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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蚌结缔组织细胞发生及发育观察

刘 小 明

(广东省韶关市水产研究所 )

提 要 对河蚌外套膜组织学观察发现
,

外套膜结缔组织发源子细胞聚合体
。

聚合 体

细胞发育形成结缔组织细胞及组织构造
。

外套膜边缘
“

类聚合体
”
细胞增殖和发育形成边缘结

缔组织
。

聚合体细胞发育形成不同形状细胞 (成纤维细胞和颗粒细胞 )
。

两者不断变化 :成纤维

细胞积累颗粒最终发育成球状颗粒细胞
。

球状细胞解体释放颗粒后恢复分泌纤维质状 态
。

纤

维物质重新组合排列构成贝体组织骨架
,

颗粒物质参与贝壳形成
。

关键词 贝类
,

细胞发生
,

发育
,

结缔组织

关于贝类细胞增殖曾见于某些贝幼体发生阶段及对珍珠囊形成观察 l[, 卜
. , 。

贝体发育

阶段细胞生成和发育过程还未有明确报导
。

作者曾发现并报导过贝类外套膜一新 结 构
,

指出贝壳及珍珠分泌为
“

开放式
” ,

主要是结缔组织细胞分泌物质直接参 与 =[]
。

研究贝体

结缔组织细胞发生和发育对贝类生物学以及珍珠生成机制都有重要价值
。

本实验通过大量组织切片观察
,

首次报导一种普遍发生在贝类结缔组织中的细胞增

殖方式
,

并观察细胞发育过程
。

材 料 与 方 法

木实验所用三角帆蚌仁御
犷￡叩 s￡s “ , ￡, 夕“ ( L ae ) ]和褶纹冠蚌 〔口: ￡: t a `记 , z￡。 z a

( L e a he )〕采自

瑚南省洞庭湖
。

对育珠手术扦片不同时间的组织及一些非育珠蚌外套膜组织取样
。

用 B ou in 液 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
、

H
.

E 染色按常规方法进行
。

光学显微镜观察并照相
。

结 果

(一 ) 贝的结缔组织细胞发生

( 1) 育珠贝小片周围结缔组织 细胞聚合体普遍发生于植片手术一个月内小片组织

周围
。

因其发育程度不同
,

聚合体可 以是细胞高度密集
、

无间质结构
,

也可以是比较松散

的
,

细胞间有许多纤维物质
。

聚合体细胞主要发生于一种囊状结构 (图版一 1 )
。

囊壁是由

细胞和纤维质排列组成
,

大部分为单层细胞
,

极部位置也可出现多层细胞
。

囊内部细胞分

裂增殖形成密集成团细胞
,

有球状或条状等
,

外层有一些细胞分泌的纤维质围绕
。

细胞大

量发生
,

聚合体较大时发生断裂
,

形成对等或不等的新体
。

这样
,

随着细胞增殖和新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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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质
,

