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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北鲵消化道嗜银细胞的胚后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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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极北鲵"1+,+2+$3*%,,+ 4%0&%*,#$/###消化道嗜银细胞胚后发生的形态学特征及分布规律!

采用 DE;9B<;F=银染法! 对 .# )%( 期的极北鲵幼体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嗜银细胞在食管’胃’小肠各

部分的发生时间不同& 胃中的嗜银细胞在第 %$ 期出现! 小肠中的在第 %" 期出现! 食管中的在第 %. 期

出现& 嗜银细胞形态多样! 有圆形’椭圆形’梭形和锥体形! 大多分布在消化道黏膜上皮之间& 根据嗜

银细胞的形态判定其可能具有内分泌和外分泌两重功能& 极北鲵胚后发育消化道各部位嗜银细胞出现

顺序的不同可能与其消化生理活动及个体生理活动的变化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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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银细胞是消化道的一类内分泌细胞! 这
些内分泌细胞散在于消化道黏膜中! 其分泌的
多种胃肠激素具有调节消化’吸收’保护胃肠黏
膜等生理作用 " N5<2;:BP:<-"###! KBATB<O
"##%#& 关于两栖动物消化道嗜银细胞的形态
学特征和分布密度规律! 已有一些报道"张盛
周 "##$! 付雪枫 "#$$! 刘家举 "#$$! 张志强

"#$.#& 迄今为止! 一些学者对两栖类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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鲵 "@$3*#+&3+<#3#+$)&# "李宁 "#$$ #’ 牛蛙
"A+$+ 5+7%&9%#+$+# "郭慧等 "#$.#’中华蟾蜍
"B)-(/+*/+*#C+$&# "潘洪珍等 "#$# #’中国林

蛙"A?5"%$&#$%$&#&# "李倩 "##/#和其他脊椎动

物如白斑角鲨 " 1D)+,)&+5+$7"#+&# "7,8N:<A?

$&/%#’扬子鳄"@,,#/+7(*&#$%$&#&# "李堃 "##"#’

家鸡 "E+,,)&/+,,)&3(2%&7#5)&# " N:TTEB?BP:<-

$&/"#’小鼠"F)&2)&5),)&# "赖为民等 "#$##

及人"8(2(&+6#%$&# "王琳等 "##’#消化道内

分泌细胞的胚后发生进行了研究! 但有尾两栖

类消化道内分泌细胞的胚后发生报道较少"李

宁 "#$$#&

大多数两栖动物生活史复杂! 具有变态发

育过程! 变态前后涉及消化器官的重建过程!

该过程中内分泌细胞的时空变化顺序如何仍不

清楚 "张志强 "#$. #& 极北鲵属于两栖纲
" H9QA;S;:# 有 尾 目 " 6:FO:P:# 小 鲵 科
"I?C5S;;O:B#极北鲵属! 是具有一定科研价值

的珍稀物种! 其在小鲵科的系统演化和动物地

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赵文阁 "##/#& 本

文对极北鲵消化道嗜银细胞的发育规律及其形

态特征和分布加以研究! 拟为两栖类胚胎学及

消化生理学等研究领域提供基础资料&

<=材料与方法

极北鲵卵袋取自于黑龙江省威虎山! 根据
*FB<<9:C 等 "$&/(#对有尾两栖类不同发育时

期的划分标准! 于 "#$. 年 ’ )( 月份对其 .# )

%( 期分别取材! 每期各取 $# 尾健康的幼体!

将其整体固定于 [5F;C\=液 "% A! 用自来水清

洗后! 保存于 Z#]的乙醇溶液中& 常规脱水’

透明’石蜡包埋! 切片厚 ( #9& 采用 DE;9B<;F=

法! 常规脱蜡’复水后! 在 (#^银染液中预热
#_’ A! 染色 ’ A& 然后入 (#^还原液中预热 $

A! 还原 $’ 9;C! 放入蒸馏水中终止还原"方福

德等 $&&’#& 常规脱水’透明’中性树胶封片!

