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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绸消化道的组织学和形态学研究

喻子牛 孔晓瑜 孙世春
(国家教委水产养殖研究开放实验室

,

青岛海洋大学 266 (X) 3

摘 要 采用扫描电镜和光镜技术对真纲的消化道进行了组织学和形态学研究
。

具发达领

齿的 口咽腔之后
,

真细消化道由分化明显的食道
、

胃
、

小肠和直肠构成
。
口咽腔粘膜表面为复层上

皮
,

其中含有杯状细胞和味蓄
,

表层细胞具微摺(脊 ) ;食道粘膜也衬着复层上皮
,

由表层具微褶 (脊 )

的扁平细胞
、

中层的杯状细胞及底部的基底细胞组成
,

食道粘膜部分区域衬着单层柱状上皮 ; 胃 V

形
,

粘膜表层为单层柱状上皮
,

贵门部和盲囊部上皮下有一厚层胃腺组织 ;肠道短
,

相对长度为 O
,

6

左右
,

小肠上皮为具微绒毛的单层柱状上皮
,

直肠上皮为假复层上皮
,

两者上皮中均散布较多的杯状

细胞
。

讨论了真绸消化道组织学特征与消化
、

吸收的关系
,

认为真绸消化道具典型动物食性消化道

特征
。

关键词 真纲
,

消化道
,

组织学
,

形态学
,

扫描电镜
,

光镜

鱼类消化道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是直接关系鱼类生长
、

发育乃至繁殖的重要生命活动
,

消

化道的组织学和形态学研究是认识和探讨鱼类摄食
、

消化及吸收生理机制的基础和途径之一
。

国内外许多学者已 对多种鱼类的消化道进行过组织 学和形态学研究 [栗雅 文 1988
,

马 力

198 9
,

龚启样等 1990
,

郭淑华和李玉和 19 00
,

李 玉和 1992
,

方 静等 1995
,

C l田火e 和 Wi 让习n 山

198 0
,

C 昵代1 198 4
,

。饭ldi 等 19 87 〕
,

但大多为淡水鱼类
,

海水鱼类较少
。

真绸(。乞哪op 丙邢
朔叹胆了)

是我国重要的海水经济鱼类之一
,

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

并 已广泛进行人工育苗和养殖
。

认

识和研究真绸消化道的组织学
、

形态学特征
,

探讨其消化与吸收机理
,

可为其营养学及养殖研

究提供理论依据
。

我们采用扫描电镜和光镜技术对真绸消化道进行了初步的组织学和形态学

研究
。

1 材料和方法

标本为海捕活鱼
,

体长约 Zl cm
,

解剖取 出消化道
,

从各部位切取组织块
,

取材部位为 口腔

(舌 )
、

食道
、

胃(责门部
、

盲囊部和幽门部)
、

小肠和直肠 (图 1)
。

电镜材料于 0
.

I M 磷酸缓冲液

(PH 值 7
.

2 )冲洗净表面后置 2
.

5 % 戊二醛中 4℃ 预固定 48 h
,

其间换一次固定液
,

磷酸缓冲液

冲洗数次
,

再置于 1% 饿酸 中固定 Z h
,

磷酸缓冲液冲洗
,

然后用逐级上升浓度的乙醇脱水
,

每

级 10 一 巧 而
n ,

临界点干燥
,

喷金
,

置扫描电镜下观察
、

摄影
。

光镜材料于 B o u in 氏液固定
,

乙

醇脱水
,

石蜡包埋
,

切片
,

H
.

E 染色
,

显微镜下观察
、

摄影
。

2 结果

2
.

