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cqvip.com


2 结果 

2．1 组织化学观察 

2．1．1 定性 (1)PAS反应：正常钉螺鳃 管、 

肾囊与 胃壁(图 1)、副腺、卵巢内成熟卵细胞的 

反应均很强，糖原含量丰富；肝脏腺管、头足部 

收体反应中等。水淹 3O天螺各器官反应 呈 弥 

漫性减弱；水淹 60天后糖原减少更加明显，部 

分螺肾囊与胃壁、肝脏腺管几乎呈阴性反应(图 

2)o(2)G一6-Pase：正常螺仅局限于卵巢此酶 

活性很高(图 3)；水淹 3O、6O天螺酶活性减弱 ， 

染色反应减弱 (图 4)。(3)Mg—ATPase：正常 

螺肝脏腺管壁、睾丸、胃壁均有此酶存在 (图 

5)。水淹 30、6O天螺活性减弱，着色变浅(图 

6)。(4)LDH：正常螺口腔团、胃壁、肝脏腺 

管、中枢神经节、鳃管、睾丸、卵巢着 色深 ，酶活 

性较高(图 7)。水淹 3O天各部着色更深 ，并呈 

弥散性分布；淹 60天后着色颗粒粗大，尤以肝 

腺管最明显 ，多已聚集呈团块状充满腺管腔(图 

8)。(5)SDH：正常螺中枢神经节、生殖系器 

官 SDH 活性最强；头足部软体皮下实质及口 

腔团的酶分布松散，呈点状(图 9)。水淹 30、60 

天后活性增强，主要以头足部和口腔团最明显 

(图 1 0)。 (6)ALP：正常螺肝脏腺管壁、胃肠 

壁、头足部表膜活性均较强。水淹 30、60天后 

各部活性减弱，着色变浅，肝脏减弱最为明显。 

(7)ACP：正常螺肝腺管壁、胃壁存在此酶，但 

活性较低。水淹 30、60天螺该酶活性变高。(8) 

