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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篮子鱼消化道内分泌细胞的鉴别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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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 4 种兔抗胃肠激素抗体和 SABC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褐篮子鱼( S igauns f us ces

ens )消化道中的内分泌细胞进行鉴别和定位。结果表明, Som 细胞集中位于食道和胃部; P P

细胞在幽门盲囊分布较多,少量分布于小肠和直肠; N PY 细胞在幽门盲囊和小肠有少量分

布; 5 HT 细胞在消化道各段均有分布,且数量较多。4 种内分泌细胞的数量分布和形态特

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其可能的内分泌方式和生理作用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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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人类和哺乳动物胃胰腺 ( gastro enter o

pancreatic, GEP)系统内分泌细胞已进行了广泛详细

的研究,在哺乳类已命名了 19 种内分泌细胞,它们对

消化系统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对鱼类胃肠

胰系统而言,研究的广度及深度远不及哺乳类, 在淡

水鱼类方面,迄今, 国内外学者在硬骨鱼和软骨鱼中

分别发现了 14 种和 18 种内分泌细胞[ 1~ 4] 。有关海

洋鱼类尤其是海洋经济鱼类这方面的研究尚少。

褐篮子鱼( S igauns f uscesens )属鲈形目 ,篮子鱼

科,篮子鱼属。其肉味鲜美, 经济价值较高,在福建厦

门海域养殖量较大。为提高其养殖技术,有必要对消

化道胃肠激素的分布进行研究。作者应用 SABC 免

疫组织化学技术和 4 种抗体,对消化道内分泌细胞进

行鉴别和定位, 旨在为褐篮子鱼营养与消化生理学

和人工配合饵料的研制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制备
褐篮子鱼 5 尾, 体长10. 5~ 13. 0 cm,体质量 40~

75 g。雌雄兼有, 购自厦门农贸市场。置于清水中暂

养 24 h 后活体解剖,按食道、贲门胃、幽门胃、幽门盲

囊、小肠、直肠等部位取材,立即投入 Bo uin s 液中固

定 18~ 24 h, 常规脱水透明, 石蜡包埋,切片 6 m,贴

片, 37 烘干备用。

1. 2 主要试剂
兔抗生长抑素( Somat ostatio n, Som)抗体和兔抗

胰多肽( P ancreat ic Polypeptide, PP )抗体的工作浓度

为 1  50; 兔抗 5 羟色胺 ( 5 hy dr ox yt ryptamine, 5

HT )抗体和兔抗神经肽 Y ( N euro peptide Y , N PY )抗

体的工作浓度为 1  100。以上试剂均为美国

Z YM ED公司产品。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 过氧化酶

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 SA BC K it)为武汉博士德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产品。3! 3! 二氨基联苯胺盐酸盐
( DA B)为 Sig ma公司产品。

1. 3 SABC法的主要步骤
切片脱蜡至水。3% H2 O2/ PBS 室温孵育 10 min,

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滴加正常山羊血清

( 1 10)室温孵育 10 min, 封闭非特异性反应部位。

滴加第一抗体 , 37 孵育 1. 5 h。滴加生物素标记的

羊抗兔抗体, 37 孵育 0. 5 h。滴加链霉菌抗生物素

蛋白 过氧化物酶, 37 孵育 0. 5 h。0. 06% DA B

0. 03% H 2 O2 显色 5~ 10 min。阴性对照实验采用相

邻切片, 以正常羊血清代替第一抗体, 同步进行上述

免疫组织化学反应程序。

1. 4 观察
在 O lympus BX51型显微镜下观察, 用 Olympus

D P11 数码摄像机拍照。各取材部位随机取 10 个

400 倍视野分别计算 4 种内分泌细胞的平均值。

2 结果

2. 1 内分泌细胞的密度分布
光镜下, 褐篮子鱼消化道免疫活性内分泌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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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质内充满棕褐色的颗粒, 细胞核呈空泡状 ,易与消

化道其他细胞区别。对照组均呈阴性反应。4 种内

分泌细胞褐篮子鱼消化道各段的分布密度见表 1。

表 1 褐篮子鱼消化道内分泌细胞的分布与密度

Tab. 1 Distribution and densi ty of the endocrine cells in the

digestive tract of Sig auns f uscesens

细胞种类 食道 贲门胃 幽门胃 幽门盲囊 小肠 直肠

S om 细胞 + + + + + + - - -

PP 细胞 - - - + + + +

NPY 细胞 - - - + + -

5 HT 细胞 + + + + + + + + +

注: ∀ + + + #表示 10个以上阳性细胞; ∀ + + #表示 6~ 10 个阳

性细胞; ∀ + #表示 1~ 5个阳性细胞; ∀ ∃ #表示阴性反应

2. 2 内分泌细胞的形态特征

幽门盲囊中,蝌蚪形或梭形的 P P细胞位于上皮

基部, 胞突伸向肠腔或粘膜下层 (图 1 1) ; 椭圆形的

P P细胞通常位于粘膜下层。小肠和直肠 P P细胞多

数为圆形, 少数为梭形(图 1 2)。食道和胃中 So m 细

胞呈三角形或圆形,位于粘膜下层, 食道腺和胃腺周

围(图 1 3)。幽门盲囊和小肠的 N PY 细胞一般呈梭

形或长条形, 位于上皮基部, 常见单个突起伸向肠腔

(图 1 4) ; 直肠 N PY 细胞一般为椭圆形, 位于上皮基

部。5 HT 细胞在消化道各部位均有分布, 多数细胞

为圆形, 少数为梭形, 位于上皮基部或粘膜下层 (图

1 4) ;胃腺四周的 5 H T 细胞呈椭圆形或三角形(图

1 1)。

图 1 褐篮子鱼消化道内分泌细胞的形态

Fig. 1 M orp hology of th e endocrine cells in the digest ive t ract of S igauns f uscesens

