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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早期仔鱼体表的电镜观察

刘文生 郭 锦 彭文伟 何秋燕 黄静文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广州 (%"#$!）

摘要：应用扫描和透射电镜技术对金鱼（!+*+&&#)& +)*+1)&）孵出 % )、* )、+ ) 龄仔鱼的体表进行了观察。仔

鱼的上皮细胞呈扁平、多边形，彼此之间由增厚的边缘嵴状突紧密连接，细胞向内凹陷的表面有指纹状

嵴突。孵出 * ) 的仔鱼体表两侧各有一列间隔有序呈丘状突起的味蕾，外被单层上皮细胞，味孔处有一

根粗圆的感觉毛。粘液细胞出现在仔鱼头部、腹部、体侧的表皮上，并开口于多个相邻上皮细胞间的连

接处。粘液细胞胞质比例大，内含丰富、平行排列的粗面内质网，旁边有大量大小不一、内含物液化状、

近圆形的粘原颗粒。+ ) 后仔鱼体表完全被粘液覆盖，初步建立了以粘液细胞为基础的防病和抗病机

制，以机械和化学感觉为主的!型味蕾觅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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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体表在其生活的水环境中起着防御的

重要作用，主要依靠粘液细胞大量分泌含有多

种活性物质，如粘多糖、糖蛋白、免疫球蛋白及

各种水解性酶类的粘液抵制病原体的入侵，并

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体表发达的味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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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鱼类摄取饵料关系密切，味蕾是分布在硬



骨鱼类全身体表的味觉器官［!］，在仔鱼开口摄

食时起重要的机械和化学感受作用，是决定鱼

苗成活的关键［"］。关于粘液细胞和味蕾的形态

结构、生理生化研 究 的 鱼 类 有 鳜 鱼（ !"#"$%&’(
’)*(+,"）、淡水白鲳（-./.,,.0( 1&(’)2$.0*0）、胡

子 鲇（ -/(&"(, 3*,’*, ）、剑 尾 鱼（ 4"$).$).&*,
)%//%&"）、鹦 嘴 鱼（ !(’&*, 5%+*/( ）和 非 洲 肺 鱼

（6&.+.$+%&*, (##%’+%#,）等［# $ %］，有关二者在早期发

育的稚幼鱼的报道仅有鲤鱼（-2$&"#*, ’(&$".）和

南方鲇（!"/*&*, 0%&"7".#(/",）［"，%］。金鱼（-(&(,,"*,
(*&(+*, ）是原产我国的著名观赏鱼类，历来是

各种研究的理想实验材料，对其早期仔鱼体表

进行超微形态学研究分析，既补充了金鱼这方

面的生物学资料，又增强了金鱼人工繁殖鱼苗

培育的理论基础，也有助于推动名贵金鱼育种

技术的发展。

! 材料与方法

选用市售的雌雄金鱼，挑选性腺成熟的亲

鱼放在水族箱内饲养，待发现其发情追逐时，便

捞出进行人工授精，获得的受精卵在实验室用

净化自来水增氧孵化后，分别取孵出 & ’、! ’ 和

% ’ 龄的仔鱼若干尾整体用 "(戊二醛前固定，

&(锇酸后固定 ) *，然后用磷酸缓冲液冲洗 !
次，梯度酒精脱水，再用乙酸异戊酯渗透 ) 次，

+,-.) 临界点干燥，/0.# 离子喷度，在 12/.34!5
扫描电镜下观察拍照。透射电镜观察样品经固

定、修块后，用环氧丙烷透明，2678 9&) 包埋，采

用横向超薄切片，常规染色，然后在 12/.:;<8=>
&) 分析型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 结 果

