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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蛸唾液腺和消化腺的组织学与组织化学研究

崔龙波 赵 华

烟台大学生化系

提要 以组织学和组织化学方法 研究了长蛸的唾液腺和消化腺 ∀前唾液腺腺细胞含团状

糖蛋白性质的分泌颗粒 ∀后唾液腺有两种腺管 型腺管由 型腺细胞和黏液细胞组成 ∀ 型腺

细胞含团状分泌颗粒及丰富的 具脂酶活性 黏液细胞分泌酸性黏多糖 ∀ 型腺管的腺细

胞内含一桃形丝状物 ∀肝细胞含大量的分泌颗粒 呈现强的蛋白酶及弱的非特异性酯酶和脂

酶活性 ∀胰脏腺细胞呈非特异性酯酶和弱的蛋白酶和脂酶活性 ∀

关键词 长蛸 唾液腺 消化腺 组织学 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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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蛸 Οχτοπυσ ϖαριαβιλισ ≥ 隶属头足纲 !八腕

目 !蛸科 分布于我国南北近海 以北部近海数量较

多 ∀长蛸为沿岸底栖种类 是肉食性动物 大量捕食蟹

类 ∀其肉味鲜美 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头足类 ∀与软体动

物腹足纲和瓣鳃纲动物 ≈ 比较 对头足纲动物唾液

腺和消化腺的研究报道甚少 缺乏对其组织学 特别

是组织化学的研究 ∀作者对长蛸的唾液腺和消化腺进

行了组织学与组织化学研究 以期为头足纲动物的消

化生理研究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新鲜长蛸于 年 ∗ 月采自烟台海滨 ∀体长

∗ ∀解剖取出唾液腺和消化腺 ∀

方法

组织学研究 组织块置于 ∏ 氏液

固定 石蜡包埋 连续切片 切片厚 Λ 苏木精 伊

红 ∞ 染色 ∀

组织化学研究 组织块经 ∏ 氏液或

≤ 氏液固定后 石蜡包埋 切片厚约 ∗ Λ ∀另

取新鲜组织块直接置于恒冷冰冻切片机上切片 切片

厚 ∗ Λ ∀研究内容及方法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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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长蛸唾液腺包括一对前唾液腺和一对后唾液腺

