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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鲆肠淋巴样组织免疫细胞研究 ∗

. 无颗粒白细胞的超微结构

刘 云 姜国良 姜 明 杨 栋 张士璀

青岛海洋大学 海洋生命学院 测试中心

提要 运用电镜技术 在牙鲆肠淋巴样组织中鉴定出 种无颗粒白细胞 即淋巴细胞 !巨噬

细胞 !单核细胞和浆细胞样细胞 ∀它们的形态均比在造血器官中多样化 ∀巨噬细胞形态极其不

规则 单核细胞的细胞质中有较多空泡 淋巴细胞具多且细长的伪足 而浆细胞样细胞是以内

含大量的粗面内质网为其主要特征 ∀同时 作者对无颗粒白细胞的形态与功能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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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类免疫学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 年代后才

有了较大的发展 ∀据李亚南 年报道 鱼类具有比

较原始的免疫系统 其免疫应答器官与组织主要有前

肾 !脾脏 !胸腺以及消化道淋巴组织与血液淋巴等 ∀过

去这些年对鱼类免疫系统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报道 然

而对消化道淋巴组织的报道较少 绝大多数人研究的

鱼类是淡水鱼 如 × 等 年对金鱼 !

∏ • 等 年对鲤鱼 ! ∏

和 ∂ 年对虹鳟的研究 而对海水鱼

的肠淋巴样组织研究较少 国内尚未见报道 ∀本文主

要利用电镜技术 首次对牙鲆 Παραλιχητηψσολιχαϖευσ)肠

淋巴组织免疫细胞的超微结构进行了研究 现报道如下∀

材料和方法

牙鲆取自山东威海 体长 ∗ 剪开腹腔

取小肠 !直肠 ∀

光镜观察的样品用 ∏ 氏液固定 石蜡包埋

切片 ∗ Λ 2∞染色 电镜样品用 戊二醛固

定 锇酸后固定 梯度乙醇脱水 ∞ 包

埋 型超薄切片机切片 常规透射电镜切片染色

日立 2 型透射电镜观察及摄影 ∀

结果

电镜下 牙鲆肠淋巴样组织内的无颗粒白细胞有

种 即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 !巨噬细胞和浆细胞样细胞∀

淋巴细胞 图 2 一般为卵圆形

或圆形 常具有伪足 细胞核位于中央 核体大 占整

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 计划 资助项目 海水鱼病免

疫检测药盒与疫苗 2 2 号及 资助项目资助 鱼

类的特异性免疫体系与疫苗免疫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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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细胞的 异染色质分布于核膜边缘和核中央

呈现似岛状分布 细胞质内游离核糖体较多 ∀

单核细胞 图 2 2 多在淋巴腔中

单个存在 细胞基本为圆形 伪足较钝 细胞核常偏

位 通常为卵圆形 有时也为不规则形 约占细胞的

核孔清晰 核内异染色质延核膜边缘分布 其电

子密度低于淋巴细胞 细胞质内细胞器可见大量粗面

内质网 !少量溶酶体以及核糖体 此外 细胞核内有空

泡数个 有的空泡内有内涵物 图 2 箭头所示 有

的空泡内有物质外排 图 2 箭头所示 ∀

巨噬细胞 图 2 2 常见于小

淋巴腔中 遇见率高于淋巴细胞 胞体大于单核细胞

多为长椭圆形 伪足多且细长 细胞核变化较多 有腊

肠形 !哑铃形和多叶形 异染色质电子密度较高 细胞

质内有卵圆形线粒体 !溶酶体及少量空泡 高尔基体

极少见到 ∀

图 牙鲆肠淋巴样免疫细胞 ) ) ) 无颗粒白细胞的超微结构

ƒ × ∏2 ∏ × ∏ Παραλιχητηψσολιϖαχευσ) ) ) ) ∏ ∏ ∏

2 淋巴细胞 示伪足 °≅ 2 2 单核细胞 示偏位核 溶酶体 ≠≥ 粗面内质网 ∞ 空泡 ∂ 和伪足 ° ≅ 2 巨噬细

胞 示多形核 线粒体 游离核糖体和空泡 ∂ ≅ 2 巨噬细胞 示多形核 伪足 ° 游离核糖体和溶酶体 ≠≥ ≅ 2 浆细胞

样细胞 示细胞核 溶酶体 ≠≥及粗面内质网 ∞ ≅

2 ∏ ≅ 2 2 ≠≥ ∞ ∂ ° ≅ 2

∂ ≅ 2 ° ≠≥ ≅ 2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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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细胞样细胞 ° 2 图 2 多在黏

膜层中聚集成群 但细胞间未见任何形式的连接 ∀细

胞形状多样 细胞核比例较小 异染色质亦少 有的有

核仁 细胞质中除少量低密度的溶酶体颗粒外 细胞

质内布满了极其发达的粗面内质网 有些部位粗面内

质网呈同心圆状环绕 ∀

讨论

硬骨鱼的黏膜淋巴组织包括肠 ! 皮肤和鳃 它

们分泌的蛋白酶 !溶菌酶和凝集素 是鱼类防御外来

侵害的第一道屏障≈ ∀ ∏ ∏ 和 ∂

年报道 由于硬骨鱼缺乏像哺乳动物的淋

巴集结那样的结构 肠淋巴样组织内的白细胞 包括

巨噬细胞 !淋巴细胞 !颗粒细胞和浆细胞等就是鱼类

黏膜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 ∀

牙鲆的消化道 自食道开始 胃 !小肠和直肠的黏

膜层与黏膜下层中均有淋巴腔存在 特别是在小肠后

段及直肠中分布较多 另文 ∀ ∏ 等 !