1 1. 幽门盲囊中蝌蚪形 PP 细胞( % ) ; 1 2. 小肠中圆形P P 细胞(↗)和梭形PP 细胞( % ) ; 1 3. 胃腺中圆形 So m细胞(↗) ; 1 4. 小肠中

梭形 NP Y细胞( % ) ; 1 5. 直肠中梭形 5 H T 细胞( % ) ; 1 6. 胃腺中椭圆形 5 H T 细胞(↗) ; & 280

1 1. PP im muno react iv e cells in the st om achus pylor icus, t adpole like PP cells( % ) ; 1 2. PP imm unoreactiv e cells in t he sm all int estine,

circula r P P cells(↗) and spindly P P cells( % ) ; 1 3. So m im muno react iv e cells in the st om ach gland, circular SOM cells(↗) ; 1 4. N PY imm u

noreact iv e cells in the sm all int estine, spindly NP Y cells( % ) ; 1 5. 5 H T im muno rea ct ive cells in the rect um , spindly 5 H T cells ( % ) ; 1 6. 5

H T im muno reactive cells in t he stom ach gland, ellipt ic 5 H T cells(↗) ; & 280

3 讨论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是鉴定消化道内分泌细胞的

常用有效手段。消化道内分泌细胞根据形态学特征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开放型细胞, 有胞质突起,多数

呈长梭形、长颈瓶形、蝌蚪形等形态, 行使腔分泌功

能;另一类是封闭型细胞, 无胞突,多呈圆形、椭圆型,

行使内分泌功能[ 1]。当胃内 pH 值下降时, Som 细胞

受刺激释放生长抑素, 从而抑制胃泌素的释放, 降低

壁细胞的胃酸分泌等[ 5] 。褐篮子鱼 So m 细胞集中位

于食道和胃部 ,细胞呈三角形或圆形, 且位于胃腺细

胞周围。褐篮子鱼 So m 细胞分布特点, 显然对胃肠

功能的调节具有重要意义。P P 是一种抑制性激素,

它与胆囊收缩素( CCK)的作用相反 , CCK 能抑制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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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空及酸排出[6] , P P细胞则可通过抑制 CCK 的释放

而达到促进胃排空及酸排出。褐篮子鱼身体侧扁,体

形较小,胃容量小, 属 I型胃。P P 细胞在胃幽门盲囊

分布较多,可能与促进胃排空以增加进食频率有关。

NP Y 可促进胃肠道血管收缩, 使胃肠道的平滑肌收

缩,进而引起胃容受性收缩, 黏膜下层的 N PY 能直

接调节肠上皮的吸收[7] 。N PY 细胞仅分布于褐篮子

鱼胃幽门盲囊和小肠, 且大多分布在黏膜下层, 推测

大弹涂鱼消化道中的 N PY 与上述功能有关。业已

证实, 5 HT 能刺激胃肠黏液分泌, 平滑肌收缩和血

管扩张,对消化功能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 8]。本研究

发现 5 H T 细胞广泛分布于褐篮子鱼消化道各段及

胃腺,该分布特点提示了 5 H T 与吞咽、胃肠运动、胃

液分泌、并促进排便有关。褐篮子鱼消化道 4种内分

泌细胞的不同分布与形态特征, 体现了其消化道具

备复杂的内分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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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immunohiso chemistr y method of Str ept A v idin Biot in Co mplex, four kinds o f antisera

raised ag ainst r abbit hormo nes: somato st atin ( So m) , pancr eatic po ly peptide ( PP) , neur opeptide Y ( N PY ) and

5 hydro xy tr yptamine ( 5 H T ) wer e used to indentify and locate the endocrine cells in the digestiv e tract of S i

gauns f usces ens . T he r esult s show ed that Som immunor eact ive cells w ere obser ved mainly in oesophag us and

sto mach; PP immuno reactiv e cells w ere mainly lo cat ed in the pyloricus sac, w hile spar sely in the small intes

t ine and t he r ect um; N PY immuno reactive cells wer e pr esented rar ely in the pylo ricus sac and the small intes

t ine; 5 HT immuno reactiv e cells w ere distr ibuted in all par ts of the dig est ive tract w it h the hig her density. T he

mor pholog ic cha racteristics o f the endocrine cells wer e descr ibed. T he distr ibution feature of these cells and the

relat ionship betw een their shape and the way s of endocr ine wer 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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