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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3 讨 论 

1994年 l2月一1995年 4月，用雄性健康 

昆明小白鼠5只，体重 15—20g，断颈处死后取 

下腭、舌、口底及唇颊部组织，按,~Wysocki[ 的 

方法将表皮层分离，即将新鲜组织放入 50ml 

0．5％醋酸溶液中，室温下(20℃)2—4h，于解剖 

显微镜下以显微外科用组织镊在 10×4倍视野 

下操作。首先将组织块上皮面向上用镊子沿组 

织块边沿掀起一侧上皮并将其从结缔组织上轻 

轻剥开，生理盐水清洗后移入 3％戊二醛缓冲 

液内固定，再经 1％锇酸后固定，系列乙醇脱 

水，临界点干燥，离子喷涂仪喷金后，于日立 H一 

300扫描电镜下观察及摄影，另取两只小白鼠， 

同样操作后分离的组织以 l0％福尔马林固定。 

常规石蜡包埋切片后 HE染色。显微镜下观察 

上皮分离的情况。 

2 结 果 

2．1 分离情况观察 显微镜下观察 HE染色 

标本，见分离部位在基板处 表皮能完整地从 

结缔组织表面分离，且交界面的表皮及结缔组 

织皆无破损。 

2．2 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舌背、腭部界面在表 

皮底面显示为均匀的蜂窝状凹陷。对应的结缔 

组织表面则显示为间隔均匀的乳突状突起。、舌 

背处之乳突状结构呈锥形，排列规则有序。腭 

部乳囊呈舌形，排列更为规则，但较舌背处稀疏 

(见图版 I：l一4)。高倍下见乳头表面不光滑， 

有较致密的线纹状结构，乳头间结缔组织表面 

呈皱纹纸状，无明显间隙通向深面(见图版 I： 

6— 7)。 

舌腹及口底处结缔组织面呈沟壑状，无乳 

突状结构，对应上皮底面亦与之相吻合，仅显示 

小的条形突起，无蜂窝状凹陷(见图版 I：3、5)。 

高倍下见结缔组织面上有稀疏排列的网纹状结 

构，网纹间有较明显的间隙(见图版 I：8)。 

唇颊部界面平整，无乳突状结构或凹陷，除 

未显示沟壑状外，与舌腹及口底的表现相似。 

我们的观察发现，小鼠口腔牯膜的 七皮结 

缔组织界面，主要为具有明显乳突状结构的结 

缔组织表面及无明显乳突状结构两大类．前者 

主要表现在腭部及舌背粘膜处，且虽同是乳突 

状结构，其形状、密度以及微细结构间仍存在一 

定的差异，腭部的乳突为舌形，舌背处为锥形。 

无乳突状结构者主要表现在舌腹、口底、以及唇 

颊粘膜处。舌腹及口底处则表现有大的沟壑 

状，是因其要适应舌的较大幅度伸缩活动有关， 

而唇颊部则较平滑，既无明显的乳突状结构．亦 

无明显的沟壑状结构，是唇颊部功能性活动相 

对较小的缘故。 

结缔组织倒的界面高倍下观察也主要有两 

种类型。在腭及舌的乳突表面，主要表现为较 

致密的线纹状结构，乳突间则表现为皱纹状无 

明显间隙结构，舌腹等无乳突部位则表现为疏 

松网纹状结构，阿纹间有明显的间隙，是在舌背 

及腭部通常承受较多的摩擦等外界刺激，而舌 

腹等部位则承受外界刺激相对较少，其疏松的 

网纹间隙似有助于渗透作用，这是在临床上经 

粘膜吸收药物以舌下含服其吸收较佳的原因。 

另外，口腔粘膜代谢活跃，更新速度通常较身体 

其他部位上皮快，网纹状、线纹状或皱纸状结构 

都可明显提高其与表皮层的接触面积，从而提 

高表皮的营养供给。也有学者认为，这还与增 

加表皮的附着力有关 J。 

有学者认为，象硬腭等“角化”的上皮总伴 

有较高密度的结缔组织乳突，而“非角化”上皮 

这种乳突则较步，并认为赵是反暌了由于外界 

刺激而出现的一种功能性适应，但有的学者认 

为，以上这些结构外形在出生前已建立，用这些 

特征在组织移植至不同的外界环境部位时仍不 

改变 J，而且典型的乳突构筑和复盖乳突的 

上皮是由未知的结缔组织诱导物决定的 ，因 

此，认为上皮结缔组织界面结构由遗传所决定。 

我们观察到的小白鼠口腔粘膜上皮结缔组织界 

面与以往观察到的金黄仓鼠及人类口腔粘膜的 

上皮结缔组织界面虽存在较明显的相似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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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表现在相同解剖部位的乳突样结构的存 

在与否以及数量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相似性，此 

表明承受相同外界刺激之同一解剖部位其界面 

结构相同，但从人类、金黄仓鼠以及本文报道之 

小白鼠El腔粘膜界面之乳突样结构，其形态上 

仍存在有明显的不同，这也许由于不同物种之 

间遗传基因的差异所决定的。因此，本文之实 

验结果结合文献分析，我们认为口腔粘膜上皮 

结缔组织界面的形态是由于物种进化过程中对 

外界刺激的一种适应性改变，并通过遗传基因 

遗传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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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海鸟卵壳的超微结构和无机成分的研究 
／ 

．赛道建 孙京田 l／李六文 王书运 邱 ●-
--—————一 々—————— 一 ’ 

(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电镜室 济南 250014) 

至 
、7’ 

H 摘要 应用扫描电镜和TN-5500能谱仪对三种海鸟卵壳的超微结构和基本无机元素进行研究分析，结 
。果表明，基本结构相似，但表层突起和裂纹、乳锥和锥体形态结构，以及气孔在单位面积内的数量、壳膜 

与卵壳的锚连方式、壳膜元素组成等都存在着不同，这既反映其遗传、繁殖生理功能上的差异，也显示了 

不同种鸟卵壳之间的相似和相异性-因而对研究鸟类分类和地理分布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糊 词 墼 塑  r 

鹱形目的白额鹱( ， “5 leucomelas以 

下称鹱)、黑叉尾海燕 (Oceanodroma monorhis 

以 下 称 海 燕 )与 鸥 形 目 的 扁 嘴 海 雀 

(Synthliboram砷lz$ant ““5以下称海雀)分布 

在太平洋西北海域，在黄海一些海岛上繁殖。 

国内仅见其繁殖生态和行为的初步研究_1 J。 

本文 1994年 9一J0月．对三种海鸟卵壳的超微 

结构和基本无机元素成分进行比较研究。 

l 材料和方法 

三种海鸟的卵壳从大公岛和长门岩岛上采 

得，鹱和海燕之卵壳大小差异很大，前者卵径约 

46mm×70ram(21枚)，后者卵径约 23ram× 

31mm(33枚)，前者较后者稍尖，但外形相似， 

纯白无斑 ；海雀的卵径约 38ram×60ram(2O 

枚)，呈长椭圆形，浅褐灰色，表层和里层布满大 

小不等的棕褐色和黑褐色二层斑点．质地较硬。 

在三种海鸟卵壳的相应部位各取下 7小 

块，共同置于 25℃温箱内干燥 32h．再将样品的 

观察面朝上在样品托上，II3-5离子溅射仪镀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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