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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鱼尾垂体抽提液对撅鱼

离体肠段的收缩效应
’

徐 根 兴 朱 洪 文

(南京大学生物系 )

提要 鳃鱼尾垂体抽提液
,

可引起级鱼离体肠段或肠段纵行肌的节律性收缩
。

它的收缩

效应具高度敏感性并和剂量相关
。

每毫升浸液 0
.

0 6 个尾垂体就能引起可重复的收缩反应
。

因

此
,

我们建议用分离的撅鱼肠段来取代娃缚鱼的直肠
,

以建立尾垂体紧张素 11 的生物测定 方

法
。

乙酞胆碱可作为实验室参考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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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尾部神经分泌系统是一个典型的神经内分泌结构
,

国外许多研究者从形态
、

功能

以及内含物的分离
、

纯化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

目前认为
,

鱼类尾部神经分泌系统中至

少存在四种活性肤
,

即尾垂体紧张素 ( rU
。加。 i n 。

) I
、

11
、

I H
、

I V 仁幻
。

对于这些新神经肤

的研究
,

目前 已引起了不少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

L ed er 饱等人认为
,

硬头缚 (阮乙饥。 夕戚 ,而
。 -

再幻 尾垂体抽提液可引起该鱼离体膀胧的节律性收缩
「. , ,

并可引起该鱼肠段纵肌带的节

律性收缩和鳗鲡血压的升高 〔幻 。

现在国外大多用硬头蹲的离体膀胧和直肠 以及鳗鲡的血

压变化来测定尾垂体紧张素 n 的活力
,

并建立了生物测定方法
。

我国蛙鳍鱼仅在黑龙江

省和新安江等少数地区才有
,

因属于冷水性鱼
,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难以养殖
。

由于 国内尚

未见到有关研究鱼类尾部神经分泌系统方面的报导
,

因此
,

我们在研究卿鱼尾部神经分泌

系统形态学的基础上
,

用纫鱼尾垂体抽提液作用于国内十种常见鱼的肠段和膀胧
,

以期找

到能取代鱿缚鱼的生物测定材料
。

结果发现娜鱼尾垂体抽提液可引起级鱼离体肠段的节

律性收缩
。

这种收缩效应的敏感性
、

重复性和剂量相关性均较好
。

材 料 和 方 法

从市场购买的缘鱼 (从耐少。
。入绷 `骊 B

,

)
,

体重为 1。。。一 1 5。。 克
,

雌雄均可
,

但以雄

的为佳
。

在室温条件下养半小时以上
,

剖腹取出肠段
,

用 邵 n g二 液 (配方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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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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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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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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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1 0 0 0 毫升
,

p H 为 6
.

9) l() 冲洗掉肠中污物
,

取 2 厘米长的肠段套在

一玻璃棒上
,

玻璃棒固定在实验台支架上
,

便于剥制纵行肌
。

用不锈钢镊子把肠段的表层

本研究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曾得到朱德熙教授和杜坤大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

陶厄和刘趁宁参
与部分实脸工作

,

特此致谢
。

(1 ) 四川省水产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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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鱼类养殖— 科技文献资料选辑 (下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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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行肌与环行肌分离
。

其方法与豚鼠回肠纵行肌的剥制方法相仿
。

但该鱼的纵行肌很薄
,

肌纤维易断裂
,

因此剥离时要十分仔细
。

分离出的纵行肌似一薄纸
。

把纵行肌或肠段的

一端用线扎紧
,

系在张力换能器上
,

放大器与换能器 ( 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制造 )相连后
,

接

到 X W C一 1 。。 / A 型 自动平衡记录仪上
,

肠段或肠段纵行肌的另一端系在钩子上
,

然后把

肠段或肠段纵行肌置于有 20 毫升 R in g e r
液的浴槽中 (室温 )

,

并持续通空气或氧气 (图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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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颤鱼离体肠段收缩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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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娜鱼 ( ao 似
s对舫 a “ 犷时哪 L

·

)的尾垂体以及和它相连的一小段脊髓一起剖出 (以下

仅称尾垂体 )
,

立即放入冷丙酮中脱水
、

干燥
、

剪碎
、

研钵研磨
。

用 。
.