可清楚观察聚合体分散和构成结缔组织过程
。

(二 ) 细 胞 发 育

聚合体细胞发育可较明显地分成两种类型
,

细胞型和纤维型
。

细胞型聚合体通常是

细胞数量较大
,

分散成一些密度很大的细胞群 (图版一 2 )
。

这类聚合体较多出现于组织异

常状态
,

如病变组织
,

扦片位置 ,纤维型聚合体细胞发育分泌大量纤维质
,

这些纤维质积存

于聚合体中心部
。

当聚合体分散后
,

细胞与纤维质重新排列形成结缔组织构造 (图版一

6 )
。

纤维型聚合体普遍存在子正常发育的结缔组织
,

特别是边缘膜结缔组织较多见
。

聚合体细胞发育初始都有纤维质分泌产生
。

随着细胞间纤维物质增多
,

细胞分散开
,

细胞结构逐渐分明
。

聚合体细胞发育过程发生明显的细胞形态和机能转变
。

细胞型聚合

体
,

初始阶段可看到多数细胞皇小球状
,

有一细胞核及少量胞质
。

一些细胞呈不规则状
,

带

有较多纤维物质 ,而另一些则呈梭形或锥状
、

袋状
,

细胞内有数量不等的颗粒状粘液泡
,

细

饱表面有一些纤维质 ,还有少量细胞 已经发育接近球状
,

细胞核偏一侧
,

胞内有大量粘液

袍
,

胞面纤维丝最少
。

一些 已经分散开的聚合体
,

出现大量发育较一致的球状颗粒细胞群

(图版一 5 )
。

很明显
,

聚合体细胞发育分散过程中
,

细胞形态不断发生改变
。

由小球状或不

规则状分泌纤维质细胞成为含有数量不等的粘液泡
,

可 同时分泌纤维物质和粘液泡 的不

同形状细胞
,

有梭形
、

锥状
、

袋状等
。

这些不同形状细胞随着细胞内粘液泡的积累而改变

细胞形状
,

直至成为细胞个体较大
,

充满着粘液泡的球状顺粒细胞
。

而纤维型聚合体
,

细

胞发育停留在分泌纤维物质阶段较长
,

可观察到细胞分泌均匀一致的丝状纤维质
,

这些

纤维质大量积存在聚合体的中心部
。

当纤维质积聚一定程度
,

聚合体细胞开始分散开并

与纤维质重新排列构成结缔组织构造
,

这时
,

各种不同发育形态细胞完全显露出来
,

可看

到带有大量纤维质的成纤维细胞和许多不同形状的颗粒细胞
。

细胞变化过程十分明显
。

发育成熟的球状细胞个体较大
,

体内挤满粘液泡
,

细胞核偏靠一侧
。

可见到一些球状

细胞正在解体释放胞内粘液泡及解体的细胞碎块 (图版一 5 )
。

解体发生时
,

细胞核与球体

部分分离
,

胞内大量粘液泡散落出来
。

分离后胞核部分仍带有纤维丝
,

类似新形成的成纤

维细胞
,

这表明分离的细胞核可 重新发育回到成纤维细胞阶段
。

球状颖粒细胞的解体和释

放粘液泡现象
,

在成熟的球状细胞群中普遍发生
。

纤维型聚合体以及外套膜边缘
“

类聚合体
”

细胞发育
,

形成大量的聚合
.

体中心部纤维

质
。

在外套膜中央膜及近中央膜的大部分边缘膜
,

聚合体中心部纤维质重新排列
,

组成较

大纤维束和分支
,

这些纤维束和分支纤维与周围分散的聚合体细胞构成结缔组织的蜂窝

状结构
:

即由细胞
、

纤维及饱状空隙排列构成
。

泡状空隙环绕着中间的大纤维束
,

纤维束

分支形成泡状空隙的隔壁和骨架
,

空隙周围分散着一些不同形状细胞
,

即分泌纤维质细胞

和颗粒细胞
。

观察还表明
,

泡状空隙中组织液分布着大量粒状粘液泡
` 1 ’ 。

这种结构组成

外套膜主要结缔组织
。

在外套膜边缘
, “

类聚合体
”

中心部纤维质重新排列并与细胞组成

胶质状结构
,

不断生成和填充结缔组织空隙
。

细胞型聚合休形成大量高密度细胞群并逐渐散开
。

分散过程为随机进行
,

即由高密

(1) 刘小明
,
1 ,驯〕 河蚌外套膜边缘

`

位移
,

和贝壳三层形成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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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细胞群到低密度细胞群
,

