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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缘青蟹幼体肝胰腺的观察研究
’

李富花 李少昔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2 6 6 0 7 1) (厦门大学海洋系 厦门 36 10 0 5 )

提要 于 19 88 年 4 月一19 90 年 6 月
,

在实验室培育锯缘青蟹幼体
,

从蚤状幼体 I期培养至仔

蟹期
。

固定各期幼体
,

通过组织学切片和透射电镜观察研究锯缘青蟹幼体的肝胰腺
.

结果表

明
,

锯缘青蟹幼体的肝胰腺由四种类型的细胞组成
,

这四种类型的细胞分别为
:

胚细胞 (E-- 细

胞)
、

纤维细胞 (F 细胞)
、

吸收细胞 (R-- 细胞 )和分泌细胞 (B 一细胞)
。

不同类型的细胞显微和超

微结构具有明显不同
。

卜细胞的细胞器不发达
;
P 细胞内含丰富的粗面内质网

,

且细胞质中

可见酶原颗粒 ;
R-- 细胞线粒体和滑面内质网比较丰富

,

呈明显的极性分布 ; B 一细胞内含一个大

的液泡
,

顶端存在顶端复合体
,

在 B 一细胞内可观察到胞引作用和胞内消化现象
。

根据对肝胰

腺显微和超微结构的观察提出锯缘青蟹幼体肝胰腺细胞的分化序列
,

即 E-- 细胞分化有两个趋

向
,

一部分分化为 F-- 细胞
,

由 F-- 细胞转化为 B 一细胞 ; 另一部分分化为 R-- 细胞
,

R-- 细胞最终发

生退化
。

关键词 锯缘青蟹幼体 肝胰腺 显微结构 超微结构

学科分类号 04 85

在研究 甲壳动物的消化系统时
,

肝胰腺引起学者极大 的兴趣
。

一方面由于肝胰腺是

甲壳动物的重要器官
,

它担负对消化酶的合成和分泌以及随后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

而且也

影响排泄
、

蜕皮周期
、

无机物质的贮藏
、

脂类
、

糖类代谢
; 另一方面

,

它可以作为某些动物健

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v og t
,

19 92)
。

对十足 目动物幼体肝胰腺 的组织学和超微结构的研究

很少
。

对锯缘青蟹幼体肝胰腺的组织学和超微结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

本文报告锯缘青

蟹幼体肝胰腺的组织学和超微结构的研究结果
,

旨在为其消化生理研究和今后此蟹的大

规模人工养殖提供基础资料
。

1 材料和方法

锯缘青蟹 (匆lla
s e r r a ta )蚤 I(乙)一蚤 v (z

、
)期幼体

、

大眼幼体和仔蟹于 1 9 8 8一 1 9 9 0

年在厦门大学海洋系实验室人工培养而得
。

(l) 用于组织学观察的材料置于 B o ul n’ s液中

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
,

苏木精一伊红染 色
。

(2) 用于透射电镜观察的材料
,

先用 2
.

5% 的戊

二醛固定 (对于大眼幼体和仔蟹则先解剖除去附肢和甲壳后用戊二醛固定 )
,

再用 1% o sq

后固定
,

醋酸双氧铀块染
,

环氧树脂 6 18 包埋
。

超薄切片之前先用半薄切片定位
,

切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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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卜m
,

用美蓝一天青 n 染色
.

光镜下观察找到所需部位后再行超薄切片
。

超薄切片用柠

檬酸铅染色
。

以 JE N卜1 00CX ll型透射电镜观察拍照
。

2 结果

光镜观察的结果表明
,

锯缘青蟹幼体的肝胰腺由许多盲管组成
,

分为两瓣
。

从蚤状幼

体 I期开始
,

肝胰腺的每一瓣已具有三叶状的雏形
。

随着幼体的发育
,

肝胰腺管的长度和

数量增加
,

管腔的体积变小
,

肝胰腺的三叶状也越来越明显
。

每一叶由许多小的分支的盲

管组成
,

这些盲管通到每一 叶的收集管
,

这三 叶的收集管通过肝胰腺的主导管与中肠联

系
。

各期幼体的腺管上皮细胞主要 由 4 种类型的细胞组成
:

胚细胞 (E-- 细胞
,

E)
、

吸收细胞

(卜细胞
,

R)
、

纤维细胞 (F-- 细胞
,

F) ; 分泌细胞 (B 一细胞
,

B)
。

这些细胞位于一薄的嗜碱性

基膜 (bl )上面
,

腺管间充满 了结缔组织
、

血窦和大量游离细胞
.

通过覆盖在外面的嗜碱性

膜保持腺体的总体结构 (图版 I
:
1 )

。

根据上皮细胞的分布可将腺管分为三个区域
:

盲端即

远端
、

中段和近端
。

分述如下
。

2. I E 一细胞

只分布在肝胰腺管的盲端
,

内含一个圆形或卵圆形的核 (N)
,

核内具有 1一2 个嗜酸性

的核仁 (N
u
)

,

有时可见到处于分裂状态的细胞核
,

表明 E-- 细胞具有分裂能力
。

电镜下可

见细胞器不发达
,

线粒体 (M )小
,

球形或棒形
,

峙很少
,

有 的线粒体中只见到 由双膜围成的

空间
,

而没有明显的峙
;
粗面内质网 (re r) 较丰富

;
偶而可见少量脂滴 (li )和位于细胞核周 围

的高尔基体 (G) (图版 I
:

2)
.

