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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珍珠的外套膜
,

国内外曾作过组织学
〔盆

,
. 3、组织化学

「‘川
、

亚显微结构
仁. 】、珍珠囊形成 t二 , ,等研

究
。

本文作者利用扫描电镜的立体感强
、

景深大
,

可观察整体标本表面结构的优点
,

观察了河蚌外套旗
:

内
、

外表皮及结缔组织表面结构
,

并对珍珠质等分泌物来源及分泌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使用分布广泛
,

可进行人工育珠的背角无齿蚌 (枷
。而时“ , oo 成“”a ell ‘川￡“) 为材料

。

蚌采

自成都郊区龙泉异区池塘
。

组织块取材及处理 : 切断蚌的闭壳肌后
,

用自来水洗净外套膜附着的粘液和污物
。

用削片刀削下外

套膜的内表皮组织
,

放入小烧杯中
,

小烧杯中盛有蚌的平衡盐溶液 ‘”
。

用眼科剪把余下的边缘膜外表皮

组织剪下
,

放入另一小烧杯中
。

二者均用平衡盐溶浓洗几次
,

进一步去掉组织上附着的分泌物
。

将洗净

的组织条
,

表皮细胞朝上
,

结缔组织朝下
,

平整地摊在玻板上
,

两种组织条均用切片刀将色线边与其余部

分切开
,

所得到的四个组织条
,

都切成 3一生奄米见方的小片组织块
,

用眼科镊各取中段组织决放在小载

玻片上
。

在小称最瓶中以1 %戊二醛于4℃预固定 2 一4 小时
, 。

.

IM 磷酸缓冲液洗几次
,

1男俄酸后固定含

小时(犷C)
, 。

.

IM磷酸缓冲液洗数次
,

逐级丙酮脱水
,

逐级醋酸异戊醋置换丙酮
,

进行临界点干燥
、

真空

喷金以后
,

作扫描电镜观察
。

。
本文是在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开放墓金资助卞完成的

。

收稿年月
: 1 9习0年 4 月 ; 同年 9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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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

短径约 16 微米
。

细胞多突出表面
,

排列疏松
,

极不整齐
。

细胞形状多样
,

有国形
、

肾形
、

葫芦形
、

有长

柄的梨形(图版一D ,1
, 2 ,

3) 等
。

纤毛细胞数且很多
,

与不具纤毛的表皮细胞无规则的相间排列
,

纤毛细

胞在间隙的两侧特别密集
。

有的纤毛细胞表面看不见胞体
,

只薄出纤毛在夕卜(图版一 D 碑)
。

内表皮细

胞游离端具有微绒毛
。

细胞表面有许多国形分泌小泡(图版 一D 沙白 t)
。

在间隙中的游走细胞的顶端

看见有无定形分泌物存在(图版一D ,

勿
。

(三 ) 外 表 皮

河蚌外套膜外表皮(去掉色线边)
,

也呈板块状结构
。

外表皮细胞为扁平状
,

体积大
,

长径为在。一加

微米
,

短径为 2。一30 微米
。

在低倍镜下观察
,

排列较规则
。

高倍镜下观察
,

细胞表面生长着长度一致
、

排列整齐的微绒毛〔图版一 P ,
t)

。

在细胞表面特别是间隙附近
,

有许多丝状和块状的分泌物及分泌泡

(图版一E )
。

在板块间隙中及附近有许多大小不等的圆形细袍附粉
,

其中有表面共皱折的类淋巴细胞
,

直径 7一1Q 微米(图版一G ,

1)
,

间隙中的细胞
,

从其反差不同
,

可知它们有的在间除的表面(色浅
,

国版

一 G ,

大丁)
,

有的在深处(色深
,

图版一G , 小t)
。

表明间沟中的细胞分布于不同层次
。

(四 ) 结 缔 组 织

外套膜表皮细胞极易脱落
,

脱去表皮细胞后的结缔组织表面也呈间隙结构 (图版一H , 1)
.