"#! 体表上皮细胞 孵出 & ’ 的金鱼仔鱼具巨

大的球形卵黄囊（图版!：&），体表被有一层上

皮细胞，呈波浪纹状皱褶，上皮细胞为大小不

一、形状不规则的多边形，相邻细胞彼此之间连

成一张渔网状结构罩住仔鱼全身（图版!：!）。

孵出 ! ’ 的仔鱼呈细条状，全长 !?& @@，卵黄囊

变为细长（图版!：)）。体表上皮充分伸展，多

数上皮细胞呈六边形，细胞表面有许多微嵴突

起，嵴突粗细均匀、长短不一、表面光滑、迂回曲

折呈指纹状密集分布（图版!："）。在上皮细胞

边缘，嵴突成为相邻细胞的连接处，细胞之间嵴

突并行呈拉链式紧密连接，连接处略微增厚，整

个细胞表面向里凹陷（图版!：#）。在透射电镜

下可见上皮细胞游离端有短指样突起，为微嵴

的横断面，突起处有絮状物。上皮细胞较扁平，

核大呈肾形，染色深，核仁 & 个，偏于胞核一端，

常染色质和异染色质均匀分布（图版!：A）。细

胞质内线粒体丰富，呈长杆状或圆形，横嵴明显

（图版!：B）。内质网附有核糖体、短管状分布、

出现小池样，游离的核糖体多。在孵化腺细胞

出现的表皮细胞中央向外鼓起形成棉花状突

起，并汇集成堆（图版!：9）。孵出 % ’ 的仔鱼体

表被粘液覆盖，上皮细胞表面看不到嵴突（图版

!：%）。

"#" 味蕾 孵出 ! ’ 的仔鱼出现味蕾，自头部

至尾部呈一列丘状突起，高耸在体表上。味蕾

在头部间隔较密，每侧除了 # 个排成一列外，还

可以看到少数味蕾散布在头部周围（图版"：

&）。味蕾分布绕过眼后延伸到嘴，在唇瓣稀疏

出现（图版"：)）。鱼体两侧的味蕾以等距间隔

有规律分布，位于每侧中央排列成一直线（图版

"：!）。每个味蕾呈半球形，表面有一层上皮细

胞覆盖，只在味蕾的顶部留有开口，味孔处可见

一根粗大圆形较长的感觉毛伸出（图版"："）。

孵出 % ’ 的仔鱼体侧见不到突起的味蕾，上皮

细胞上移的同时味蕾高度下降，味孔与周围上

皮等高。

"#$ 粘液细胞 粘液细胞随着仔鱼的孵化而

出现在头部、腹部、体侧的皮肤上，并开口于相

邻多个上皮细胞间的连接处。孵出 ! ’ 的仔鱼

上皮细胞表面嵴突花纹清晰可见，表明粘液细

胞尚未向外分泌粘液，此时的粘液细胞开口不

明显。% ’ 后仔鱼体表完全被一层粘液覆盖，上

皮细胞表面的嵴纹消失，粘液细胞在鱼体两侧

的数量增加，开口处也明显增大（图版"：#）。

在透射电镜下，粘液细胞呈杯状，独立散布在单

层上皮细胞之下，有竖立和横卧不同姿态，接近

上皮细胞游离面。粘液细胞胞质比例大，内含

·)9· 动物学杂志 -)"#%,% 8.*&#(/ .3 9../.:2 "& 卷



丰富的粗面内质网，在细胞内形成多段平行排

列，核糖体明显。在粗面内质网旁边，有大量的

粘原颗粒，形状近圆形，大小不一，互相紧挨在

一起，连接处有间断形成空隙。颗粒染色深，内

含物较为均匀，呈液化状（图版!：!）。粘原颗

粒数量在不同细胞中不一致，有的粘液细胞几

乎被粘原颗粒充满（图版!："）。此外，胞质内

还有线粒体、高尔基体（图版!：#）。细胞核不

规则，染色浅，核膜向内突入，延伸呈短管样。

此处还可看到上皮细胞之间以桥粒的形式连接

（图版!：$）。

! 讨 论

刚孵出的金鱼仔鱼依靠相邻上皮细胞的紧

密连接形成适应水中生活并保护机体的第一道

防线。鱼类的上皮层普遍存在粘液细胞［%］，鲤

的粘液细胞在受精卵孵化前 & ’ 出现，以后主

要分 布 在 皮 肤、口 腔、鳃、消 化 道 等 部 位［$］。

()*+,- 等最早根据 ./0 反应的不同颜色把非洲

肺鱼上皮组织中的粘液细胞分为 1 种类型，

