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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鱼皮肤创伤修复过程的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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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月 Y S N O B ILI S ( R I C H A R D S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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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gn 而。

(湛江水产学院 ) ( Z 再肠 几
。们夕 刀介附 r亡ea C o艺2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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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皮肤创伤是渔业生产中常见的一种疾病
,

并是其他多种疾病的病因
。

本文供实

验的鱼是体长为 18 一28 厘米
,

体重在 90 一 120 克的墉鱼
,

共 16 尾
。

实验期间水温波动在

2 1一 2 5
O

C之间
。

人为创 口深 0
,

5 毫米
,

长 5 毫米
。

从 1 9 8 5 年 4 月 2 6 日暂养至 5 月 8 日
,

在此期间按一定时间分别切取病灶作病理组织切片
。

一
、

’

临 诊 观 察

术后的编鱼活动正常
,

流血由于血凝块封闭伤 口而停止
。

半小时后可见创面发红 ,术

后 2小时
,

创面发红加剧
,

略呈浮肿
,

以后逐渐消退
,

创面缩小
,

表皮向伤 口中心推进
,

呈灰

白色
。

各尾实验鱼于术后 48 小时前表皮层已完全复盖伤口
。

创面颜色比正常皮肤浅
。

二
、

病理组织学观察

1
.

伤口 的早期变化 指以出血
、

变质为主的时期
,

相当于术后 8 小时以内的阶段
。

术后 0
.

5 小时
,

表皮脱落
、

真皮层至浅部肌肉层断裂
、

破碎
,

出血 已停止
。

伤口有一大

血凝块
。

伤 口周围组织有轻微充血的现象 ( 图版 1 》
。

术后 4 小时
,

血凝块中的纤维蛋白网逐渐清晰
,

其纤维走向基本上与表皮垂直
,

网中

的血细胞有核固缩迹象
。

真皮层严重充血
,

并有以嗜中性白细胞为主
、

小部份单核细胞的

渗出
。

此外
,

真皮层的载黑素细胞破裂
,

释放出来的黑素小体呈黑色或深褐色
,

比较集中

地分散在其附近
,

少量散布在血凝块内
。

伤口肌层内的肌纤维肿胀
、

红染
,

并空抱化
。

空泡

内有红染颗粒
。

肌原纤维正常排列的辐射状纹线消失而变成均匀分布的嗜酸性颗粒
。

肌

细胞核内移
。

肌纤维之间有炎性细胞浸润 (图版 2 )
。

术后 8 小时
,

伤口表皮细胞有炎性水肿现象
。

这些细胞体积变大
,

细胞质染色较淡
,

细胞间出现空隙
,

个别细胞界限模糊
。

部份基底层细胞开始增生
,

增生的细胞呈梭形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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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 内的血凝块开始机化
,

新生的毛细血管内已有血细胞出现
。

肌肉层内吞噬细胞很活

跃
,

出现在坏死的肌纤维周 围 ( 图版 3 )
。

2
.

创面收缩 术后 17 小时到 24 小时
,

伤口附近表皮基底层坏死细胞在被 巨噬 细

胞清除的同时
,

健康的基底层细胞大量增殖
。

增殖的基底层细胞沿伤 口边沿向上到达上

皮表面
,

然后向创口中央迁移并复盖在血凝块之上
。

迁移的细胞层仪为 2一3 细胞厚 ( 图

版 4 )
。

术后 24 小时迁移的细胞已完全复盖创面
。

这时
,

血凝块内的血细胞发生自溶
,

留下海绵状结构的纤维网
。

肉芽组织的吞噬细胞

括跃地清除坏死物质并取代其位置
。

真皮内白细胞渗出的现象很明显
。

在一些较大的小

血管周围有成团的黑素小体存在
,

某些吞噬细胞内也可看到这类小体
。

同时
,

肌层的坏死

肌纤维之间及内部均有大量的白细胞浸润
,

并可见巨噬细胞在清除坏死物质
,

个别肌纤维

仅存轮廓
。

新生的毛细血管开始长入该区域 (图版 5 )
。

浸润的白细胞先是嗜中性白细胞
,

随后单核细胞的数量明显增加
。

愈合后期
,

在炎症灶特别是在疏松层内还可见到较多的

嗜酸性白细胞
。

3
.

伤 口愈合及其他组织的再生 术后 24 小时
,

复盖在创 口上的新生
“

表皮细胞
”

逐

渐增加其细胞层数
,

并显露出分化的迹象— 基底为一层柱状细胞
,

往上是多层多边形细

胞
、

其中有一种大型细胞
,

表面为 3一5 层扁平细胞 ( 图版 6 )
。

在术后 g 夭
,

这些大型细胞

分化为杯状细胞和棒状细胞
,

个别表层细胞有脱落现象 ( 图版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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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24 小时
,

真皮层已 出现肉芽组织
,

术后 3 天
,

肉芽组织的纤维母细胞增多
,

并出

现纤维细胞和胶原纤维束
,

尤以疏松层更为明显
,

该部位的坏死组织被其取代
。

其毛细血

管大都与创面垂直
。

此后
,

纤维束逐渐增加
,

毛细血管退化乃至消失
。

术后 招 天
,

新形成

的胶原纤维束与创 口两侧的纤维束连接在一起
,

但仍可区别新旧两种纤维 (图版 8 )
。

术后

8 天
,

真皮层内出现一些大型细胞团
,

通过增生冲破表皮层形成鳞片囊
,

囊内有红染的 成

鳞物质
。

术后 4 天
,

切片中有一种由肌膜细胞演变成的细胞
,

并有这种细胞向肌纤维过渡的中

间类型
,

这种过渡类型既有肌膜细胞的外形其内部又有大量的红染的肌原纤维
。

三
、

观 察 结 论

1
.

缩鱼皮肤创伤愈复基本过程与较高等脊椎动物的创伤一期愈合相似
。

创面收缩期

以渗出和增生为主
,

临诊上的创面缩小与表皮迁移有关
。

伤口的表皮最先长出并复盖伤

口
,

其次是疏松层和致密层的修复
,

最后是肌层的再生
。

与其他较高等脊推动物不同
,

脯

鱼创伤恢复的整个过程都较快
,

如创伤 8 小时就有表皮的迁移及新生肉芽组织出现
。

并

且
,

肌组织能完全修复
。

这与鱼类种系发生位置较低有关
。

2
.

复盖创 口 的迁移上皮完全来源于伤 口邻近基底层细胞的 增生
,

而 与 B ul loc k 等

( 1 98 0 )
“

创 口边缘的上皮随上皮细胞向溃疡 区中央的迁移而逐渐变薄
”

有出入
。

我们认为
,

鳃鱼象其他高等脊椎动物一样是由基底层上皮细胞增殖产生新表皮的
。

3
.

伤 口早期渗出以嗜中性白细胞为主
,

术后 8 小时单核细胞数量逐渐增加
,

这与在

哺乳类伤口早期变化之所见相似
。

术后 17 小时伤 口硫松层中出现以嗜酸性白细 胞为 主

的浸润可能是炎症消退
、

病灶痊愈的标志
。

4
.

术后 17 小时
,

位于伤 口附近的载黑素细胞破裂
、

释放黑素小体
,

在伤口愈合时载

黑素细胞再度出现
。

这种现象与创 口颜色的变化有联系
,

但其
“

敏感
”
地配合的内在原因

却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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