CHE：正常螺在中枢神经节、肝、鳃等部活性 

强；水淹 30、60天螺酶活性未见明显变化。 

2．1．2 定量 以空白片校正零点，OD 值大小 

与酶活性成正比。结果见表 1。水淹 30、60天 

螺肝脏 PA$ 夏应与 ALP、卵巢部 G一6一Pase 

的 OD 值与对照组螺相 比，减 少 非 常 明 显 

(p< 0．01)；水淹组螺 头 足 部 SDH、 肝 脏 

LDPI的 OD 值与对照螺比较，增加非常明显 

(p< 0．01)o 

显微分光光度计所测定量结果与光镜观察 

的定性结果相一致。 

2．2 超微结构观察 

正常钉螺头足部软体组织分上皮屡、上皮 

下层和肌层。上皮层由纤毛细胞、无纤毛细胞 

和腺细胞构成一单层结构；上皮下层为一薄层 

结缔组织；其下 为肌层。上皮层细胞内台内质 

网、线粒体数量较多；肌细胞的纤维胞浆和线粒 

体丰富(图 11)。水淹 60天，可见细胞核肿大， 

染色质凝聚；线粒体肿胀、嵴断裂，呈空泡样变 

(图 12)。 

正常钉螺肝腺管颗粒细胞和棒状细胞内台 

丰富的高尔基体、粗面内质网，线粒体等 (图 

13)；分泌功能旺盛、胞浆内含各种不同电子密 

度的分泌泡(图 1 5)；细胞核内染色质分布均匀 

(图 1 5)。水淹 6O天螺细胞核肿大或固 缩 ，染 

色质凝集 (图 l6)；分泌泡枯萎功能丧 失 (图 

l6)；高尔基复合体亦胀肿；粗面内质网表面颗 

粒减少或消失；线粒体数量减少 ，基质颗粒减少 

或消失，内外膜及嵴完整性受损，呈自溶状态 

(图 1 4)。胞浆内出现溶酶体和 自噬体。 

袁 1 钉螺水淹备组几种器官组化反应定量测定观察 

水淹各组 OD 值 (j芒土sD) 
组化指标 测定器官 F擅 

0天 (对 照) 30天 60天 

PAS反应 肝 脏 11．545土1．524 2．946土O．202 2．0O +0．O72 524．7{9 

G一6一Pa Be 卵 巢 34．17 ±3．394 9．496土1．099 4．539±O．I 48 924．I54 

SDH 头足 部 ．662土0．664 1O．673土 1．363 13．280土1．474 15O．924 

ALP 阡 脏 25．242+3．121 11．246土 1．521 7．877土O．592 307．917 

LDH 矸 脏 10．317土 2．I43 14．148土1．874 16．999土 1．942 42．5O4 

同一组化指标三组 OD 值经 F检验均 p<O．01。 

同一组化指标不同组间 OD 值经两两比较 q检验均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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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碱性磷酸酶、糖原、三磷酸腺苗酶的变化 

ALP 系微粒体酶 ，与物质吸收运输有关 ；糖原 

为动物糖代谢和能量储备源泉。Mg”一ATPase 

定位于线粒体内膜与嵴，是细胞分解 ATP 获 

取能量的关键酶。糖原与上述酶保持一定活性 

(含量)对维持体内物质吸收、利用及贮备很 重 

要。永淹 30、60天后糖原减少或消失，两种酶 

活性减弱或丧失，提示冬季水淹对钉螺营养成 

份获取、能源蓄备、能量产生和利用等生理功能 

均有明显影响。体内因代谢障碍而缺乏 能 量、 

“能源枯竭 与受淹螺死亡增加、繁殖力下降有 

关。电镜所见，受淹螺体内线粒体完整性受到 

破坏或变性，高尔基体、内质网肿胀、分泌功能 

减弱等与酶的变化互为因果。粗面内质网脱颗 

粒是体内处于饥饿状态的佐证 。另外，作 者 

在现场实验中，见水淹 60天螺捞离水体时，约 

有 1／5呈开厣状，足肌失去吸附能力，软体外 

翻并胩张，用针刺后软体缩人动作十分迟缓；死 

亡螺软体亦呈外伸状态，似与缺能有关。 

3．2 葡萄糖-6-磷酸酶变化 该酶定位于滑 砸 

内质网，是参与糖代谢和蛋白质合成的重要酶。 

雌螺生殖腺该酶活性高，提示该参与钉螺生殖 

细胞发育、成熟及螺卵形成过程。水淹后 G一6一 

Pase 活性下降势必影响螺的生殖力。现 场 研 

究查见，经水淹后钉螺产卵量下降、所产卵孵化 

率下降。综合这两方面 ，可以认为该酶活性下 

降影响钉螺繁殖力。 

3．3 酸性磷酸酶的变化 ACP 为溶酶体内消 

化酶。当溶酶体噗通透性变化或破裂时 ，该酶 

才能释 出、活性增高，导致细胞与组织自溶，被 

称之 “自杀酶 。正常钉螺 ACP 活性较低，水淹 

3O、60天后螺的酶活性提高，井在电镜下见细胞 

内已出现溶酶体和自噬体。提示水淹作为不利 

因子 ，可使得溶酶体膜受损或稳定性破坏；ACP 

释出所引起自溶作用，可加重螺体组织损害。 

3．4 脱氢酯的变化 SDH． LDH 均定位于线 

粒体蜡上，在组织化学中通常用这二种酶来反 

映糖的有氧氧化和无氧酵解状况。水淹后两种 

酶话性均异常增高 ，这是螺对不适环境变化而 

产生的“应激 反应?抑或因体内缺能而启动某 

种代偿机制，尚不能定论。但这种糖代谢异常 

加快使得体内贮存消耗加速，最终只会导致 能 

源枯竭”加剧，促进螺的死亡。 

致谢 本项工作得到了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 

究所 肖荣炜、叶嘉馥、昊中兴等教授的具体指 

导；同济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梅方雄老师参 

加部分工作。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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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盈 I 正常钉螺肾囊 (K)、胃壁糖厦丰富(PAS反应较强)x00； 母 2 水淹6O天螺肾囊、胃壁糖原稍失(PAs反直 