1 基本形态

真绸消化道形态如图 l 所示
。

真绸的 口咽腔较大
,

上下领两侧各具坚硬臼齿 2 行
,

舌半椭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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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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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
,

前端游离
,

口 咽腔后接较粗且直的食道
,

食道进人膨大的 V 形 胃
,

其盲囊部锥状
,

胃幽门

部与小肠相接处有 4 个指状幽 门盲囊
,

小肠相对较细长
,

且有两个弯曲
,

第二个弯曲一段距离

后有一狭窄
,

为小肠与直肠的交界处
,

此处有一瓣膜(鲍氏瓣)
。

直肠 比小肠 略粗
,

长度也比小

肠短
,

壁较薄
,

直肠末端开 口于肛门
,

肠道部分的相对长度约为 0
.

6
。

2
.

2 组织学

m

/

2
.

2
.

1 口腔 (舌)

真绸的舌为舌骨 突出部分外被粘膜构

成
。

舌表面具较多的分枝状突起(图版 工
-

l )
。

粘膜上皮为复层鳞状上皮
,

表层上皮细

胞中含有 较多 的具分泌功 能的杯状细胞

(C心ble t ee ll )和少数味蕾 (图版 L 2
、

5 )
,

扫

描电镜 (SE M )观察
,

表层 上皮细胞为多边

形
,

细 胞 界 限 明 显
,

细 胞表 面 具有 微褶

(脊 )
,

并 可见许多略 为坑状的杯状细胞 开

口和味蕾
,

某些 开 口 处 可见其分泌物 颗粒

(图版 I
一

3
、

4 )
。

图 1 真绸消化道外形

肠9
.

I M血到护fo乡因 石即比 of 此
山罗团枕 。习以 of 口叮‘

l

词咖 爪弓份

m : 口咽腔 ; 。 :
食道 ; s :

胃 ; I: 小肠 ; r :
直肠 ;

e : 幽 门盲囊
。

l
、
2
、
3

、
4
、
5

、
6
、

和 7 示取材部位

2
.

2
.

2 食道

食道组织分为三层
:
粘膜层

、

肌 肉层和

浆膜层
。

粘膜层向食道腔突起形成许多纵行褶皱
,

其上有许多指状突起(食道绒毛 )
,

上皮为复

层上皮构成
,

表层为一层扁平细胞
,

其下为一层大而高的杯状细胞和其它粘液分泌细胞
。

由多

层细胞构成
。

在食道绒毛的顶端及侧面常有突起的单层柱状上皮区域
,

细胞内染色较深(图版

卜 7
、

8 )
。

SEM 观察
,

食道表层细胞由口 咽腔部分的多边形
、

表面平坦具微褶 (脊 )的上皮细胞

渐渐过度成为不规则形
、

表面微隆起的具微褶 (脊 )的上皮细胞 (图版 工石 )
。

表面也可见许多

杯状细胞开 口及其分泌物颗粒
。

上皮下面为 由致密结缔组织构成的固有膜
,

粘膜下层为疏松

结缔组织
,

较厚
,

两者延绵不断
,

分界不明显
,

肌肉层分内外两层
,

内层 为纵肌
,

外层为环肌
,

两

者均为横纹肌
。

2
.

2
.