M7,6H*6’## 显微镜成像系统采集和拍摄

图片&

>=结=果

>?<=极北鲵食管嗜银细胞的胚后发生=极北
鲵食管中的嗜银细胞出现于胚后发育的第 %.
期! 细胞呈圆形和锥体形! 分布于食管黏膜上
皮细胞之间"图版$$$#& 第 %% 期的嗜银细胞
呈椭圆形! 也位于上皮细胞之间 "图版$$"#&
第 %’ 期! 椭圆形的嗜银细胞位于上皮细胞基
部"图版$$.#& 第 %( 期! 圆锥形的嗜银细胞位
于上皮细胞之间! 其突起指向食管腔"图版$$
%#&
>?>=极北鲵胃部嗜银细胞的胚后发生=极北
鲵胃部的嗜银细胞出现于胚后发育的第 %$ 期!
细胞呈椭圆形或锥体形! 位于上皮细胞之间
"图版$$’#& 第 %" 期! 圆形的嗜银细胞也位于
上皮细胞之间"图版$$(#& 第 %. 期! 锥体形的
嗜银细胞位于上皮细胞之间! 具突起伸向固有
膜"图版$$Z#& 第 %% 期! 圆形嗜银细胞位于上
皮基部"图版$$/#& 第 %’ 期和 %( 期中! 圆形
的嗜银细胞分别位于固有膜内"图版$$&#或腺
泡细胞之间"图版$$$##&
>?@=极北鲵小肠嗜银细胞的胚后发生=极北
鲵小肠中的嗜银细胞出现于胚后发育的第 %"
期! 细胞呈锥体形! 位于肠黏膜上皮细胞之间
"图版$$$$#& 第 %. 期的嗜银细胞呈梭形和锥
体形! 位于上皮细胞之间! 梭形细胞具两个突
起分别伸向固有层和肠腔"图版$$$"#! 锥体
形的细胞具突起伸向肠腔"图版$$$.#& 第 %%
期! 锥体形的嗜银细胞位于上皮细胞之间! 具
突起伸向肠腔"图版$$$%#& 第 %’ 期! 圆形的
嗜银细胞分布于上皮基部"图版$$$’#& 第 %(
期! 梭形的嗜银细胞位于上皮细胞之间! 其突
起分别伸向固有层和肠腔"图版$$$(#& 第 %’
期和 %( 期中! 圆形和梭形的嗜银细胞都分布
于上皮基部"图版$$$’#和上皮细胞之间"图版
$$$(#&