年 ! ⁄ 等 年以及 ≥√ 等 年已

有研究证实 鱼类后肠部分是肠吸收大分子的主要部

位 它可吸收铁蛋白 !辣根过氧化物酶 !免疫球蛋白等

大分子物质 最近也有实验证实有的鱼类前肠部分具

有这种吸收功能≈ 因此 现在一般认为鱼类肠的整

个黏膜都可通过胞吞作用吸收大分子物质并将其运

输到巨噬细胞 再进入血液循环≈ 所以巨噬细胞在

鱼类非特异性免疫系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同时

° 年和 ≤ ∏ 和 ≥ 年等研究证

实巨噬细胞可合成一种较强的白细胞趋化因子 因此

巨噬细胞还具有杀伤细菌的作用 ∀牙鲆肠淋巴样组织

内存在的大量巨噬细胞表明 在抗微生物感染的局部

防御机制中 吞噬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

与牙鲆造血器官及血液白细胞的形态相比≈ 肠

淋巴样组织内的白细胞形态更加多样化 单核细胞的

细胞质内空泡增多 表明其吞噬作用的增强 淋巴细

胞的伪足细长 交织成网状 说明其处于比较活跃的

分泌状态 再加上巨噬细胞及浆细胞样细胞的出现

能使牙鲆肠淋巴样组织内的免疫细胞更好地发挥其

免疫防御功能 ∀

浆细胞样细胞是由 2淋巴细胞转化而来 可以

分泌抗体 ∀目前 多数人认为鱼类的抗体除了存在于

血清 !组织液中外 还存在于肠道 !皮肤和鳃的黏膜

中 但对其来源尚有争执 ∀大量浆细胞样细胞存在于

牙鲆肠淋巴组织中说明该鱼的肠淋巴样组织的确具

有分泌抗体的功能 本研究直观地证明了浆细胞的存

在 有利地支持了由黏膜浆细胞分泌抗体的说法 同

时 这也为牙鲆肠淋巴样组织具有的局部免疫反应提

供了有利的细胞学基础 ∀因有 ∏ •

等 年认为鱼类肠淋巴样组织可以分泌非 的

另外一种免疫球蛋白 因而有关牙鲆肠淋巴样组织内

的免疫细胞的功能还是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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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渗透压下美国红鱼外周血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

范瑞青 姜 明 汝少国 谢嘉琳 高 澜

青岛海洋大学 测试中心 海洋生命学院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采用电子显微镜技术研究了不同渗透压条件下美国红鱼外周血细胞超微结构的变

化 ∀在海水中 红细胞为长椭圆形 核较小 无细胞器 淋巴细胞呈不规则圆形 核大 有伪足

单核细胞胞质中有少量的线粒体 核大且不规则 血栓细胞多呈泪滴状或纺锤状 粒细胞分为

型和 型粒细胞 型粒细胞中具有较多高电子密度的颗粒 型粒细胞中有密集的细管

样结构 ∀在淡水中 各类血细胞的核膜均有不同程度的水肿现象 红细胞核略有膨胀 淋巴细

胞伪足缩小 胞质中有线粒体 单核细胞线粒体发达 血栓细胞核略有凹陷 型粒细胞颗粒

大 但数量减少 电子密度降低 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发达 空泡内有吞噬物 型粒细胞结构

无明显变化 ∀

关键词 美国红鱼 血细胞 渗透压 超微结构

开展美国红鱼 Σχιαενοπσοχελλατυσ)等广盐性鱼类 ≈ 的

基础生物学研究 对于我国近海海洋鱼类的养殖开发

和病害综合防治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 国

内外关于美国红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养殖技术 !生活

习性等方面≈ 关于其生活于不同渗透压环境中的生

物学基础研究的报道较少 ∀研究并探讨广盐性鱼类特

别是广温广盐溯河性鱼类的基础生物学特点及其在

不同渗透压环境中器官和细胞的变化规律 对于充实

基础生物学理论和海洋鱼类的近海养殖开发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 ∀为此 作者对生活于不同渗透压环境

中美国红鱼的细胞结构变化进行了研究 本文报道不

同渗透压下美国红鱼外周血细胞超微结构变化的初

步研究结果 以期为广盐性鱼类的生物学研究提供基

础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材料采集于山东青岛即墨美国红鱼鱼苗厂 为

美国红鱼幼苗 共 尾 体长 进行实验室海

水养殖 ∀其体长长至 ∗ 时 分为海水组和淡水

驯化组继续养殖 其中淡水驯养组海水盐度以 为梯

度 由海水过渡至淡水环境中 每一梯度间隔 并

继续驯养 个月后取材∀海水取自青岛近海 盐度为 ∀

方法

采用断尾取血的方法 分别取海水组 !淡水组美

国红鱼外周血 注入离心管中 以 离

心 除去血清 加入 戊二醛固定 分别

做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样品 ∀

扫描电镜样品制备 将固定好的海水组

血样和淡水组血样各取 滴并滴于干净的 ≅

盖玻片上 均匀涂开 经脱水 ≤°2 临界点干燥

仪干燥 2 离子溅射仪喷金 用 ≥ 型扫描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号和山东省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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