消化腺包括一个肝脏和一对胰脏 ∀

组织学研究

一对前唾液腺位于口球后部两侧 为复管状腺 ∀

腺细胞为柱状 多数细胞的细胞核位于基部 核圆形

核仁明显 少数细胞的细胞核位于顶部 核不规整 ∀细

胞质充盈团状红色细小颗粒 有些细胞其颗粒排出后

呈空泡状 ∀一对后唾液腺位于嗉囊前端的两侧 各自

发出一根输出管后融合成一根导管通入口球 ∀后唾液

腺亦为复管状腺 有两种不同的腺管 图 2 ∀ 型腺

管腺细胞呈柱状 核圆形 位于细胞基部 核上方充满

成团较大的红色颗粒 ∀ 型腺细胞之间散在黏液细

胞 特别是在较大的 型腺管黏液细胞数量较多 黏

液细胞内充满淡蓝色分泌物 核被挤压于一侧 ∀ 型

腺管数量较少 腺细胞核较大 位于细胞的不同部位

细胞内有一大的桃形丝状物 丝状物中央有一狭窄

腔 其尖端指向腺腔 ∀

肝脏为复管状腺 腺管间由结缔组织相连 ∀肝细

胞呈柱状 细胞界限不明显 核位于基部 圆形或卵圆

形 细胞质充满大量大小不等的红色 !浅红色颗粒 图

2 ∀从肝脏腹侧发出两根导管 开口于胃盲囊的入

口处 ∀导管上皮为柱状细胞 其间有少量的黏液细胞

导管腔内含有聚集或散在的 !类似于肝细胞内的红色

颗粒 ∀一对泡状的胰脏为复管状腺 腺细胞呈立方状

或低柱状 核圆形 位于细胞中部 核仁明显 细胞质

染色较浅 细胞游离端有密集微绒毛 图 2 ∀胰脏导

管亦开口于胃盲囊入口处 ∀

组织化学研究

° ≥反应 前唾液腺腺细胞内的颗粒 !后唾液腺

型腺细胞内的颗粒 图 2 !肝细胞中的颗粒以及各

部位的黏液细胞分泌物呈紫红色 表明含多糖类 ∀唾

液消化后 ° ≥反应 个腺体呈阴性 表明不含糖

原 ∀ 蓝 2° ≥反应 后唾液腺 型腺管的黏液细

胞分泌物呈蓝色 表明分泌酸性黏多糖 ∀汞溴酚蓝法

前唾液腺腺细胞内的颗粒 !后唾液腺 型腺细胞内的

颗粒和 型腺细胞的桃形丝状物 !以及肝细胞内的颗

粒呈蓝色至深蓝色 表明含蛋白质 ∀甲基绿派洛宁法

前唾液腺腺细胞及后唾液腺 型腺细胞的基部细胞

质和核仁呈红紫色 表明含丰富的 ∀明胶薄膜法

肝细胞游离端及管腔呈明显透明空腔 图 2 表明

具很强的蛋白酶活性 胰脏腺细胞呈现很弱的蛋白酶

活性 ∀酸性乙酸 2Α2萘酯 2六偶氮对品红法 胰脏腺细

胞核上方细胞质呈红棕色 图 2 表明具非特异性

酯酶活性 肝细胞呈现弱阳性 ∀吐温法 后唾液腺 型

腺细胞内有棕色颗粒 表明具脂酶活性 肝细胞和胰

脏腺细胞呈弱阳性 ∀钙钴法 后唾液腺 型腺细胞基

底端质膜 ! 肝细胞和胰脏腺细胞游离端质膜呈黑色

表明具碱性磷酸酶活性 ∀硝酸铅法 种腺体均呈阴

性 表明不具酸性磷酸酶活性 ∀苏丹黑 法 肝细胞内

有许多细小黑色颗粒 表明含脂类 ∀

讨论

长蛸前唾液腺腺细胞内含成团的细小分泌颗粒

组化研究显示该颗粒为糖蛋白 但未在前唾液腺检测

出酶的活性 表明该腺体可能不分泌消化酶 而像十

足目的乌贼那样分泌毒素 ≈ ∀长蛸后唾液腺的结构和

功能比较复杂 由两种不同的腺管组成 ∀型腺管有两

型腺细胞 型腺细胞和黏液细胞 ∀ 型腺细胞内含

成团较大的分泌颗粒 组织化学研究显示分泌颗粒为

糖蛋白 基部细胞质含丰富的 表明具有旺盛的

蛋白质合成能力 该细胞呈脂酶活性 表明 型腺细

胞有一定的分泌消化酶的作用 ∀黏液细胞分泌酸性黏

多糖 具有粘合食物 !润滑消化道的作用 ∀ 型腺管的

腺细胞结构较特殊 细胞内含一大的蛋白质性质的桃

形丝状物 有点类似于水螅刺细胞的刺丝囊 ≈ 该细

胞无酶的活性 其功能还不清楚 可能与分泌毒素有

关 十足目的枪乌贼后唾液腺有消化和毒性作用 ∀

和 认为蛸的后唾液腺分泌蛋白水解酶

蔡英亚等认为八腕目的后唾液腺分泌蛋白酶和淀粉

酶等各种消化酶 并具毒性 ≈ 但本研究中长蛸的后

唾液腺不具蛋白酶活性 ∀

软体动物门腹足纲和瓣鳃纲动物的肝脏具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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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长蛸唾液腺和消化腺的组织学和组织化学

2 后唾液腺 ∞ ≅ 2 肝脏 ∞ ≅ 2 胰脏 ∞ ≅ 2 后唾液腺 ° ≥ ≅ 2 肝脏明胶薄膜法 ≅ 2
胰脏 酸性乙酸2Α2萘酯2六偶氮对品红法 型腺管 型腺管 { 型腺细胞 黏液细胞 ∏ 腺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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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功能 除具分泌作用外 食物的吸收主要发生在肝

脏 ≈ 但头足纲动物的肝脏不具吸收功能 ≈ ∀长蛸肝

脏仅有一种腺细胞 细胞内含大量大小不等的糖蛋白

性质的分泌颗粒 呈现很强的蛋白酶活性及较弱的非

特异性酯酶和脂酶活性 ∀在肝脏的导管内 亦发现类

似于肝细胞的分泌颗粒 ∀因此肝细胞通过分泌或排泄

将各种消化水解酶类排入到消化道内进行细胞外消

化 ∀长蛸的胰脏亦仅有一种腺细胞 组织化学研究表

明该细胞呈现非特异性酯酶和较弱的蛋白酶和脂酶

活性 ∀十足目的金乌贼胰脏的纯分泌物只限于某些氨

基酸 当其分泌物被胃盲囊分泌物作用后 方可分解

许多蛋白质 ≈ 故有可能长蛸的蛋白酶活性亦不弱 ∀

此外 胰脏腺细胞游离端有密集的微绒毛 游离端质

膜呈现碱性磷酸酶活性 提示该细胞与某种或某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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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多糖和糖蛋白的提纯及其理化特性研究

胡群宝 郭宝江

华南师范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广州

提要 采用改进的方法从螺旋藻中提取多糖和糖蛋白 ∀经恒温加热去蛋白后 用 ⁄∞ ∞2
柱层析后得到一种多糖和两种糖蛋白 经 ≥ ¬ 2 和凝胶电泳证实所得的多糖和糖蛋

白为均一组分 ∀采用凝胶过滤法测定的多糖近似分子量为 ∀由 ≥⁄≥2° ∞测定分子量糖

蛋白 ≥2 的分子量为 ≥2 的分子量为 ∀红外光谱呈现出典型的多糖吸收峰 含

有 Α2型糖苷键 ∀Β消去反应初步证明所提取的两种糖蛋白可能是 连接的糖蛋白 ∀

关键词 钝顶螺旋藻 多糖 糖蛋白 提纯 理化特性

广东省科委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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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藻 Σπιρυλινα πλατενσισ 含有丰富的营养和多

种维生素 !微量元素和活性物质 很多科学家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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