@=讨=论

7<8N:<A?等"$&/’#认为! 内分泌细胞在所
有脊椎动物的消化道中都有分布! 而且在发育



(’%/!!( 动物学杂志 !"#$%&%’()*$+,(-.((,(/0 %& 卷

的早期就已经出现& 如鱼类中! 在白斑角鲨胚
胎" $$ 29#的胃和肠中检测到 ’8羟色胺 " ’8
A?OE5>?QP:9;CB! ’8IW# 细胞的存在 "7,8N:<A?
$&/%#& 在两栖类中! 中国大鲵 ’8羟色胺细胞
最早出现在出膜第 &/ 天的胃黏膜上皮以及小
肠的固有层和黏膜上皮"李宁 "#$$#& 牛蛙 ’8
羟色胺细胞在变态前期的消化道各段均有分
布! 大多数分布在上皮细胞之间! 少数位于上
皮基部 "郭慧等 "#$. #& 中华蟾蜍生长抑素
"=59:P5=P:P;C! NN#细胞在变态高峰期的胃体和
十二指肠开始出现! 位于黏膜上皮细胞之间
"潘洪珍等 "#$##& 中国林蛙最早在第 .& 期蝌
蚪胃的固有层中检测到 ’8羟色胺细胞的存在!
而胃泌素"R:=PE;C! D:=#细胞则最早在第 .. 期
蝌蚪十二指肠的黏膜上皮细胞中出现 "李倩
"##/#& 在爬行动物中! 扬子鳄胰高血糖素
"R<F2:R5C! DMF#细胞在孵育第 .# 天的十二指
肠间充质出现! 而后胰高血糖素细胞在孵育第
’’ 天的十二指肠固有膜和肠腺及胃幽门固有
膜和幽门腺中被观察到% 同时在此时期的十二
指肠和胃中还检测到了胃泌素细胞! 它们分别
分布在十二指肠固有膜和幽门腺"李堃 "##"#&
在鸟类中! 家鸡血 管 活 性 肠 肽 "U:=5:2P;UB
;CPEB=P;C:<QBQP;OB! ‘,Y#’Y物质’脑啡肽和神经
降压素在其孵化第 $$ 天的消化管中检测到!
这些细胞主要位于消化管的前段" N:TTEB?BP:<-
$&/"#& 在哺乳类中! 嗜银细胞出现在刚出生
$ O 的小鼠十二指肠’回肠和盲肠的黏膜皱褶的
上皮和腺泡上皮细胞之间 "赖为民等 "#$##&
在人 $$ 周胎儿小肠可检测出血管活性肠肽细
胞! 但数量较少! 主要分布于绒毛上皮和肠腺
细胞间! 也可见于固有层结缔组织中% 同时在
$$ 周胎儿的小肠也可见生长抑素细胞和胃泌
素细胞! 主要分布于绒毛上皮间 "王琳等
"##’#& 本研究结果显示! 极北鲵消化道内嗜
银细胞出现的时间不同! 胃中嗜银细胞最先在
%$ 期中被检测到! 肠中嗜银细胞最早出现在
%" 期! 食管中嗜银细胞与前两者相比出现较
晚! 在 %. 期才被检测到& 这可能是由于在极
北鲵的胚后发育过程中食管的发育较胃和肠滞

后& 同时! 极北鲵消化道嗜银细胞从发生位置
看! 与上述动物基本相同! 即内分泌细胞大多
出现在消化道黏膜上皮之间或者在固有膜内&
从发生时间上与以上其他动物相比! 嗜银细胞
在消化道中的出现时间较晚! 导致这种差异的
原因可能与动物的食性和栖息环境有关&

消化道内分泌细胞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一
类为封闭型细胞! 该类细胞多呈圆形或椭圆
形! 位于固有层或黏膜上皮基部! 与胃肠腔无
直接联系! 具有内分泌功能% 另一类为开放型
细胞! 该类细胞呈锥体形或梭形! 多位于黏膜
上皮或腺泡上皮细胞之间! 其突起伸向消化道
腔或腺泡腔! 细胞与胃肠腔或腺泡腔直接接
触! 一般行使外分泌功能 "M;F BP:<-"##. #&
两栖类嗜银细胞的形态学特征与之相似"张志
强 "#$.#& 本研究发现! 极北鲵消化道嗜银细
胞在胚后发生过程中! 既有封闭型细胞! 又有
开放型细胞! 前者提示其可能具备内分泌功
能! 后者提示可能具备外分泌功能& 在成年两
栖动物中! 一些学者发现消化道嗜银细胞有突
起伸向邻近细胞! 暗示其可能起旁分泌功能
"张志强 "#$.#! 但在极北鲵的胚后发育各阶
段! 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嗜银细胞&

胚后发育是两栖动物消化道结构功能逐渐
完善的重要时期! 极北鲵消化道嗜银细胞的胚
后发生特点是$ 随着消化道管壁组织学发育层
次增多! 内分泌机能逐渐增强! 嗜银细胞的分
布位置与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食管部嗜银细
胞的分布由上皮细胞之间到基部! 细胞形态由
封闭型到开放型% 胃部由上皮细胞之间至基部
至腺泡上皮细胞之间! 形态由封闭型至开放型
至封闭型% 肠部由上皮之间至上皮基部至上皮
细胞之间! 细胞由开放型至封闭型至开放型!
这种变化特点可能与消化道各部位的功能
有关&

已有研究表明! 嗜银细胞是一类内分泌细
胞! 分泌多种胃肠激素! 它包括 ’8羟色胺细
胞’胃泌素细胞’胰高血糖素细胞’血管活性肠
肽细胞等"邓孔昭 $&/#! 张盛周等 $&&&#! 要
检测具体的细胞种类还有待于应用免疫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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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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