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褶纹冠蚌珍珠囊发育的超微结构观察
’

柱晓东 许国领

〔堪江水产学院珍珠研究室 )

提 要 木文报道了压透射电子显微汝对不同发育阶段褶纹冠蚌 (叮八 ; ,“讨。 川￡“ ta

L。南 )珍珠囊的超微结构进行双察的结果
。

观察表明
,

珍珠囊上皮细胞在发育的各阶段都具

有失达的微绒毛
、

基底迷路结构和胞间空间 ; 线粒体
、

核糖核蛋白体十分丰富
,

高尔基体非常活

跃
。

在发育的 旱期
,

上皮细胞及核都
‘
.1-柱状

,

常见细胞器的 自溶现象以及板层小体的形成 ; 核

糖核蛋白体大多呈游离解聚状态
。

在发育的晚期
,

上皮细胞呈立方形或扁平状
,

核的形状不规

则 ; 火量的
、

梅花状的多聚核糖核蛋白体形成
。

珍珠囊附近的结缔组织主要由成纤维细胞
、

类

鱿缔织织钙细胞
、

影乞纤维
、

饱间微纤维
、

无核纸胞样结构和细胞碎片组成
。

关键词 珍珠囊
,

发育
,

上皮细胞
,

超微结构

关于珍珠囊细胞的形态以及珍珠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
,

国内外学者 已作过不少工作
〔’一 ’〕

.

〔‘盛
·

, . , ,

然而到目前为止
,

从发育生物学这个动态的角度来观察珍珠囊的超微结构的

报道还
一

}
一

分少见
。

为此
。

作者 以褶纹冠蚌为材料
,

对不同发育阶段的珍珠囊进行了超微结

构的比较观察
,

希望能为探讨珍珠形成的机制提供参考资料
,

为培育优质珍珠提供理论依

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选取 2~
·

只龄健壮的褶纹冠蚌实施育珠手术
。

用直径 2~ 3 毫米的蜡核作珠核
。

育珠蚌在实验室养

殖池内为;复
J

含饲料喂养
。

实验工作于 1 , 8 7 年 5 月一11 月在武汉大学生物系开展
,

水温 保 持 在 20 ~

25 ℃左右
。

发育 6 个月 以上的珍珠囊取 自武汉市双江实业公司南湖养殖场
。

分别在育珠手术后的第 1 。

天至 18 个月的不同阶段取出珍珠囊
,

用 2
.

5 男戊二醛二甲肺酸固定液于 4
O

C下固定二小时
【, 一
川

,

缓冲液

洗
,

再用 2 筋的饿酸固定一小时
,

丙酮逐级浓度脱水
,

环氧树脂 8 12 浸透包埋
。

L K B布 型超薄切片机切

片
,

醋酸铀一柠檬酸铅双染
,

H lrlt A CH
- H 一3 。。o 型电子显微镜观察及摄影

,

加速电压 75 k V 。

观 察 结 果

(一) 珍珠囊上皮细胞的超微结构

1
.

发育 10一30 天的珍珠囊上皮细胞 这是珍珠囊的早期发育阶段
。

可以看到由于

细胞增殖和迁移所形成的珍珠囊复层上皮逐渐过度到单层
,
细胞大多呈柱状

,

游离面密生

嘴二项实验曾得到武汉大学生物系灵熙载和 河海平教授的指导
,

同时也得到了他们实验室的大力支援 ; 切片

和电镜观察在湛江医学院电镜室完成
。

在此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

效 漓 币月
: 1 9朋 年 7 月拄”o 年 3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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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绒毛
。

细胞核有许多凹凸
,

呈柱状
,

也有形状不规则的 (图版一 1~ 5 )
。

大量的圆形或椭

圆形线粒体遍布胞体各处
,

在一些区域是成群地聚积在一起 (图版一 1 ,
5 )

。

高尔基体的活

动十分活跃
,

在其成熟面的分泌小饱不断地融合成较大的分泌泡
,

它们有的形成板层小

体
,

有的直接运动到细胞表面释放内含物
。

在这一阶段
,

线粒体等细胞器的 自溶现象比较

常见
,

最后都形成板层小体
。

上皮细胞的基底部质膜向内反折
,

构成了
“

迷路
” ,

还可见到

这些迷路结构中的胞饮和吞噬泡 (图版一4 )
。

在这一时期
,

核糖核蛋白体大多呈游离解聚

状态
,

散布于胞质各处
,

在第 30 天的切片上
,

已可见到细胞的基底部有一些多聚核糖体的

形成 (图版一5 )
。

相邻上皮细胞仅在游离端的小段区域形成中间连接和隔壁连 接 〔, , 飞 (图

版一3 ) ; 大面积的细胞侧壁不形成连接
,

而是相互分离
,

构成越来越明显的 胞 间 空 间

(In te r c e llu la r sPa
e e )并可见伸向空间的胞质突起 (图版一5 )

。

2
.