最终与周围结缔组织近似
,

成为结缔组织细胞的一部分
。

实验

中观察到一些聚合体细胞发育形成较均匀和集中的球状细胞群
。

还有一些聚合体细胞发

育似乎缓慢或停止
,

有细胞自溶迹象
,

这种情况多见于生长较差的贝体
,

这表明贝体生理

状况对聚合体细胞发生和发育过程有着重要影响
。

讨 论

关于贝类细胞聚合体
,

一般文献认为是机体伤损组织的细胞趋集防御或吞噬异物作

用
,

又称
“

游走细胞聚合体
” ,

多见于珍珠囊形成初期川
,

在贝类修复被损坏的贝壳早期阶

段也通常见到
〔 ,习。

作者在未手术蚌组织也常见
,

而在一些显然是病变的外套膜上见其大

量分布 ( 肉眼见外套膜有许多小白点
,

即是囊状结构 )
。

本实验通过较多的聚合体连续切

片而完全确定
,

聚合体细胞发生并发育形成贝体结缔组织细胞和组织构造
。

聚合体主要发

生于囊状结构
,

可 以认为囊状结构造成一种有别于周 围结缔组织的局部空间和环境条件
,

这种环境有利于 细胞集中大量增殖
。

在外套膜边缘
,

结缔组织呈细胞与纤维交连的胶质

状结构
,

无法形成囊状结构
,

并呈现树权状延伸至结缔组织空隙的新生细胞群
,

本文暂称

为
“

类聚合体
” 。 “

类聚合体
”

发育并构成胶质状结缔组织部分
。

由此表明聚合体细胞的产

生方式是与不同部位结缔组织特点相适应
。

聚合体细胞发育
,

出现细胞型和纤维型两种

方式
,

前者形成大量机体异常状态所必需的细胞群
,

后者形成机体正常生长的新生组织
。

说明贝体组织机能对机体构造物质的指导或控制相当统一协调
。

因此作者认为在贝体各

部分不尽一致的结缔组织或是不 同生理状况
,

可 以存在形态有所不同的细胞增殖群
,

如聚

合体或
“

类聚合体
” ,

发生于囊状结构或者结缔组织间隙
,

发育为细胞型或纤维型
。

但可以

肯定
,

细胞密集增殖方式在贝体不同部分组织中是一致的
。

这种方式也有利于细胞发育

分泌集中的纤维质并构成贝体组织生长所必 需的纤维束构造
。

球状顾粒细胞广泛分布于贝体组织以及组织液中
,

是典型的分泌细胞
。

细胞个体较

大
,

胞内聚集粘液泡
,

细胞核偏靠着一侧胞膜
。

这些特点与外套膜边缘外表皮典型分泌细

胞有许多相似之处
。

边缘表皮分泌细胞为细柱状
,

胞核位于基部
,

游离端聚集的分泌物占

据了大半个细胞
〔兄 , 。

球状细胞与边缘表皮细胞的细胞核显然是由于分泌物积聚而挤压偏

位
。

球状细胞释放出粘液泡后又恢复原来状态
。

曾有报导指出粘液泡穿越外表皮
〔们 ,

这

与作者在实验中多次见到粘液泡成堆穿越边缘外表皮细胞间隙的情况相似 (这种穿越方

式在外套膜外表皮新结构〔 , ,中显然不成问题 )
,

作者相信这些粘液泡与贝壳形成有关
,

但

推测拈液泡主要含钙质
〔 . 〕 ,

作者认为十分可疑
。

本实验与一些报告 〔一 1 , 〕
都证实贝类成纤维

细胞能转变为球状颖粒细胞
。

在本实验中
,

成纤维细胞是先由含少量颗粒的梭形
、

锥状
、

袋状细胞逐渐过渡到充满粘液泡的球状颗粒细胞
。

其过程存在着既分泌粘液泡同时又产

生纤维质阶段
,

随着粘液抱增加而纤维质分泌减少
。

作者认为
,

这种渐进的细胞发育方式

难以导致分泌物出现质的较大改变 ( 即由纤维质变成钙质 )
,

粘液泡物质应是接近于纤维

蛋白之类物质更合理些
。

关于这点
,

作者曾对外套膜组织液中密集分布的粘液泡进行观

察 (方法见内 )
,

并用 E D T A 法滴定组织液中钙浓度
。

结果表明
,

滴定前和滴定后组织液

( 2 ) 见本文的脚注 ( 1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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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粘液泡密度
、