锯缘青蟹幼体各期 E-- 细胞的超微结构基本类似
。

2. 2 F一细胞

主要分布在腺管中段
,

散布在 R-- 细胞和 B一细胞之间
,

具强嗜碱性
。

当用苏木精染色

时
,

整个细胞被染成深蓝色
。

细胞核较大
,

圆形
,

核仁亦较大
,

在核膜内面分布许多异染色

质
.

幼体各期 F-- 细胞的形态无很大差别
,

只是在 几可见到有些 R 细胞显得特别膨大
,

可

能与此期细胞活动 比较旺盛有关
。

电镜下可见 F-- 细胞内粗面内质网很丰富
.

位于肝胰腺

管远端的 F-- 细胞
,

其顶端微绒毛 (mv )排列整 齐
,

上 面覆盖一层较厚的表面外衣
。

粗面 内

质网相对较少
,

线粒体较丰富
,

基质较亮
,

峪少
.

而位于腺管近端的 P 细胞
,

粗面内质网数

量增多
,

线粒体基质的电子密度增大
,

峪增多
。

高尔基体丰富
,

其储泡发生扩张
,

整个高尔

基复合体被一些小的致密泡所包围 ; 其附近可以见到一些较大的酶原颗粒 (En ) (图版 L

3)
,

在微绒毛 的下面酶原颗粒比较密集
,

表明 F-- 细胞是酶的合成部位
。

幼体各期 F-- 细胞

的超微结构基本类似
.

2. 3 R 一细胞

肝胰腺中数量最多 的细胞
,

高柱状
,

核为圆形
,

位于细胞中间近基部
,

核 内有 1一2 个

核仁
。

有 的 R-- 细胞
,

细胞质中无囊泡
,

有的在近基部含有一个较大的囊泡
,

有的含有多个

囊泡
.

不 同幼体期
,

卜细胞的形态特征不同
。

在 乙
,

多数 R-- 细胞的基部不含囊泡
,

随着幼

体的发育
,

含囊泡的 R-- 细胞的数量逐渐增加
,

到 了仔蟹
,

卜细胞在外观上变为多泡型
。

电

镜下可见位于腺管远端的未成熟的 R-- 细胞
,

其内粗面 内质网较短
,

细胞基部含少量脂滴
。

成熟的卜细胞
,

微绒毛排列密集有序
,

上面覆盖一层较厚的表面外衣
—

周营养膜
。

紧靠

在微绒毛下面是一不含细胞器的区域
,

称为终网
.

终网下面
,

线粒体特别丰富
,

其基质较

暗
,

峙较多 (图版 I
:

4)
。

在细胞基部
,

滑面内质网 (ser )比较丰富
,

它们与细胞基部内凹的细



l 期 李富花等
:

锯缘青蟹幼体肝胰腺的观察研究

胞膜结合
。

高尔基体的数量相对 F-- 细胞来说较少
,

外观呈盘状或碟状
,

高尔基片层排列整

齐
、

致密
。

细胞内脂滴数量较多
,

且细胞基部脂滴的数量更大 (图版 I
:

5)
。

偶而在 R-- 细胞

中可以见到钙质体 (Ca)
,

数量较少 (图版 I
:

6)
,

其中有些钙质体存在于空泡 中
。

有些 R-- 细
胞表现出明显退化的迹象

,

细胞质的致密度降低
,

且其中只松散地分布一些较短的内质网

和线粒体
。

2. 4 B 一细胞

B一细胞主要分布在腺管的近端
,

细胞体积最大
,

形状不规则
。

内含一个大泡 (V )
,

约

占细胞体积的 80 %一90 %
。

B一细胞的细胞核在大泡下面被压成新月状
,

细胞质也被压成

环状围绕在大泡的周围
。

有的 B一细胞大泡 内比较空
,

而有的含有许多絮状物质
。

在肝胰

腺的管腔 中有时可见到类似 B一细胞大泡的结构
。

不 同幼体发育时期
,

B一细胞的形态略有

不同
。

z 、的 B一细胞
,

体积与其它类型的细胞相近
,

泡 内比较空
;

几
,

几的 B 一细胞
,

细胞体积

明显增大
,

大泡也明显膨大
,

泡 内有许多絮状物质
,

类似于腺管腔 中的絮状物质 ;
吞中 B -

细胞 的大泡与 Zn
,

几相 比显得较空
;
Zv

、

大眼幼体和仔蟹
,

B 一细胞的大泡也较空
,

很少看到

絮状物质
。

电镜下观察各期幼体 B一细胞的大泡 内含有许多絮状物质和膜状结构等
,

大泡

外被一薄层含有粗面 内质网和丰富线粒体的致密细胞质包围
.