3 胃

胃组织也由粘膜层
、

粘膜下层
、

肌肉层和浆膜层构成
,

粘膜层也形成许多褶皱
,

但比食道的

平缓
。

SE M 观察
,

上皮细胞表面较平滑无微褶
,

而且被纵横交错的小沟分隔成许多小 区
,

在责

「1部和盲囊部
,

各小区均有 胃小凹分布
,

而在幽门部无 胃小凹 (图版 n
一

1
、

3 )
。

从光镜切 片观

察
,

胃粘膜层上皮与食道的不同
,

为典型的单层柱状上皮
,

核位于细胞基部 (图版 I
一

9 )
,

无 口咽

腔和食道 中常见的杯状细胞
。

上皮细胞层在贵门部和盲囊部比较相似
:细胞排列不十分紧凑

,

较易脱落
,

上皮褶沟较浅 ; 而幽门部上皮细胞十分紧凑
,

不易脱落
,

且上 皮褶 沟较深(图版 11
-

4 )
。

在贵门部和盲囊部上皮之下
,

为一厚层 胃腺组织
,

胃腺组织 之下是固有膜 (图版 L 9 ) ;而

幽门部上皮之下无胃腺组织
,

上皮直接与固有膜相接(图版 11 一)
。

胃腺为单盲囊状腺
,

与胃粘

膜表面呈垂直方向作平行排列
,

偶有弯曲或分支
。

每一 胃腺 为由固有膜 向上伸出的网状纤维

所包围 ;从胃腺横切面看
,

各胃腺直径大小近似
,

每一腺管管壁均 由排列较规则的数个腺细胞

组成
,

中间为管腔
。

腺细胞为柱状
,

细胞内充满着色较深的酶元颗粒
,

核多为圆形 (图版 n
一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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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4 小肠

小肠组织 同样由粘膜层及其下层
、

肌肉层和浆膜层构成
。

粘膜层形成非常丰富的褶皱(小

肠绒毛 )
,

小肠绒毛常常有分支
。

上皮由单层柱状上皮细胞组成
,

排列紧密 ;其间也散布较多杯

状细胞
,

上皮细胞游离面具明显的纹状缘
,

即丰富的微绒毛(图版 n
一

6 )
。

与胃上皮细胞不同的

是
,

小肠上皮细胞质染色较深
,

表 明它含有较多的酶类物质
。

SEM 观察
,

上皮细胞呈多角形
,

表面布满微绒毛
,

细胞之间微绒毛少
,

细胞界限清楚
,

上皮表面可见较多的杯状细胞开 口 (图版

11
一

5)
。

2
.

2
.