2 5环酷酸抽提
,

3 5 0。

转 /分离心 15 分钟
,

上清液用 B百。 R l 旋转蒸发仪蒸干
,

用 R in 朗 r 液溶解
。

另取靠近头

部的脊髓作同样处理
,

作为对照
。

氯化乙酷胆碱 ( A C h) 也用 R lgn er 液配制作为参考标

准
。

尾垂体抽提液或 A C h 加在放有离体肠段的浴槽中
,

待收缩反应 2一 30 分钟后
,

再用

及 n g e r 液反复洗 4一5 次
,

当收缩曲线恢复至正常后再重复作第二次收缩试验
。

螂鱼尾

垂体抽提液和氯化乙酞胆碱对肠段或肠段纵行肌的作用均用
“

2 x Z
”

四点分析法进行测

试
。

结 果 和 讨 论

级鱼肠段对螂鱼尾垂体抽提液有很高的敏感性
,

最低效应浓度是每毫升浸液 0
.

05 个

酷酸抽提尾垂体
。

肠段对 A C h 的反应是在毫微克水平
。

最低效应浓度为每 毫 升 浸 液

5一 50 毫微克
。

每毫升浸液 。
,

7 5 个尾垂体相当于每毫升浸液 1 5 毫微克 A C il 的效应
。

与

A C五的效应比较
,

肠段对螂鱼尾垂体抽提液的反应开始时较慢
,

一般要 l一 2 分钟后才出

现反应
,

有时要 10 分钟后才出现最大效应
,

但反应的持续时间长 ( 图 3 )
,

而肠段对 A Oh

的反应一开始就迅速达到最大值 (图 4 )
。

肠段虽存在自律性收缩
,

但这种自律性收缩是

间断性的
,

反应强度 不大
,

并且每次收缩都回到基线 (图 2 )
。

而肠段对 A C五 和螂鱼尾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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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抽提液的反应是一种连续的
、

不回到基线的持续收

缩
,

收缩强度较大
,

收缩频率较快 (图 3
.

4 )
。

这就易

同肠段自律性收缩相区分
。

在
“ 2 x Z”

四点分析中
,

肠

段和肠段纵行肌对尾垂体抽提液和 A hc 的反应均呈

良好的 玩 g 剂量相关反应 (图 5 )
。

肠段纵行肌自律性

收缩强度比肠段小
,

且反应敏感性不及肠段
,

它的最小

效应浓度为每毫升浸液 67 毫微克 人。五和每毫升浸液

0
.

1一 。
.