发育 2一‘个月的珍珠斑上皮细胞 这是发育的中期阶段
,

细胞逐渐 向立方形或

扁平状过度 ;核呈不规则的扁平状
,

位于细胞中部偏下的位置
。

这时期逐渐形成大量的
、

游离的多聚核搪核蛋白体
,

状如梅花
,

集中分布在细胞的基底部和核旁区域
,
附着到内质

网上的核糖体也逐渐增多 (图版一6 )
。

这时期线粒体大部分分布在游离端 ; 高尔基体更

加活跃
,

分泌泡的 电子密度比早期的高
,

仍可见到板层小体的形成
;
胞器的 自溶现象较少

见
。

3
.

发育 6 个月以上的珍 珠菠上皮细胞 这阶段属发育的晚期
。

细胞呈较稳定 的 立

方形或扁平状 ; 细胞核仍有较多凹凸
,

位于基部
,

核仁十分明显
。

迷路结构不如早期发达
,

其间大多为多聚核糖体或线粒体 占据 (图版一8 )
。

这时期的胞间空间结构十分显著
,

高尔

基体较多 ; 游离多聚核糖体比早
、

中期更丰富
,

其分布区域几乎遍及整个胞体 (图版一7
,

8 )
。

(二) 珍珠囊附近的结缔组织的超微结构

l
,

成纤维细胞 (图版一10
,

11 ) 该类细胞形状变化较大
,

有的呈细长梭形
,

有的呈星

形或锥形 ;它们都有一个较大的细胞核
,

其形状随细胞体的变化而变化
,

核仁明显
。

线粒体

较发达
,

一般为卵圆形 ;内质网稀少
,

梅花状的多聚核糖体也呈区域化分布 , 高尔基体活

跃
,

其分泌泡常融合成较大的泡
,

这些泡也可由滑面 内质网形成
,

它们逐渐在胞内积累起

来 (图版一 1。)
。

2
.

类结缔组织钙细胞 这类细胞除了一个明显的位于细胞边缘的核和少量细 胞 质

外
,

胞内的其它部分全 由不均匀的低电子密度泡所 占据
;
在有些细胞还可见到高尔基体

,

另一些细胞呈分支状 (图版一 1 4
, 1 5 )

。

3
.

肌纤维 整个外形呈带状
。

无论横切或纵切
,

都未见到细胞核
,

肌原纤维的结构

和排列完全不同于其它高等动物 (图版一 1 2 , 13 )
。

4
.

胞间微纤维 及其它 结缔组织细胞间质的主体是纵横交错的微纤维
。

另外
,

在结

缔组织中还有许多无核的细胞样结构和细胞碎片
,

前者具有线粒体
、

高尔基体和多聚核糖

体等细胞器
、后者往往只有少量核糖体

,

并且形状和大小变化很大 (图版一6
, 1 1 )

。

越到发

育的晚期
,

细胞样结构 和细胞碎片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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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 珍珠囊上皮细胞

