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9卷第 3期

1 98 5年 。月

水 产 学 报
J O U R N A L O F 万 IS H包 R工E S O F CH IN A

V o L g
,

No
.

3

氏妙
· ,

1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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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报道了对三角帆蚌珍珠囊形成过程的研究结果
。

方法是把石蜡制成的核和一块细 胞

小片插入蚌的外套膜中
,

在不同时期取样
,

进行组织切片
。

结果表明珍珠囊的形成是细胞小片

细胞先形成一层 `初生珍珠囊
护

上皮细胞
,

由于细胞小片是异体细胞 (来源于供片蚌 )
,

因而受到

育珠蚌 (受体蚌 )细胞的
“
识别

”
而被排斥

,

结果初生珍珠囊上皮细胞与基部的细胞脱离
,

造成死

亡并溶解
。

其后育珠蚌结缔组织最内层细胞再转化为上皮细胞
,

形成一层 “次生珍珠囊
”
上皮细

胞
。

所以在珍珠囊形成过程中
,

插人小片细胞和育珠蚌结缔组织细胞在发生一系列形态结构和

位置变化的同时
,

还有细胞
“
识别

”
的现象

。

在水温 2o0 C左右条件下珍珠囊形成约需 30 天 ;在尾

部插核的蚌
,

珍珠囊形成比在中部插核的要快 ; 5 月手术的珍珠囊形成比 1。 月手术的要快
。

珍珠是名贵的药材
,

美丽的装饰品
,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

目前在珍珠养殖业中迫切

需要提高珍珠质量
,
生产大而圆的优级珠

。

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
,

探讨珍珠形成的过程
、

条

件
,

进一步弄清其机理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

珍珠的成因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假说
,

如
“

寄生虫说
, 、 “

珍珠囊说
冲 、 “

表皮细胞变性说
,

等【, 〕。 但这些假说都只从现象上作了说明
,

而对珍珠形成的真正原因并没有完全弄清楚
。

为了进一步研究分泌珍珠质的珍珠囊细胞的形态结构变化和生理作用等生物学向题
,

并

为珍珠形成机理和给珍珠养殖业提供参考资料
,
我们对三角帆蚌珍珠囊的形成进行了研

究
。

材 料 和 方 法

所采用料材是湖南洞庭湖产的三角帆蚌 (刀夕再。那血 、 呵
。
娜勺

。

研究工作在 19 81 年 10 月及 1 9 8 2年 5月和 10 月分三批进行
,

育珠手术是在育珠蚌

外套膜内插入直径约 2毫米的圆形石蜡核后
,

再插入细胞小片
,

根据插核部位分中部珠和

尾部珠两种
。

分别在手术后 10 天
、

15 天
、

20 天
、

30 天剖取材料
。

材料大小以石蜡核周围

留 1 毫米为度
,
每种各取 4 个个体

,

用 刀泊u i n 氏液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厚度 6一 8微米

,

用苏木精一伊红染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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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的珍珠囊
,

结果会形成畸形珍珠或粟粒珍珠
,
所以做有核珍珠手术时

,

珠核一定要

圆
,

小片要保持完整不破碎
,
创口也要尽量接近圆形

。

在水温相近的情况下
,

珍珠囊形成速度 5 月比 10 月稍快 ;在不同部位插核情况下
,

尾

部珍珠囊形成速度较中部快
。

讨 论

一
、

关于珍珠的成因
,

很早就有露滴
、

电光和泉神的眼泪等进入贝体而形成珍珠的迷

信说法
。

V二 eB
r ( 1 8 3 0) 发现珍珠是以寄生虫为核而形成的

,

以后许多研究者证明 了此

观点
,

因而珍珠形成的寄生虫原因说盛行一时
。

R u b b el ( 1 9 1 1 ) 研究了 10 0 0个河蚌珍珠
,

认为是外套膜上皮细胞受了刺激后
,

其中细胞的一部分分离
,

随即包被了 自己分泌的角壳

蛋白
,

同时逐渐陷入外套膜的结缔组织中
,

最后形成珍珠
,

这是珍珠形成的珍珠囊时期
。

日

本的见獭神平和西川藤吉 ( 1 9 0 7) 把外套膜片移植于贝体内形成珍珠囊
,

由此产生珍珠
。

这

便是人工育珠的理论基础
。

现在几乎一致认为珍珠形成是由于在育珠蚌体内形成了由一层表皮细胞构成的珍珠

囊
,

渐次层复一层地向中心分泌珍珠质而形成珍珠
「

~ 飞

至于珍珠囊形成的过程
,

一般都认为是插入的小片在边缘与育珠蚌结缔组织愈合
,

并

吸收其营养迅速增殖而形成珍珠囊比
` “ 。

在我们的实验中
,

观察到插入小片和育珠蚌结缔

组织的细胞由于移动和细胞分裂而与育珠蚌结缔组织密合
,

细胞经过一系列位置和形态

的变化
,

逐渐形成由一层表皮细胞所围成的珍珠囊
。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 因此我们称此珍