0)22)-3 等按不同形态将鲤鱼咽部的粘液细胞

分为囊状、梨状和杯状 1 种类型［$］。这 1 种细

胞被认为处于不同发育期，其中杯状细胞为成

熟期［%］。金鱼仔鱼体表在孵出 1 ’ 出现的粘液

细胞呈杯状，属于成熟期，孵化 $ ’ 后有大量粘

液覆盖整个上皮细胞外表面，对加强鱼体外表

防护线起到重要作用。粘液由于上皮细胞外表

面嵴状突起形成指纹样结构的粗糙面而得到支

持和固定，仔鱼上皮细胞表面特有的内凹也起

着容纳大量粘液、增加细胞表面积及表皮弹性

的作用，结果延长粘液在微表面的滞留时间，使

体表润滑，从而防止仔鱼机械损伤、维持渗透压

和建立更有效的防御机制。鱼类是较低等的脊

椎动物，以血清免疫球蛋白为中心的特异性免

疫机制刚刚出现，粘液细胞有着比较重要的免

疫功能。例如，456,)*75 等从鲤皮肤粘液中分离

纯化出抗菌离子通道形成蛋白［&8］，9)’5:57 等发

现鹦嘴鱼皮肤粘液中存在一些抗菌物质，对许

多著名热带鱼类病原菌具有抗性，并且对人类

病原菌也具有一定的杀菌活性［#］。另外，从早

期发育金鱼的组织器官中，发现蛋白水解酶从

孵化期就开始表达，在仔鱼期共检出 # 条酶带

活性较弱的蛋白水解酶，且大部分为金鱼组织

所共有的蛋白水解酶［&&］。水中的病原菌和体

表粘液层接触时，还可以被粘液粘连在一起，从

而阻止病原体的移动起着屏障作用。同时，还

因为粘液中含有特异性 ;3 而对鱼类更具重要

意义［&%］。以上表明金鱼仔鱼初步建立了以粘

液细胞为基础的防病和抗病机制，有助于金鱼

的生长发育和自我保护。

鱼类的味蕾分为 1 种类型："型味蕾顶部

显著高于表皮；!型味蕾顶部仅略高于表皮；#
型味蕾与表皮处同一水平［<］。金鱼的味蕾最早

发现于孵出 1 ’ 的仔鱼的头部、唇瓣和鱼体两

侧，数量不多，但排列有规律，属同类型的"型

味蕾。多数学者认为"型味蕾主要为机械感

觉，兼受化学刺激［=］。>5?**57 等通过扫描电镜

观察研究了剑尾鱼味蕾形态、分布多样性，认为

隆起的"型和!型味蕾除了具有化学感受作用

外，还兼有机械感受作用，能识别食物软硬等物

理性质［"］。@,A5-BC7* 和 D,B7)C 采用电生理方法

研究了沟鲇味觉神经感受特性，证实存在同时

对化学刺激和机械刺激敏感的味觉传入神经纤

维［<］。据报道，南方鲇孵出 = ’ 的仔鱼唇瓣和

口咽腔的"型味蕾发生特别迅速，呈花蕾状，"
型味蕾在仔鱼的摄食中起重要的机械和化学感

受作用，是决定鱼苗成活的关键［=］。金鱼仔鱼

"型味蕾具有 & 根粗大突出的感觉毛，表明味

蕾的机械作用是主要的，当感觉毛碰撞到合适

的食物就能引起仔鱼的注意。黎会平用神经组

织化学方法研究支配鳜咽部味蕾的神经属性，

证实"、!型味蕾与胆碱能型神经纤维相联系，

除了化学感受器作用外，高出周围上皮的微绒

毛兼有机械感受功能［&1］。因此，建议在金鱼仔

鱼培育阶段，投料时给周围环境创设适当的动

感或水流，能提高仔鱼捕食能力，特别在投喂开

口饵料时，保证每一尾仔鱼都能进食很重要。

仔鱼的游动能力较差，只有在及时获得食物后

才能使各种组织器官及机能得到发育完善，最

终提高鱼苗期培育的成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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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 ］ 杨桂文，安利国 " 鱼类粘液细胞研究进展 " 水产学报，

