个过程中，游走细胞及结晶状分泌物中 

都有较明显的标记。 

去色线边小片和不去色线边小片植入育珠 

蚌后，钙代谢结果没有 明显差别。 

3 讨 论 -- 
、 

从本文结果可以看出，标记小片植入育珠 

蚌后 ，钙的代谢较快，手术 7天后已主要在育珠 

蚌结缔组织中见到放射性颗粒了。这也说明细 

胞小片所带人的钙能参与育珠蚌的钙代谢。 

石安静等 1985年首次提出了 “初生 珍 珠 

囊”和“次生珍珠囊”的概念，认为由植人小片外 

表皮细胞形成的“初生珍珠囊 要溶解、死亡，但 

由于小片外表皮细胞的刺激，育珠蚌本身的结 

缔组织细胞转化成了 “次生珍 珠 囊”上 皮 细 

咆 o 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H ·E 染色 

的珍珠囊饪组织学上确实存在着这两个阶段的 

变化；另外，术后整个过程中，游走细胞中始终 

有较多的放射性颗粒，尤其是 7天和 2l天时。 

术后 7天，游走细胞来 自于小片表皮的脱落、迁 

移；21天时，则来 自于“初生珍珠囊 表皮的脱 

落。但术后 35天和 42天形成的“次生珍珠囊” 

表皮细胞中，标记颗粒远不如游走细胞中多。因 

此可以推测：“次生珍珠囊”表皮细胞中的钙的 

来源是：小片组织中的钙通过小片结缔组织而 

进人育珠蚌结缔组织，育珠蚌结缔组织中的这 

些钙再进人“次生珍珠囊”表皮。即 “次生珍珠 

囊”表皮中的钙并非直接来自于植人小片的结 

缔组织。其中的钙只是小片中钙的部分 ，故而 

标记颗粒少。 这一结果从另一个侧面证 明 了 

“次生珍珠囊”表皮细胞的来源可能是育珠蚌结 

缔组织。 

童保福等用 ca和放射自显术测定，外套 

膜中钙质代谢最为活跃的地方是缴 膜 部 分 ， 

本文的准备实验中也发现色线边以外放射性颗 

j立最多。在育珠实践中，制作细胞小片时要把 

色线以外的部分切除干净，否则会形成无光泽 

泥珠和骨珠 。在本文的研究中，发现去色线 

边小片和不去色线边小片在植人育珠蚌后钙的 

代谢过程没有差别。前人的研究表明，’泥珠和 

普通珍珠上沉淀附着的 ca的量，几乎没有差 ’ 

别 。 因此可以认为，去色线边小片和不去色 

线边小片移植产生的珍珠质量不同，不是由于 

它们钙含量的不同，而是其它因素，如酶、复合 

蛋白、活性元素等造成的。 

在育珠实践中，植人外套膜小片的细胞活 

性要高，才能保证细胞的正常分泌活动 。 本 

文的实验结果则证明了小片中的物质(钙)要参 

与育珠蚌的物质代谢，因此细胞活性不同的小 

片对育珠蚌的影响也不同，这也可能就是保持 

正常细胞活性的高质量细胞小片对于珍珠形成 

有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 

关于本文方法的一点说明： Ca的吸收可 

以经过 口部 ，也可以不经过口部，两者都是重要 

的吸收途径 。 背角无齿蚌 (Anodon~a Woo 

dia~)个体较小，外套膜薄，直接注射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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