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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园蛛血细胞相差显微镜的初步研究 

李 代 芹 赵 欲 钊 
(潮北大学生物系昆虫天敌研究室) 

摘要 本文应用相差显微镜技术研究了大腹园蛛 (血 r 。 )的血细胞 结果发现太腹 

目蛛血赫巴中存在五种类型的血细狍：原始血细胞、浆细胞 、颗粒细j}量，类绎色细胞和脂血胞 每种类 

型的血细胞的发生与大腹园蛛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首次发理娄缘色细胞具有脱校现象。 

有关节胰动物血细胞研究的文献很多，主 

要来 自于昆虫纲 。然而，非昆虫的节肢动 

物血细胞研究却报少。更奇怪的是，构成节肢动 

物第二大纲而仅次于昆虫纲的蛛形纲动物血细 

胞研究也很少 。关于蜘蛛血细胞形态和分类 

Foelix(1 982)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将蜘蛛 血 

细胞分为四种类型： 颗粒细胞 (Granular he 

mocytes)、 利伯氏特异血细胞 (Leberid{ocyt- 

es)、吞噬细胞 (Phagocytes)和贮存细胞 (s~o- 

rage ceils) ．】 。利用相差显微镜对犬腹园蛛血 

细胞进行研究国内外尚未见报道。本文以相差 

显微镜对大腹园蛛血细胞进行了研究，以此作 

为系统了解蜘蛛血细胞的形态、分类、个体发育 

各期的组成 变化及进一步探讨有关血细跑生理 

机制的基础资料。 

材 料 和 方 法 

斌验用大腹园蛛系临时采集于湖北大学校 

蜀内，其幼蛛、亚成蛛和成蛛即翔观察，并将其 

中一部分幼蛛单只放在 4× 2 cm 的指管内 饲 

养以各后用。饲养时指管底部用一圆形吸水泡 

抹以供蜘蛛饮用。以果蛀、野蝇及蚊等食料喂至 

成蛛，定期取血淋巴液，用相差显微镜进行观 

察。在大量样品、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定出分类 

标准。观察时，记述其血细胞种类，太小及形态 

特征和组成变化等。 

(一)取血方法 取血用蜘蛛不杀死。 蜘 

蛛腹面朝上，首先用两根昆虫针在腹柄处交叉， 

将蜘蛛固定在泡沫平板上，然后用一枚订书针 

骑卡在头胸部前端。取血时，用草酸钠处理或冰 

冻后的洁净毛细管触及井刺破步足基转 关 节， 

同时用手指轻压蜘蛛腹部，蜘蛛的受伤部位立 

即渗出血淋巴液入毛细管中。因为足关节的伸 

展是由一种液压机制 引起的。 

(=)观察方法 用相差显傲镜进 行 蕊 察 

井拍照记录。 先在载玻片上滴一滴液体石蜡， 

将血液滴于液体石蜡上，盖上盖玻片，然后用 

相差油镜观察。镜检在血淋巴离体 5分钟后进 

行 。 

结 果 

在大腹园蛛幼蛛、亚成蛛和成蝾各期血淋 

巴中共发现有下列五种主要血细胞类型，现描 

述 如下 ： 

(一)原始血细胞 (Prohemoey~es)(图 l， 

圈l_-8见封 2下)小型的圆形细胞(约 4．24 )。 

边缘完整，轮廓清晰，核的比例很大(约 3，l8 )。 

棱深质浅，核内颗粒细密均匀。并可见原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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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裂的各期，尤以幼蛛期早期分裂数量最 

多，是唯一可分裂的一类，可能是一种较原始的 

血细胞。 

(=)浆细胞 (Pla smat0cytes)(图 2—4) 