关子珍珠囊的发育
,

杜晓东等
‘生 , 。

曾于 19 8 7 年应用组织学
、

组织化学和扫描电镜进

行过初步研究
,

根据细胞的形态和功能的变化
,

把褶纹冠蚌珍珠囊的发育划分为早
、

中
、

晚

三个时期
。

早期主要是珍珠囊成形期
,

有较大规模的细胞分裂和迁移运动
。

这时期形成的

珍珠质为茶褐色的无定形钙质
。

中期不够稳定
,

为过度阶段
,

细胞形态兼有早
、

晚期的特

征
,

既可形成碳酸钙的方解石结晶〔棱柱层 )
,

也可形成筱石结晶 (珍珠层 )川
。

在晚期
,

细胞

的形态和 功能都比较稳定
,

大量形成碳酸钙的蔽石结晶
。

从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

这三个时

期的变化在超微结构上也是十分明显 的
。

在发育的早期
,

细胞主要进行分裂和迁移活动
,

蛋白质合成能力较低
,

表现为大量的核糖体呈游离解聚状态
。

这时期的高尔基体分泌泡

中
,

低电子密度泡占了较大比例 (图版一 1 )
,

这说明分泌物的有机质含量较低
,

也说明了早

期分泌物不同于晚期这一事实
。

这 一阶段溶酶体的活动十分活跃
,

时常可见线粒体等细

胞器的溶解
,

最后形成板层小体
。

作者认为在细胞的形态和功能进行较大转变的情况下
,

自溶现象的频繁出现是很自然的
,

是一种 自我更新的方式
。

一部分板层小体也可由高尔基

分泌小泡融合形成
,

这种现象在发育的各阶段都存在
,

是糖
、

脂和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的

一种转运方式
,

犹如哺乳动物的肺泡表皮细胞 以板层小体分泌表面活性 物 质
t , 一 l , ·‘, 〕

。

从

本实验发现细胞的核分裂这一事实来看
,

无丝分裂是珍珠囊上皮细胞增殖的方式之一
。

实验结果表明
,

相邻上皮细胞仅在游离端的小段区域形成中间连接和隔壁连接
,

这样

的连接在发育的各时期都可见到
,

具有普遍性
,

这与另一些报告类似〔盆, 习。 细胞侧面的 其

余大部分区域无任何连接结构
,

相互分离
,

形成了发达的胞间空间
,

同时细胞质向空间伸

出一些突起
。

类似的结构在哺乳动物的肠上皮中也能见到。卜
, , ,

川
,

它极大地扩展了物质

交换的表面积
,

有效地缩短了胞内运输路径
,

十分有利于钙等物质的大量转运
,

事实上
,

在

胞质突起中可见到许多吞噬泡和胞饮泡
。

基底迷路结构也有利于扩增物质交换的表面积
,

这在哺乳动物的肾脏的近端小管和远端小管的上皮细胞中是常见的
。

可 以认为
,

珍珠囊

上皮细胞的胞间空间对珍珠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越到发育晚期
,

这种结构越发

达
,

而这一时期正是珍珠形成的有效阶段
。

在光镜下所见到的上皮细胞间的松散联系
,

其

实就是电镜下的胞间空间
。

在发育晚期
,

基底迷路结构几乎都充满了游离多聚核糖体
,

成

为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

国外许多学者泌
一 , ?

,2l 〕
的工作表明

,

构成方解石和被石结晶的蛋白质组分不同
,

也就

是说不同结晶的形成与蛋白质分子的差异有关
。

从本实验的结果来看
,

在发育早期核糖

体呈游离解聚状态
,

蛋白质的合成主要由少量的粗面内质网上的核糖体完成 , 而在晚期
,

随着遍布胞质各处的游离多聚核糖体的大量形成
,

大规模蛋白质的合成是显而易见的
,

很

可能这些蛋白质与碳酸钙的筱石结晶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

至于细胞形态呈现出立方状或

扁平状
,

作者认为这种结构有效地缩短了细胞内外的物质转运路径
,

从而把能量的消耗降

(1 )杜晓东等
,

褶纹冠蚌珍珠睡发育的研究(待发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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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体
,

但未见细胞核 (图版一6
,
了)

。

这可能是类结缔组织钙细胞穿越珍珠囊释放内含物
,

此现象在褶纹冠蚌外套膜边缘的外表皮中是常见的
,

作者曾十分清楚地观察并拍摄 了这

种穿越的过程
。

(二 ) 结缔组织

珍珠囊附近的结缔组织实际上是指进行育珠手术时细胞小片 (m a nt le p ie傀 )所带入

的那一部分结缔组织
,

它们的细胞也经过增殖迁移
,

最后环绕珍珠囊上皮川
。

本实验结果

表明
.

成纤维细胞有逐渐减少 的趋势
,

随着发育的进展
,

它们合成了大量 的胞间微纤维
,

同

时它们也不断地分解产生细胞碎片
,

也可能脱核而形成细胞样结构
,

其过程类似于哺乳动

物的成红细胞的脱核
〔”〕

。

肌纤维 自始至终保持着较多的数量
,

但并不成束排列
,

其超微

结构显然不同于哺乳动物的肌纤维
。

本文所说的类结缔组织钙细胞 (q u a s卜 e o n n o e tiv e 一t ss su e 一e o lc su m o e ll)
,

其形态类

似于 5 1二ki 绷 等「含。〕
在腹足类发现的结缔组织钙细胞

,

这些细胞的低电子密度泡内 的 化

学组成为碳酸钙或碳酸镁
。

作者因限于设备条件
,

目前尚无法测定细胞内含物的化学组

成
,

故把这类细胞暂名为
“

类结缔组织钙细胞
” 。

实际上这类细胞所含小泡的电子密度并

不均匀
,

其中有一些较高电子密度的小体
,

其余部分似乎呈现颗粒状 (图版一 1 6 )
。

本实验

结果还表明类结缔组织钙细胞可 由成纤维细胞转化而来
,

一些成纤维细胞失去合成微纤

维的能力
,

由内质网或高尔基体不断形成小泡
,

这些小泡再融合成较大的低电子密度泡

(图版一1 0
、

1 1 )
,

最后所有细胞器消失
,

核或脱去或保留
,

这样就完成了成纤维细胞 向类结

缔组织钙细胞的转化
。

如果这些细胞的低电子密度饱和上皮细胞的高尔基体分泌泡都被

证实主要含钙的话
,

我们不妨作出如下结论
。
珍珠囊的上皮细胞和某些结缔组织细胞都

有转运钙的能力
,

区别在于前者由高尔基体直接分泌到细胞表面
,

而后者却是以小泡的形

式积累在细胞质中
,

在一定条件下细胞穿越上皮层进行分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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