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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内糖原高度聚集，形成糖原湖(见图版 

I：2)。 

(B)肝细 胞内病 毒颗 粒裣 出率高。 15只 

DHBV感染阳性鸭肝组织均检出了病毒颗粒 

9只血清 DHBV滴度“H}”者肝细胞扩张的粗面 

内质阿(RER)池内可见大量病毒，其中一种为 

直径 30～45nm不完整的空心病毒；另一种为 

直径 50～65nm完整 的实心病 毒 (见图版 I： 

3)。 

血清滴度“+”鸭肝细胞 内病 毒相对减少， 

且实心成熟病毒颗粒也少见(见图版 I：4)。 

(C)RER和线粒体(M)减少。在糖原积蓄 

和病毒感染的肝细胞内，RER和线粒体等细胞 

器明显减少。仅见少量散在 RER多表现为中 

度至高度扩张和脱颗粒状态。线粒体肿胀、基 

质密度变低．蝽减少甚至消失。同时可见胞质 

空泡变性(见图版 I：5～6)。 

2．3 电镜观察肝细胞超微病变与血清病毒滴 

定相关分析(表 1)。 

3 讨 论 

已有资料证 明_2 J，当肝脏缺乏 葡萄糖 一6 

一

磷酸(G一6～P)酶时，储存在肝细胞内的糖 

原不能被有效分解利用。同时新的糖原不断合 

成，导致糖 原在肝细胞 内逐渐累积。实验研究 

证实．G一6一P酶 活性 定 位于 粗 面 内质 网 

(RER)池表面，当 RER扩张脱颗粒时，其蛋 白 

质及各种酶的合成受到影响。此时，酶细胞化 

学分 析 显 示、G 一6一P 酶 活 性 降 低 或 消 

失 J。电镜下所见，积蓄糖原和含病 毒的肝 

细胞 RER及线粒体等 细胞器明显减少．PER 

呈中度至高度扩张．线粒体肿胀或凝集。此改 

变无疑使 G一6一P酶合成受损害，线粒 体能量 

合成功能下降，甚至影响整个细胞的生理活动。 

其是糖原异常增生的原因之一 

l5只 DHBV感染阳性鸭肝组织均检出了 

数量不等的直径为 3O～65nm球形颗粒，此结 

构的性质已得到免疫组化及电镜病毒形态投生 

学的 证 实是 鸭 肝 细 胞 内 增 殖 的 DHBV 颗 

粒fj～ 。 

电镜观察显示，DHBV感染阳性与阴性鸭 

肝组织明显不 同。前者．肝细胞的各种异常改 

变可能为病毒感染引起的超微病变 经相关分 

析表明：病变肝细胞数量与血清 DHBV滴度有 

显著相关性。且肝细胞超微病理改变程度也随 

血清病毒滴度的增加而加重。DHBV感染与携 

带会直接影响动物机体健康。鉴于麻鸭的实验 

价值和在国内的经济地位，应积极 阻断 DHBV 

的传播途径．降低其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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