结缔组

织细胞间质丰富
,

细胞埋于间质中
。

结缔组织表面存在许多分泌小泡 (图版一H 汰 兮)
。

在间隙附近有

许多密集的分泌颗粒(图版一H , 小t)
.

讨 论

(一) 分泌物来源

一般认为贝外套膜色线边生壳突起的外表皮细胞分泌贝壳的角质层
,

缘膜突起背面的表皮细胞 分

泌棱柱层
,

色线边以内的内表皮细胞分泌粘液
,

色线边以内的外表皮细胞形成和分泌珍珠质
「, ,

一川
。

本文作者用光学显微镜
、

透射电镜
r孟·‘1都观察到结缔组织中有许多具分泌颖粒的细胞散在存在

,

在

边缘膜前半部分的内皮下的结缔组织中
,

有成片被苏木精染成蓝色的多细胞腺分布
〔,

·

, 】,

有的还与内表

皮细胞中的粘液细胞相连通r=3
.

在扫描电镜下本文作者观察到在外表皮细胞脱掉后的结缔 组 织 中
,

也

有许多分泌小泡和无定形分泌物存在
。

从石蜡切片观察到外皮下的结缔组织中
,

也有许多被苏木 精浅

染或不染的具分泌抱的细胞
。

这显示出内皮下结缔组织细胞的分泌物呈酸性
,

而被苏木精染成蓝色 ;外

皮下的结缔组织细胞
,

分泌物呈中性或弱酸性
,

而被苏木精浅染或不染色
。

在一般 H
·

E 染色的切 片中
,

较难看清它们
,

所以研究者很少报道它们的存在和作用
。

本文作者通过光学显橄镜
、

透射电镜
、

扫描电

镜反复对比观察
,

看出内
、

外表皮下结缔组织细胞中的分泌物的染色特性分别与内
、

外表皮中的分泌细

胞相似
,

分泌细胞分布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

这些结果表明
,

内表皮分泌的粘液物质
,

不仅来源

于内表皮细胞
,

也来源于内皮下的结缔组织
,

珍珠质不仅来源于外表皮细胞
,

也来源于外皮下的结缔组

织
。

河蚌尾部的边缘膜和中央膜都比头部厚
,

这是由于尾部结缔组织发达
、

丰富的缘故
。

贝体后端珍珠

形成速度快
、

颗粒大
「, ·‘。, ,

贝壳也厚
。

这也表明结缔组织细胞与贝壳和珍珠的形成有关
。

可见外套膜的

分泌物是表皮细胞和结缔组织中分泌细胞共同合成和分泌
,

并非仅是表皮细胞的功能
。

(二) 间隙的生理作用

外套膜色线边及去掉色线边的内
、

外表皮的游离面都见到板块状结构
,

板块之间有间隙
。

间隙两例

分布的纤毛特别多
,

纤毛的摆动可增加水流速度
,

改变水流方向
,

加快细胞与环境的物质交换
。

在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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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镜下本文作者曾观察到外表皮细胞比内表皮细胞中有更多执行消化功能的次级溶酶体
t‘’。 外套膜板

块间的间隙结构
,

可使外界物质更容易通过间隙运输到外表皮细胞间
,

由外表皮细胞进行吞噬
、

吞饮作

用而进入细胞中
,

形成次级溶酶体
,

将物质消化吸收
。

这表明间隙是环境中营养物质进入细胞的通道
。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到间隙附近分泌物颗粒和无定形分泌物分布很多 (图版一H )
。

同时间隙的不同层次

中分布着许多游走细胞
,

可见到游走细胞顶端的无定形分泌物
。

说明间隙不仅是外界物质进入贝体 的

通道
,

也是分泌物和结缔组织中游走细胞外出分泌的途径
。

显示出间隙在贝的物质出入
、

形成粘液润滑

外套膜
,

形成贝壳保护软体部分等一系列生理功能方面
,

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一种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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