!###，!"（$）：$%& ’ $%( "
［ ) ］ 尹苗，杨桂文，安利国 " 胡子鲇粘液细胞类型及其在消

化道中的分布 "动物学报，)%%!，#$（专刊）：!!* ’ !!#"
［ & ］ 龙天澄，黄溢明 "革胡子鲇触须味蕾及其味觉反应的研

究 "水生生物学报，!##$，%&（$）：&!* ’ &)*"
［ $ ］ 杨桂枝，张耀光，姜希泉等 " 南方鲇的皮肤和味蕾结构

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梁旭方 "鳜鱼口咽腔味蕾和行为反应特性及其对捕食

习性的适应 "动物学报，!##*，#!（!）：)) ’ )*"
［ * ］ 袁金铎，张明，王钦东等 " 淡水白鲳粘液细胞类型和分

布的研究 "细胞生物学杂志，!##,，%（增刊）：,% ’ ,)"
［ , ］ -./00.1 2，31.45678 9，34:;<=> ? @" A<B0. C/D 0E5.B 4=

F4B7.B，! " GH<==4=I .8.H016= J4H16BH654H<8 4=;.B04I<046=B 6=

!"#$%#$%&’( $)**)&" K.H>.8（L6.H4844D<.，ME514=6D6=04F61J.B，

A.8.6B0.4）" +)** ,"((’) -)(，!#,$，%’"：!+! ’ !*+"
［ ( ］ N4D.8.1 K，?.10:.B ? @，N4D.8.1 @ @" 346H7.J4H<8 H7<1<H0.14B04HB

<=D <=04C4604H 5165.104.B 6F 07. J/H6/B .=;.865. 6F 07. O/..=

5<1160F4B7" . /"($ 0"%，!###，’#：! !)$ ’ ! !),"
［ # ］ 安利国，孟广勋，杨桂文等 " 鲤稚幼体早期发育过程中

粘液细胞的发生和变化 " 水生生物学报，)%%!，!’（)）：

!#! ’ !#$ "
［!%］ P.J<401. M，Q1<=I. R，G<I846 L，)1 2* " M7<1<H0.14B<046= <=D

46= H7<==.8 <H04;404.B 6F =6;.8 <=04C<H0.14<8 5160.4=B F16J 07.

B>4= J/H6B< 6F H<15（ +3#&"4’( 52&#"%）" 6’&%# . 0"%5$)7，

!##*，!#(：!$& ’ !$#"
［!!］ 李效宇，夏民，李莉等 "金鱼不同组织器官及胚胎发育

不同时期蛋白水解酶的种类和活性变化 "水生生物学，

)%%%，!#（)）：!)( ’ !&*"
［!)］ 王长法，安利国，杨桂文等 "鱼类免疫球蛋白研究进展 "

中国水产科学，!###，)（)）：!%+ ’ !%,"
［!&］ 黎会平，赵雅心，张训浦等 "鳜咽部味蕾神经组织化学

的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

图版!说明

!S 金鱼孵出 ! D 仔鱼 T +%；)S 孵出 & D 仔鱼外观 T &)；&S 初孵仔鱼体表呈皱折的上皮 T (%%；$S & D 仔鱼体表上皮细胞呈多边形 T

(%% ；+S 上皮细胞表面呈指纹状嵴突（!）T ) %%%；*S 上皮细胞透射电镜照片 T * (%%；,S 长杆状的线粒体 T )& %%%；(S 孵化腺细胞

在表皮细胞形成突起（!）T & )%%；#S 孵出 # D 仔鱼被分泌粘液覆盖的体表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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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示味蕾超微结构；+ ’ # 示粘液细胞超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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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细胞核；?：粘原颗粒；W：粗面内质网；@：胞间连接；G：分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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