此类细胞大小不一(6．1 2—1 8 1 8 )，形态变异也 

较大。多为圆形 、卵圆形，有时为纺 锤形 、三 角 

形和不规则形等。典型的浆细胞外缘完整，发 

乳光。核较大 (3．06--9 8 3 )。 浆细胞有时伸 

出伪足，有时 3—5个 堆在 一起。 

(三)颗粒细胞 (Granular hemoeytes)(图 

5) 细咆大中型，但大小不一 (5．3—14．84 )， 

形态各别，多为圆形、卵圆形。颗粒细胞最显著 

的特征就是其细胞质内含大量的深色颗粒。此 

类细胞易破裂，其颗粒贴附在玻片上。这类细 

胞量太，常积聚成堆。 

(四)类绛色细胞 (Oenoeytoid s)(圈 6— 

8) 细胞大中型，大小不一 (6．59—20．14 )。这 

类细胞结构特殊，在离体后利用相差显微镜可 

明显地看出其变化：各发育期的血淋巴离体后 

不久，细胞多为规则形，即圆形或卵圆形，细胞 

质中颗粒甚多，浓密，作布朗运动，核不见或不 

明显；离体时间较长后，细胞质中颗粒布朗运动 

加剧，较大的卵圆形或圆形细胞核出现，位于中 

央。然后逐渐偏离中央移向胞膜并突出，最后 

完全脱出血胞游离于周围血浆中。 在 此 过程 

中，棱发生振颤。类绛色细胞破裂后，其胞质与 

周围血浆发生凝集并聚成团块。这类细胞可能 

与血凝有关。 

(五)脂血胞 (Adlpoe~rtolds) 这类 细胞 

出现在亚成蛛和成蛛体内。大型 (11 1 9—1 7．49 

)，数量较少，多为圆形或卵圆形。 外缴较光 

滑，瞻含有折光性强、轮廓清楚的脂肪粒。其脂 

肪拉排列较规则 聚于中央，似乎与膜质分离， 

膜界清晰。核常不可见。未成熟期的脂血胞只 

有少量无色、无反光l的大小不同的液泡，成熟期 

具有很多轮廓清楚的反光小体。 

上述五类血细胞在大腹园蛛发育 过 程 申， 

其数量和形态方面都有变化。发育各主要阶段 

不同类型血细胞的组成 变化如图 1所示，可以 

看出在大腹园蛛主要生长发育阶段中每类血细 

⋯ 一  ·——一  “蛐础 ⋯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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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腹园珠主要发育龄段各萸血细胞组戚的 

变化 (I 985) 

胞数量变化的动态。 

讨 论 

本试验采用的血淋巴收集方法，与Sherman 

(1973)的采血方法不同“ 。 Sherman是从心 

脏分离血细胞 ，此法程序较复杂，并可能混有其 

它非循环组织细胞，对个体小的蜘蛛更难于进 

行。利用液压机制于足关节取血免去了以上的 

复杂程序，具有操作简单和其它优点。一方面， 

在数量上可以收集足够的血淋 巴以供 观 察之 

用，并能在同一十体上怍多次重复；在质上，也 

能台乎要求，不受蜘蛛本身其它组织细胞的污 

染。另一方面，也是这个方法的独特之处，不过 

度或致命性伤害蜘蛛。这样，就有可能在同一 

个体上进行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各类血细胞形 

态结构变化及数量动态，甚至生理机制的连续 

性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大礁园蛛体内主要血细胞 

共五种，除 Sherman(1 9 73)在一种很大的捕 

鸟蛛 (Eurypelma marxi)体内发现的三 种血 

姗胞外“ ，还有 Sherman没有记述的原始血细 

胞和脂血胞。从已有的资料可以看出，颗粒细 

胞存在于各种昆虫中，甲壳纲动物、鲎体及蜘蛛 

体内 IB_ 。可以说，颗粒细胞存在于所有主要 

的节肢动物各纲中，为节肢动物共同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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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血细胞，可作为节肢动物示统发育上的一 

