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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蚌 外 套 膜 的 组 织 培 养

石 安 静

(四川大学生物系)

提 要

本文报道了褶纹冠蚌和背角无齿蚌外套膜的组织培养结果
。

试验表明
,

河蚌外套膜 的上

皮细胞和结缔组织的成纤维细胞能在离体培养条件下生长繁殖
。

在试验巾还能观察到 所培养

的组织块上皮细胞
,

能分泌出茶褐色的有机珍珠质
,

使组织块逐渐变成茶褐色
。

离体组织培养
,

是一种应用颇为广泛的技术
。

迄今
,

在人和脊椎动物的组织和细胞培

养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成果
,

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细胞株和细胞纯系
。

但是在无脊椎动物的

组织和细胞培养方面似乎还研究得不多
,

尤其对于水生低等变温动物 的组织细胞培养的

报道更是少见
。

在国内
,

到l, d er 和 V a

gO 〔1 9 6 3 )曾进行过蜗牛足和心脏的外套膜组织培

养 , B呱杠 (1 9 6 7) 曾对贻贝的组织培养进行过研究 , 盯井昭 (1 9 7 7 )则进行过阿古屋贝外套

膜的组织培养
。

在国外
,

则尚未见到有关海水和淡水贝类组织培养的报道
。

作者前儿年

曾对河蚌的外套膜作了组织学研究叫和染色体研究 , 1 。 在此基础上
,

为了了解河蚌外套

膜分泌珍珠的机理
,

对淡水河蚌的外套膜作了组织培养研究
。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料 料 和 方 法

1
.

试验用的河蚌是四川成都产的背角无齿蚌 A助比伪
乞ta 二oo 而“

卿 (L ea )和湖南洞庭

湖产的褶纹冠蚌 伪如 , 赫 川店似衍 (L 。聪h)
。

其年龄都在 2 龄 以下
。

所培养的组织是上述

两种蚌的外套膜的边缘膜
。

取材之前
,

先将蚌壳用肥皂水刷洗于净
,

然后割断闭壳肌
,

用

自来水和蒸馏水反复冲洗外套膜及内脏团
,

剪下外套膜的边缘膜
,

立即放入用平衡盐溶液

配制的抗菌素溶液 (每毫升中含青霉素 4。。o 单位
,

链霉素 5。。。微克 )
,

浸泡约半小时
,

再

用这种抗菌素液洗涤 20 一30 次
。

将组织剪成 1 平方毫米大小的碎块
,

再用 自己设计配制

的平衡盐溶液洗涤 3一4 次
,

准备培养
。

2
.

平衡盐溶液是按作者 自行设计的配方配制的
。

其配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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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

褶纹冠蚌和背角无齿蚌外套膜细胞的分泌活动较阿古屋贝更旺盛
,

其

潜伏期也更短一些
。

讨 论

1
.

各种软体动物细胞的渗透压是不同的
,

所以用于它们的组织和细胞培养的平衡盐

溶液也应有所不同
。

例如叮井昭培养海产的阿古屋贝的平衡盐溶液是人工海水
,

培养基

是 1 99 加高浓度的盐类补强液
〔丁J 。

我们在进行河蚌的组织和细胞培养时
,
也曾经试用过

人工海水
、

H二k 氏液
,

结果河蚌的外套膜组织在这些溶液中
,

发生卷曲
、

收缩
,

显然这是

由于盐度太高的表现
,

其结果导致细胞死亡溶解
。

以后又改用 Ho l七fo t、 的变温动物培

养液 (鱼类
、

两栖类用 )「
. 1 ,

也未得到成功
。

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摸索
,

最终换成现在所采用

的平衡盐溶液
,

才获得培养成功
。

从我们的试验看来
,

各种动物所需的营养及无机盐类
,

基本上是相同的
,

所不同的是无机盐含量
』

及各种盐类之间的比例
。

所以
,

正确配制平衡盐

溶液是组织培养的关键
。

2
。

河蚌生活于天然水域中
,

其外套膜和内脏团上沽有许多微生物和原生动物 等污

物
,

在组织培养中往往会由此造成不良结果
,

因此必须进行细致的清洗和消毒工作
。

我们

曾采用高锰酸钾或酒精等进行消毒
,

结果都失败了
。

最后采用含青霉素 (4 0 0 。单位/ 毫升 )

和链霉素 ( 5 0 。。微克 / 毫升)的平衡盐溶液浸泡和冲洗
,

并用消毒滤纸轻擦去河蚌外套膜

上的粘液
,

才最终解决了防止细菌污染间题
,

得到较好的培养结果
。

3
.

河蚌外套膜组织培养的温度
,

经多次试验结果
,

以 26 一2 7
,

C为好
,

低于 2 6
O

C组织

细胞生长缓慢
,

高于 3 00 0 几乎不能生长
。

但是河蚌组织耐受低温的能力较强
,

在室温 (稍

低于 2 护C )在显微镜下作较长时间观察
,

未发现不 良影响
。

一般脊椎动物细胞的培养基的适宜 p R 值是 7
.

2一7
.

4 之间
,

但河蚌细胞似宜 略偏酸

性
,

在 PH 6
.

8一7
.

0 时的生长情况较好
。

河蚌的组织细胞培养
,

在春季容易获得成功
,

秋季比较困难
,

冬季几乎不能成功
。

这可

能与蚌体内某些激素分泌或细胞内某些基因的调控有关
,

不过其根本原因何在
,

尚待作进

一步研究
。

4
.

河蚌外套膜组织细胞在人工离体培养条件下
,

能同 自然生长时一样
,

能旺盛地分

泌茶褐色的有机珍珠质
。

在离体培养条件下所分泌的珍珠质
,

与人工育珠手术后见到的棱

柱层珍珠相同
。

在我们进行的组织培养试验中有些较薄的组织块
,

由于在剪碎组织块时上

皮细胞脱落
,

经显微镜检查看不到上皮细胞的存在
,

这种役有上皮细胞的组织块
,

无论经

多长时间的培养
,

始终是透明无色的
,

不会有茶褐色的珍珠质形成
。

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

珍珠质是外套膜的上皮细胞的分泌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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