位于细胞顶端把大泡和腔

面分开的一层窄的结构
,

称为顶端复合体
,

由致密细胞质
、

泡的小聚集体
、

各种大小 的胞饮

泡 (Pv )
、

小线粒体和朝向细胞表面的微绒毛组成 (图版 I
:

7)
.

从超微结构的观察可见
,

成

熟 B 一细胞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育的过程
。

首先 F-- 细胞的顶端细胞膜产生皱褶
,

以管道的

形式进人细胞 内产生胞饮泡
,

胞饮泡向基部移动通过互相融合进行扩大形成小的消化体

(d b)
,

剩余的三分之二体积含有线粒体和粗面 内质网 (图版 I
:

8)
。

随着转化过程的进行
,

胞饮作用越来越活跃
,

在胞饮系统之下是一个亚顶体泡系统
,

泡 内含有颗粒物质与致密消

化体合并
,

占据了细胞的大部分
。

后来消化体中逐渐 出现小透明区 (图版 I
:

9)
,

透 明区逐

渐扩大
,

当透明区逐渐取代了消化 内容物 中的物质时
,

就形成了 B一细胞的大泡
.

大泡与亚

顶体泡逐渐融合
,

使大泡的体积逐渐增大
,

占据 了 B 一细胞的大部分
,

形成成熟 的 B一细胞

(图版 I
:
7 )

。

幼体各期 B一细胞的超微结构基本类似
。

3 讨论与结语

本研究表明
,

在锯缘青蟹幼体不同的发育时期
,

B一细胞的形态有所不 同
。

在 Zn
,

几
,

B 一细胞的大泡特别膨大
,

其中充满无定形残余物
,

而且腺腔中也充满无定形物质
,

而从吞
开始

,

B一细胞的大泡多为透明的
.

B一细胞大泡 中内含物 的多少是否反映青蟹幼体对饵料

的利用 程度
,

它 能否 作为饵料合理利用
、

的检测 指标
,

这是 一个很值得探讨 的 问题
.

A 】- M o h a n n a等 (1 9 86) 观测到
,

使用不 同的饵料
,

短沟对虾的 B一细胞的大泡 内含物不同
,

并

认为 B 一细胞的大泡内未消化的食物残渣的多少可以反映对饵料 的利用程度
。

V og t(19 85)

提出
,

中肠腺可以作为斑节对虾饵料的营养价值的监测器管
,

并提出 卜细胞超微结构 的

变化可 以反映食物营养价值的高低
.

由此可见
,

肝胰腺一些细胞的变化可作为投喂饵料

的生理指标
,

这是值得深人研究的
。

刚孵化的青蟹幼体的肝胰腺细胞就存在 4 种细胞类型
:

E 细胞
、

F-- 细胞
、

R-- 细胞和 B 一

细胞
.

它们与幼体的发育程度似乎关系不大
。

尽管 Al 一M o hann
a等 (19 8 5

,

19 87) 在短沟对

虾中发现了第五种类型 的细胞
:

M -细胞
,

并认为它可能是十足 目动物肝胰腺 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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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类型
,

但在锯缘青蟹幼体中未观察到 N I-- 细胞
。

由于肝胰腺 R-- 细胞的超微结构 (包

括细胞器的形态和丰盛度 )较易受幼体的生理状态
、

蜕皮周期和营养状态的影响
,

因而不

同幼体期 以及同一幼体期 的不同时间
,

卜细胞的超微结构可能会有所不 同
。

要 比较幼体

发育过程 中 R-- 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
,

必须使各期处在相 同的时期
,

即同处在早期
、

中期或

晚期
,

这一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根据对锯缘青蟹 幼体肝胰腺细胞的显微结构和超微结构 的观察
,

提出此蟹幼体肝胰

腺细胞的功能和分化序列
,

即 E-- 细胞的功能是分裂产生其它类型的细胞
。

卜细胞的分化

有两个趋向
,

一部分分化为 P 细胞
,

P 细胞能够合成消化酶
,

由 R 细胞发育形成 B一细胞
,

B 一细胞具有胞内消化作用 ;另一部分分化为 R-- 细胞
,

R-- 细胞可以吸收和贮藏营养物质
,

其

最终去路是发生退化
。

关于十足 目动物肝胰腺细胞的分化问题
,

经过近 80 年的研究
,

已获

得 比较一致的意见
,

即 B一细胞是由 F-- 细胞转化而来的
,

但对不 同对象做实验的结果仍有

所争论
.

作者的观察结果与 H Op ki n 等 (198 0) 对黄道蟹的消化周期进行研究时提出的细胞

分化序列一致
,

而与 C aC ee i(1 9 8 3) 对白对虾的肝胰腺的超微结构进行研究 时提出 E-- 细胞

一R-- 细胞一 F-- 细胞一 B一细胞的分化序列有很大不同
。

到 目前为止对十足 目肝胰腺细胞的

分化问题还有许多细节没搞清楚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综上所述
,

锯缘青蟹幼体的肝胰腺由 4 种类型的细胞组成
,

这 4 种类型细胞的显微和

超微结构不 同
,

生理功能也不同
。

不同幼体发育时期
,

这 4 种类型细胞的显微和超微结构

有所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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