形状无变化
,

而且滴定终点敏锐
、

准确 (停放时间较长无改变 )
。

证明这些粘

液泡与组织液中钙浓度无关
。

这一结果也直接表 明
,

贝壳 (珍珠 ) 生成并非是表皮细胞直

接分泌
,

而是由表皮细胞分泌物
、

结缔组织粘液物质
、

组织液中钙物质等部分物质所合成
。

这一结论与作者一系列观察结果 〔叼 `” 相一致
,

但与以往的贝壳生成机制伪
,一
周不同

。

贝类血液或组织液细胞形态和类型
,

在另一些种类
,

如单板类加拉提亚新蝶贝 (从
。 -

州 l`毗 夕赫 a
ht 。 。

)
、

腹足类海螺 ( B 。

缨二 ca 八。 a) 和静水椎实螺 (翔脚 。二 a :
at g。 乙菇 ) 以及

双壳类鸟蛤 (伪
二成。 。 。 。

娜
c

, )等有过描述 ls[ , 。 观察者不同
,

细胞分类描述往往不一

致
,

显然还未有确定的细胞分类和系统命名
。

有报导认为细胞机能有吞噬和运输能力仁哟
` . , 。

本实验中
,

河蚌结缔组织细胞形态与血液 (或组织液 )细胞基本一致
。

活体观察
,

结缔

组织颗粒细胞有较大变形能力和细胞凝集现象
,

这些都与血液情况相似
。

经组织处理后

(即切片观察 )
,

基本上可分成无颗粒和颗粒两类细胞
。

这些也与多数观察结果相近
,

表明

血液细胞与结缔组织细胞同源产生
。

本观察表明
,

无顺粒细胞多数呈小球状和不规则状
,

带有较多纤维质
,

显然处于细胞分泌纤维质阶段 ;有颗粒细胞形状多样化
,

颗粒较多的球

状颖粒细胞解体释放出颗粒物质
,

很明显
,

这处于细胞分泌颗粒状粘液泡 阶段
,

同时分泌纤

维质和粘液泡的过渡阶段细胞状态也大量存在着
。

这就是无法对贝类组织液或血液细胞

分类的主要原因
。

细胞主要机能应当是分泌贝类所必需的构造物质
,

即纤维物质和颖粒

状粘液物质
。

纤维物质组合排列构成贝体组织的基础骨架
,

而颗粒物质穿越外表皮参与

贝壳形成
。

这种细胞分泌机能作为细胞代谢活动组成部分
,

贯穿于细胞发育全过程
。

作者
认为

,

由于贝类生物和组织形态都 己经特化
,

贝类细胞生成方式和细胞机能也都迥然不同

于其它动物
,

对贝类组织细胞进行的研究和划分类同于其它动物
,

显然是不合适
。

作者曾指出外套膜外表皮是由
“

板块
”

表皮排列组成
, “

板块
”

之间有明显分离的缝隙
。

结缔组织中各种贝壳物质
,

如钙质
,

粘液泡等直接穿越外表皮进入贝壳及珍珠分泌面
。

因

此
,

结缔组织中细胞密度以及分泌物数量将决定贝壳或珍珠生成速度
。

贝类边缘膜细胞聚

合体和
“

类聚合体
”

大量发生
,

边缘膜结缔组织细胞密度及分泌物数量都远超过中央膜
,

贝

壳的增长主要集中于边缘部分 ; 同样
,

贝体手术后出现较多聚合体而使局部位置细胞密度
’

和分泌物数量改变
,

也将对珍珠成长产生影响
。

本实验同时也注意到
,

珍珠质生成较快
。

质量优的贝体
,

珍珠生成位置结缔组织有较多聚合体形成并发育成比较均匀的球状颗粒

细胞
,

这些细胞使组织细胞密度剧增
。

珍珠质生长缓慢的弱质蚌
,

虽然也有聚合体形成
,

但发育缓慢
,

甚至出现细胞 自溶消失
。

这说明贝体机体状况极大影响分泌细胞的发生
、

发

育及分泌物形成
。

这就是我们认为在珍珠养殖中培育优良蚌质才能育出优质珍珠的理论

依据
,

同时也在实践中得以充分证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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