个重要形态生理特征。 

Seltz(1972)提到的 Leberidiocytes在大 

胜园蛛中没有发现 。 因为这类细胞具有单一 

分泌囊，而在大腹园蛛血淋巴中并没有发现具 

单一分泌囊的细胞。 鲎体内发现的血清细胞， 

在大腹园蛛血淋巴中也未曾发现。血清细胞在 

鲎 的血淋巴 中很 少发现 ，而在 供给 复眼神经 血 

液的血囊中大量存在 。这可能也是大腹匿蛛 

血 淋巴中没有发现血清细胞的原因，尽管蜘蛛 

不具 复眼 。 

在这项工作中，也明显观察到血细胞在大 

腹园蛛主要生长发育阶段的动态。从幼蛛开始， 

原始血细胞陆续分化，分别达到一定比例。从 

细胞的分化顺序来看，浆细胞、颗粒细胞出现较 

早，而颗粒细胞在高龄幼蛛以后为血细胞组成 

中的主要类型，增加也较快。类绛色细胞 ，特别 

是脂血胞分化较晚，组成比例较为恒定。再由 

于原始血细胞经常呈现细胞分裂的各期，表明 

其强烈的生活力。颗粒细胞则在离体后大量地 

发生破裂，呈现出衰老的现象，而脂血胞在高龄 

幼蛛以后才出现。说明其分化程度之高。这部 

分观察结果，对血细胞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有效 

的线索。 

关于蜘蛛血细胞发生 的类 缘 关 系，Seitz 

(1972)提出体内心脏管腔中有一类原 始血 细 

胞，由原始血细胞通过获得专门的细胞器后而 

分化成各种类型的血细胞 。 作者根据大腹园 

蛛各期血淋巴中的各类血细胞 及 组 成 波 动分 

析，认为蜘蛛体内所见的各类血细胞确系由原 

血细胞分化而来。 

另由观察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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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过程中有形态转化现象，其中以类绛色细胞 

变化较为特殊。利用相差显做镜技术适于观察 

活体的优点，可以清楚地看到类绛色细胞在离 

体后发生的与昆虫体内出现的类绛色细胞极为 

相似的脱棱现象(傅贻玲，l 982)，变化过程前 

已述及(见图 6、7、8)。 这种现象在蜘蛛中首次 

利用相差显微镜观察所发现。这种脱核现象在 

个体发生后期发生较早期为多。 从生 理机 能 

上，正因为类绛色细胞发生脱核现象，破裂后的 

细胞质与周围血浆发生凝集 ，说明此类细胞参 

与了大腹园蛛血凝作用，至少在离体条件下或 

受伤后是这样的。 

参 考 文 献 

[1】 刘崇乐 1964 粘虫 Pseudalexia， r口f4(Walk) 

血细恂的类型辨识和病拳变化 昆虫学报 13(4)：542～ 

551。 

[2】 程振衡 1964 粘虫 Pseudalezia$~~rala幼 虫 期 

血细胞相差显箍镜研究 昆虫学报 13 )： 36一 ̂ l。 

[3】 傅贻玲 [982 昆虫的血细胞(一)昆虫知识 19(3)： 

4，一 47 

f 4】 —— [982 昆虫的血细胞(=)昆虫知识 t9(I)：3， 
一 38． · 

【 】 Foellx F．R． 1982 Biology of Spide rs．Harvard 

Univer sity P ress． 5— 63· 

[6】 $ones J．c． 1977 蒋书楠译 1 981 昆虫的馆环系 

绕 14̂一l5B上海科学技求出】}匮社o 

【7] Party D A 1959 The Hyd raulic Mecbanj sm 

of the Spider Leg J．五 Bio1．．掷 ：423— 432． 

f 8】 n t cliffe N A．and A．F．R0wl叩 ed 198I In 

vertcbrste Blood Cell s．Volum 2．3 56— 372． 

F 9 1 Seitz K．A 1972 Zu r H stol08io und Fein strll- 

kter de 8 H r0tⅡs und de Hamocyten Co H- 

㈨  V‘raJal Ke (Arsneae：Ctenida*~ I Her- 

zwandungI Bild]ng und Diffem  Ⅲ ng de r H扣 

~ocytea． z0 Jb． 0t．．骞§：351-- 384． 

rto] Sherman R．G．1973 Ultra st ructurally Differe· 

nt H emocytes in A Spider．C口 J Zoo1．． SI： 

l1 6— 1l60． 

兔精液的液态保存对受胎率的影响 袁慕陶等 毛皮 

动物饲养 1989，(1)：j一6 

氟扳法制作家兔冻精颗粒试验初报 朱秀柏等 毛皮 

动物饲养 1989，(1)：7—9 

稗子对滩羊 日粮消化率的影响 尹长安等 毛皮动物 

饲养 [989，(1)：1 0一l2 

商洛地区仔貂死亡原因的分折研究 刘文亚等 毛皮 

动物饲养 1989，(1)：l3一l， 

(-F转第 21页J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