5 直肠

直肠粘膜层上皮为假复层柱状上皮细胞
,

表层为高柱状上皮细胞
,

深部为较矮的基底细

胞 ;上皮中杯状细胞较多(图版 n
一

s) ;上皮下固有膜极薄
,

而粘膜下层厚
。

SEM 观察
,

直肠上皮

表面较平坦
,

微绒毛较短而密
,

细胞界限不清楚
,

但可见许多杯状细胞开 口(图版 11
一

7 )
。

3 讨论

真绸为近海暖水性底层鱼类
,

以底栖 甲壳类
、

软体动物
、

小鱼虾
、

蟹及棘皮动物为食
,

与其

食性相适应
,

真绸消化道有其明显特点
: 口咽腔 内具发达的领齿

,

便于磨嚼贝类
、

甲壳类及其它

较坚硬的食物 ;食道粗而短
,

胃明显而发达
,

且分化成明显的责门部
、

盲囊部和幽门部 ;肠道短
。

这是典型的肉食性鱼类消化道
,

这与其它绸类是相似的〔Ca tal d i 198 7 ]
,

而与一般草食性和杂食

性鱼类是不同的
。

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一般无领齿而具咽齿或无 咽齿
,

胃分化不 明显或较明

显
,

且肠道 长
,

为体长的数倍至十余倍 [秉 志 19 83
,

孟 庆闻等 198 7
,

染雅 文 19 88
,

马 力

1989
,

龚启祥等 1性从)
,

郭淑华和李玉和 19 男)
,

李玉和 1卯2
,

CaC ee i 19乡1」
。

真绸的口 咽腔和食道是容纳和输送摄取的食物的通道
,

与之相适应
,

口咽腔和食道上皮细

胞表面均有消化道其余部分所没有的微褶 (脊 )
,

这应当能减少食物对上皮细胞的磨损 ;上皮中

有众多的杯状细胞和粘液分泌细胞
,

尤其在食道
,

这些细胞在扁平细胞下排列成一 层
,

开 口 于

食道表面
,

这无疑能润滑食物
,

便于其吞咽 ; E

~ or 等仁1980 〕也认为
,

微褶 (脊 )可使上皮细胞

表面形成一粗糙面
,

以缓冲或免于上皮细胞的机械损伤
,

同时还可以支持和固定粘液物质
。

真

绸上皮细胞的微褶(脊 )基本上呈扁环形
,

无或极 少分支
,

这与金绸类似而与梭鱼
、

齐 口裂腹鱼

等不 同[郭淑华和李玉和 1性延X)
,

方 静等 199 5
,

Ca ta ld l等 198 7〕
,

这可能与种类差异有关
。

除

扁平细胞和杯状细胞等外
,

食道上皮还有许多单层柱状细胞区域
,

细胞内含许多嗜伊红颗粒
,

这一点也与金绸相似
,

估计这些细胞与消化有关
。

也就是说
,

真绸的消化作用可能在食道就开

始了
。

真绸胃组织分化明显
,

贵门部和盲囊部胃腺众多而发达
,

在上皮下形成厚厚一层
,

使其粘

膜层明显厚于消化道其它部分粘膜层
。

从盲囊部下段至幽门部
,

胃腺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

表明

这一部分是容纳和停 留已在责门部和盲囊部混合了消化酶和盐酸的食物并继续进行分解消化

的部位
,

这些已部分分解消化的食物等待进人小肠而进一步消化
、

吸收
。

真绸胃腺只由一种柱状腺细胞组成
,

和其他鱼类一样
,

它既分泌 胃蛋 白酶原
,

同时也产生

盐酸 [施殊芳 199 1 ]
。

胃的主要功能是消化食物中的蛋白质
,

发达 的胃及其胃腺和幽 门括约肌

使真绸能适当地容纳食物并延长其停留时间
,

充分地消化肉食性食物
。

一般来说
,

无胃的鱼没

有 胃腺和幽门括约肌
,

但某些无 胃的凶猛鱼类和杂食性鱼类如竹刀鱼
、

海龙
、

非卿及鳍鱼等却

有 胃腺存在 [施琅芳 199 1〕
,

这可能表明
,

在这些鱼类中
,

胃功能的
“

系统发育
”

早于其形态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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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发育
。

在肠道
,

真绸的小肠上皮反复折叠而形成丰富
、

分支的褶皱(小肠绒毛 )
,

可使已分解

和部分消化的食物在小肠内的停留尽量延长
,

进行小肠内的进一步消化并被充分吸收 ; 同时纹

状缘的微绒毛十分发达
,

加上小肠与胃连接处的四个幽门盲囊
,

使长度不长的小肠其吸收面积

大大增加
。

与胃上皮细胞不同
,

小肠上皮细胞着色较深
,

充满较多的酶颗粒
,

一般认为这些酶

与食物分解消化后营养物质的吸收有关
。

小肠上皮中还有较多的杯状细胞
,

可产生粘液保护

上皮细胞免受消化酶类的破坏
。

直肠上皮褶皱已不如小肠多
,

但上皮细胞仍排列紧密
,

表面有

许多微绒毛
,

构成纹状缘
,

而且上皮细胞同小肠的相似
,

着色较深
,

含有较多酶类
,

表 明直肠仍

有较强的吸收功能
。

另外
,

直肠上皮 中杯状细胞增多
,

这对食物残渣团的通过和排出是有利

的
。

真绸是广泛分布于我国近海各海区的重要经济鱼类
,

生态适应范 围广
,

食物种类多
,

生长

较快
,

肉质细嫩
,

味道鲜美 ;具有适合于动物性食物的
、

高度发达分化的消化系统是其生物学基

础之一
。

近几年来
,

真绸养殖也有较大的发展
,

产量增加 ; 同时
,

自然资源量却在 明显减少
。

因

此
,

加强对真绸 自然群体的保护与增殖是今后 的重要工作
。

与此同时
,

有必要进一步从细胞

学
、

组织化学和生物化学角度对消化系统进行研究
,

这无论在其消化生理学还是促进其养殖方

面
,

将具有重要意义
。

本研究受国家科委攀登 B 项 目(PD B6 一 5 一 1) 资助
。

高 澜先生在扫描电镜部分工作中给予协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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