阴性)x90； 图 3 正常钉螺卵巢部 G-$一Pa s~活性强x 180； 图 4 水淹‘口天螺卵巢部 G一6一Pase话性降低 

×180； 囝 5 正常螺旰腺管壁 Mg+++ATPasc话性中等(箭头示)x90； 臣 6 水巍6O夭螺肝腺管壁 Mg61" 

- ATPsse活性降帏或消失x，0； 图 7 正常钉螺肝腺管 LDH 活性较强x 180； 囝 8 水淹 6O天螺肝腺管 

LDH活性呈弥散性增高x180； 囝 9 正常钉螺口控壁SDH话性中等x180l 囝 l● 水淹j0天 螺口睦壁 SDH语 

性增强，酶颗粒粗大×180； 图 ¨ 正常钉螺头足揶软体肌纤维内线柱体蜻数多，其内含基质电子密度高~5805； 

图I2 水淹60天嫌头足部肌纤维线柱体肿胀、~ x99oo； 囝 I3 正常钉螺秆聪管颗粒细胞内线粒体(M)、枉 

面内质阿丰富×16200； 囝 I‘ 水蒲砷天蜉肝颗拉细胞线粒体溶解(M)，粗面内质脱籁柱(箭头示)，井有自噬体 

存在 ×|6200： 图 I5 正常钉螺肝颗粒细胞柱膜清晰，染色质分布均匀 (N)，分秘颗粒丰富(V)~SS05； 圈 I6 

水璃6o天螺旰颗粒细狍攘固缩 ，染色质凝粜 ，膜模糊(H)，分泌颗粒枯萎，出现自噬体(箭头示)x 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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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CHEM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OF 

0Nc0MELAN lA SN AlLs AFTER W INTER FLOODING 

IN MARSHLAND 0F THE YANGTZE RIVER 

LIANG Yousheng XIONG Xikai SONG Hongtao” XIAO Rongwei 

YE Jiafu9 ZHANG Jiakai|】M EI Fangxiong 

(J j Institute ol$~kistosorai~gis Control Wgxl 2140643)；Tongii Medical u~igersi；y|)I 

Zl~~n#ilang lns~itg；~ 口j ^“I口 om Gom rol’’) 

ABSTRACT 0nr fieed experiments have proven that the oncomelania snails have higher 

death rates and lower reproductive rates when they were submerged in water for 60— 1 50 

days during winter． In order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mechanism， the soft tlssuses of the 

snails submerged for 30-- 60 days were observed for histochemistry and 111tracstructure． The 

histochemical observations showed that the glycogen content and the activities of ALP，Mg” 一 

ATPase and G一6-Pase were inhibited but those of SDH，LDH， ACP were elevated． These 

changes of the snails submerged for 60 days were more evidence than those submerged for 30 

days． The ultrastructure changes were seen in cuticular cells and liver tissuse of the snail 

submerged for 60 days． These cells and tissues were swollen with nuclei—enlargement，chro． 

mosome agglutination and disorderly arrangement of reticuh m of endoplasm etc． 

Key wordl Oncomelania smail，Histochemistry，Enzyme，Uhrastructure-Winter flo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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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杜拉属 (Drawida)蚯蚓的酯酶 

同工酶的初步研究 

竖壅煎 垦壁查 
(内囊古农牧学院草原系 呼和浩特 oiooig) 

擒要 应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的方珐，对寡毛纲扯拉属 (Z)ramid,)三种蚯蚓进行醋酶同工酶酶谱分 

折。其结果表明，同属蚯蚓具有几条相似的酶谱区带，而不同种蚯蚓又具有各自独特的酶谱带， 种闻酶 

谱区带数目、泳动率及染色强度都有明显区别。雅和枉拉蚓 (D r wld iehole ，i )酶谱图和天锡杜拉 

蚓相似，而与管状杜拉蚓相差较逗 ，表明同属蚯蚓 

关键词 虽酯酶同工酶：堑 坌兰l 旨 

动物分类学在近年来有了很大发展 ，人们 

在应用传统的形态特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 ，已 

将生物化学等方法广泛地应用于鉴别物种的特 

在进化水平上的亲缴关系。 

·同功 
异性以及它们在进化的血缘关系上“ 。AviseU~ 

本文为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龟 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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