珠囊为
“

初生珍珠囊
” 。

由于初生珍珠囊细胞是异体细胞 (供片蚌细胞 ) 形成的
,

所 以受到

育珠蚌细胞 (受体细胞 )的排斥而引起死亡和溶解
。

但育珠蚌细胞因受到供片蚌表皮细胞

的刺激
,

自身的结缔组织细胞发生了一系列细胞形态和细胞排列上的变化
:

即由带少量细

胞质
、

形态不规则排列疏松的结缔组织细胞 (图 1
、

2
、

3) 、 排列较密
、

形态长梭形
、

细胞核

长轴与石蜡核平行排列的多层细胞 (图 5) 。 排列紧密但不规则的多层上皮细胞 (图版 6)

。 排列紧密而规则的多层上皮细胞 (图 7 左 )、 单层火焰状上皮细胞 ( 图 8
,

9) * 脱落并溶

解。 再由细胞核与蜡核平行排列的基底细胞* 细胞核与蜡核近纵向排列 的一层上皮细胞

( 图 1 0 )
,

由于这是第二次形成的珍珠囊上皮细胞
,

所以称它为
“

次生珍珠囊
冲 。

其后次生

珍珠囊细胞中出现分泌细胞 ( 图 n )分泌珍珠质而形成珍珠
。

我们在研究珍珠囊形成的过

程中
,

不仅观察到了插片蚌和育珠蚌细胞一系列的形态变化及排列改变
,

更重要的是观察

到了珍珠囊形成过程中有细胞识别的现象
,

即珍珠囊的形成并不象过去某些作者描述过

那样
,

是由插入小片的细胞形成的
,

而是由育珠蚌细胞在擂入小片表皮细胞形成的初生珍

珠囊细胞的刺激下而形成的
“
次生珍珠囊

。 ,

再由它分泌珍珠质
,
层复一层地形成了珍珠

。

小片上皮细胞由于是异体细胞
,

虽然能形成初生珍珠囊
,
但以后还是被育珠蚌细胞所识别

并受到排斥
,

而引起死亡
、

溶解
。

细胞生物学中
“

细胞识别
”

这一规律看来在人工育珠手术

中也并不例外
。

这一点与张元培川认为的
“

在同种移植中
,

移植抗原与手术蚌的抗体具有

同质性
,

不会受到手术蚌对移植物的摒弃
夕
是不一致的

。

在这里细胞识别的机理
,

尤其是

小片上皮细胞既被识别而受到摒弃
,

但又如何诱导育种蚌结缔组织细胞形成了次生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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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上皮细胞
,

这些问题是值得今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

二
、

珍珠囊的形成是个较长而复杂的变化过程
,

过去虽有报道指出珍珠囊细胞是由

一层表皮细胞组成
,

相互间联系不完全 (中原
、

盯井
,

19 5 6 ) ,

但对珍珠囊形成的详细过程

并不十分清楚
。

我们的实验
,

由于在 5 月
、

10 月不同季节中
,

分手术后 10 天
、

15 天
,

20

天
、

30 天不同时间取材
,

而且每只育珠蚌手术又分中部珠和尾部珠
,

更主要的是用石蜡核

代替珠珍核插入育珠蚌体内
,

能很好地保持插入小片细胞和育珠蚌细胞移动与排列的准

确位置以及形态变化
,

尤其是在组织固定
、

石蜡包埋等一系列处理中对保持珍珠囊的完整

性非常有利
,

所 以在观察
、

比较
、

分析许多切片后
,

使我们了解到了珍珠囊形成的全过程
,

因此我们认为用石蜡核代替珍珠核擂入蚌体来研究珍珠囊形成是一种相当好的方法
。

珍珠囊形成的速度
,

尾部插核比中部擂核快
。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中部外套膜微薄
,

插

入核后
,
核两旁的结缔组织中细胞数量较少

,
形成密集细胞圈来修复创 口也较慢

,

因而珍

珠囊形成速度也较慢
。

珍珠囊形成速度从不同季节上看
, 5 月比 10 月稍快 (水温都为 2 000 左右 )

,

这说明在

卷季河蚌细胞生长迅速
、

繁殖较旺盛
,

这与我们进行的河蚌外套膜组织培养在春季较秋季

容易获得成功的结果是一致的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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