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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嗜银细胞的组织学分布及形态特征 食 

道上皮为假复层柱状纤毛上皮，嗜银细胞位于 

上皮基部及固有膜中，呈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见 

图版 I：2)。有的嗜银细胞周围可见分泌颗粒 

胃嗜银细胞分布于胃腺部，细胞呈圆形或椭圆 

形，有的可见明显胞突(见图版 I：3，4)。肠嗜 

银细胞位于上皮细胞之间，前段主要分布于皱 

襞基部 ，后期则皱襞顶部较多。细胞形态多样， 

皱襞顶部的细胞较长，呈长柱形，纺锤形或长颈 

瓶形。细胞两端有较长胞突，分别与固有膜及 

肠腔联系(见图版 I：5)。有的顶部有分叉，基 

部有胞突，与神经细胞类似 (见图版 I：6)。还 

可见部分 细胞正在向肠腔分泌颗粒(见图版 I： 

7)。皱襞基部的嗜银细胞呈矮柱形或锤形(见 

图版 I：8)。 

3 讨 论 

龙桂开银浸法可能既显示 嗜银细胞，又显 

示亲银细胞。不过，在切片上染色相近，无法区 

分。Singh 认为嗜银细 胞与亲银细胞没有绝 

对界线，一些亲银细胞 中同时含有嗜银和亲银 

颗粒，且=者功能相同。因而，区分两种细胞意 

义不大，可只提嗜银细胞。 

在染色较深的肠段上皮细胞的高尔基区有 

较强的 性反应，方之平等 在鱼类 中亦有发 

现 ，提示高尔基区可能有银还原性物质。Solcia 

等l1 在广泛组织化学研究基础上提出带有 3(1 

～

4)糖苷链的酸性诞酸糖肽可能是嗜银物质。 

高 尔基区是糖类物质合成的部位，这样，高尔基 

区的阳性反应与 Solcia等的观点相吻合。 

E1一Salhy等 ，唐晓雯等 分别报道 1r 5 

羟色胺(5-HT)免疫活性 细胞 广泛存在 于脊椎 

动物各纲，从鱼类到哺乳类。不过，仅两栖类和 

爬行类食道 中有分 布。El Sa]hy等 又报道草 

晰食道中亦有 嗜银细胞，位于食道腺部。我们 

在扬子鳄食道中也发现了嗜银细胞，位于上皮 

基部及固有膜中。 

对于晒道嗜银细胞的密度分布规则，众说 

纷纭 黄威权等 在哺乳类 中总结出了 3种观 

电：第一种认为：十二指肠数量最多，向后递减 ； 

第二种认为：头尾两端多，中肠较少，即呈“ ” 

形分布 ；第三种认 为：呈 高低变 动的波浪形 分 

布。韩昭雪 在花背蟾蜍，方之平等 在 4种 

无 胃真骨鱼观察 到的结果倾 向于第一种观 点 

扬子鳄嗜银细胞主要分布于 胃幽门部和小肠 

中，小肠中的分布与第二种观点相近，十二指肠 

和 回肠 直 呖交接 处 分 布 密度 较 高 畅贵 波 

等 认 为 5，HT免疫活性细 胞的分布型变化 

较大，与动物之间的食性(食物的组成和理化性 

质等)差异大有关 扬子鳄是 肉食性，喜吞食， 

暴食l】 ，是否具该特性的动物嗜银细胞都有如 

此分布．有待进一步研究 扬子鳄回、直肠交接 

处嗜银细胞密度很高，而且在皱襞顶部分布较 

多，又有较长胞突与肠腔相通 。这种分布和形 

态学特点，可能与感受肠脏化学刺激从而起一 

定反馈和调节作用有关，也与排遗有关 

嗜银细胞可接受多种物理和化学刺激，主 

要分泌 5，HT，能刺激 胃肠粘液分 泌，平滑肌收 

缩和血 管扩张，对消化 功能有很 强 的调 节作 

用u 。扬子鳄食道 嗜银细胞 主要 在上皮基部 

和 固有膜中，主要感受吞食时的机械 压力所引 

起 的物理性刺激而分泌。胃嗜银细胞主要在胃 

腺部，主要感受局部组织内环境变化引起的刺 

激而分泌。小肠、直肠 嗜银细胞主要分布 于上 

皮细胞之间，且有较长胞突直接与瞒腔联系，主 

要感受肠腔化学刺激而分泌。 

扬子鳄嗜银细胞的形态多样，为消化道内 

分泌细胞的作用方式提供 了形态学依据 生理 

学实验表明，消化道 内分泌细胞可能直接 向消 

化腔释放激素。我们在扬子鳄肠上皮嗜银细胞 

中发现了一些细胞正在向肠腔分泌颗粒，进一 

步证实了消化道内分泌细胞具外分泌功能。还 

发现扬子鳄消化道上皮基部嗜银细胞多数具较 

明显胞突伸 向邻近细胞．又说明消化道 内分泌 

细胞具旁分泌作用。此外，有的嗜银细胞呈多 

角形 ，有较多胞突，与神经细胞类似，为 Pearse 

的散在神经内分泌学说提供了佐证。 

Buchan等 ” 报 道 了 密 河 鳄 (Alligator 

mississipien is)消 化道 内至少有 8种 内分泌细 

胞 从嗜银细胞看，扬子鳄可能亦有多种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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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当然，嗜银细胞只属其中一娄，要想得到 

更准确、更详细的结果，还得依靠免疫细胞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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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RIBUTIoN AND M oRPHoLoGIC oBSERVATIoN 0lF 

ARGYRoPHIL CELLS IN THE DIGE 1 IVE TRACT 

0蕾 ALLIGAToR sINENsIs 

ZHAA'G Sheng—Zhou W  Xiao-Bing CHEN Bi—Hui 

Department Biology．Ar,huiN~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t船 ) 

W ANG Ren—Ping W ANG Chao—Lin XIE W an—Shu 

(AlligatorReseardtCenter ofAr,huiPr~ince nzhou 242000，Chinaj 

ABSTRACT Distribution and morphology of Argyrophil cells in the digestive tract of Alligator sinen— 

sis were investigated by mealls of Long’S silver impregnation method The result showed：Argymphil 

cells distribute throughout the digestive tract，from esophagus to rectum ．The density of Argyrophil 

cells in duodenum and the juncture between ileum and rectum is very high，in stomachus body and ree— 

turn very low．The argyrophil cells assume various forms．In the esophagus，the}'are oval or irregular in 

shape，lie in the base of epithelium and in the lamina propria In the stomach，they are round or oval， 

scatter around the epithelial cells lining the stomachus gland In the intestine，they are long columnar， 

spindle，flask—shaped Or hammer—llke，locate between the epithelial ceils．Some of them have precedes in 

both ends，which reach the lumen and laminal propria respectively．Secretory
． granules can also be seen 

at the top of so1371e argyrophil cells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stribu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 

phology and function were discussed． 

KEY W ORDS Alligator sinensis Digesti~ e tract Argyroptd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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