5 个醋酸抽提尾垂体
,

这可能是由于剥制时纵

行肌受损所致
。

在室温 (最好保持在 12 一 1 80 0 ) 浸液

中持续通空气的情况下
,

肠段对尾垂体抽提液和 A C五

的敏感性可保持 4一 5 小时 以上
,

当持续通氧气时
,

则

可达 10 小时以上
,

并且在这段时间内
,

只要每次给予

充分养息
,

使收缩曲线恢复至正常
,

这样
,

反应将一直

呈现出同 玩 g 剂量的相关性
,

而不出现突然减敏的现

象
。

用靠近头部的脊髓醋酸抽提液和 R垃 g二 液作对

照试验
,

两者均不引起级鱼离体肠段的收缩效应
。

目

前已经知道
,

螂鱼尾部神经分泌细胞仅分布在相当于

最后 12 个脊椎骨位置的脊髓 (尾部脊髓 )中
,

它们的轴

突延伸入尾垂体中 l()
。

在其它部分的脊髓中不含神经

分泌细胞
。

因此可以认 为
,

引起级鱼离体肠段收缩的

物质是尾部神经分泌系统所特有的
,

一般认为
,

这类物

质是神经分泌细胞分泌后
,

通过轴突运输并贮存在尾

垂体中的
`幻

。

管妇吸m乞目弓苟留

宕忍侧袒碳组绘彭

C la r k 等 4[] 用硬头蹲直肠收缩的生物测定方法成功地 从 一 种 暇 虎 鱼 (序`“ 店峨 ` h外

诫似石诩
s
) 中分离出了尾垂体紧张素 11

。

M u 。施就
a
等阁也从鲤鱼中分离出 3 种类型的

尾垂体紧张素 11
。

现已知道
,

尾垂体紧张素 n 在不同鱼 中具有多型性闺
,

这 已引起了不

少研究者的兴趣
。

目前认为
,

尾垂体紧张素 11 对鱼类平滑肌的收缩作用不受其它尾垂 体

活性物质的影响 〔容 , ,

用丙酮处理过的尾垂体中不含组胺和 乙酞胆碱
,

因为这些物质溶于丙

酮 〔目
。

B 、 h叨 曾报导过
,

一种嵋虎鱼尾垂体的提取物可 引起该鱼的离体输精管收缩
〔 , “ 。

eL d
e r i。 认为

,

尾垂体抽提液可引起虹鳍 (肠石曲才
。 : 六 `交川酬。 )的子宫和输卵管收缩「叼 。

现

在推测
,

这可能都是尾垂体紧张素 11 所引起的作用汇, ,
。

我们曾观察到
,

在人工催产前后

团头鱿 ( M
o
ga 乙砧“ 二

。 “ 石砂。。夕加乙幻 尾部神经分泌系统的超微结构有变化 lE]
。

许多研

究表明
,

尾垂体紧张素 11 与渗透压调节和生殖作用等有关 〔 , ,

明
,

但它的确切作用仍不甚

清楚
。

目前国外常用硬头蹲鱼肠段和膀胧的收缩反应来作为尾垂体紧张素 11 的生 物 测

定方法
,

以便进行分离
、

提纯及功能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鲜蹲鱼来源

( 1) 朱洪文
、

徐根兴
。

卿鱼尾部神经分泌系统的显微和亚显微结构及其季节性变化
。

动物学报 (待发表 )
。

( 2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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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
,

所以我们从娜负
、

鲤鱼
、

乌遣
、

塘鳄
、

黄鳗鱼
、

绘鱼
、

黄鳝
、

泥鳅
、

鳗鲡和鳅鱼等十种常

见鱼的肠段和膀胧试验中进行筛选
。

结果表明
,

缎鱼肠段对尾垂体抽提液最为敏感
,

但它

的膀脱敏感性较差
,

其它九种鱼的肠段和膀眺敏感性也都很差
。

一般认为
,

尾垂体紧张素

n 对所有鱼的平滑肌均有效应 [川
,

但我们的实验表明
,

各种鱼对尾垂体紧张素 且 的敏感

性不尽相同
,

例如鲤鱼和娜鱼的肠很长
,

它们的自律性收缩和对螂鱼尾垂体抽提液以及

A比 的反应均很低
。

国外常用硬头蹲膀肤的每分钟收缩次数来表示尾垂体紧张素 且 的活 性川
。

但级 鱼

肠段每分钟收缩次数并不和剂量呈相关反应
,

而收缩弧度则呈良好的 】沁 g 剂量 相 关 反

应
。

通过
“

2 X Z”

四点分析
,

级鱼肠段对醋酸抽提尾垂体的收缩反应的回归方程 为 夕=

8 4
.

2 0二 + 1 4 4
.

1 7 (相关系数 护 二 0
.

9 5 6 )
,

氯化乙酞胆碱反应的回归方程为 夕二 2 5 3
·

4 2公 +

6 1了
.

48 ( , 二 0
·

9 8 6 )
。

所有的助 g 剂量相关反应均显示明显的线性回归 ( P < 。
·

05 )
,

而相

关系数间没有明显差异 (
>P

o
.

。。 )
。

我们以缘鱼
瘫

或肠段纵行肌引起的收缩强度来表

示娜鱼尾垂体抽提液的活性
。

国外都用一种鳅虎鱼尾垂体的醋酸抽提液作为实验室标准
,

以与其它鱼的尾垂体抽

提液的效应作比较
,

已建立了一个国际活力单位
。

但我国没有这种虾虎鱼
。

国外曾对 A C五

和照虎鱼尾垂体抽提液的效应作过比较
,

并且我们的实验表明
,

A C五的效应也是高度敏

感和剂量相关的
,

并具有良好的重复性
。

因此我们建议用 A C h 作实验室参考标准
,

用级

鱼肠段来代替缝鲜鱼的直肠和膀肌
,

以建立一个国内可行的尾垂体紧张素 11 的生物测定

方法
,

有利于国内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
。

但要作为一种生物测定方法
,

最好再用一些阻断

剂
、

促进剂等进一步试验反应的专一性
,

并需在分离
、

提纯尾垂体紧张素 11 的过程中加以

检验
,

这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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