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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 0．2mol／L 的磷酸缓冲液 (pH7．4)冲洗， 

后用 2．5％戊二醛、锇酸固定，各级乙醇脱水，醋 

酸己戊酯取代，临界点干燥，离子镀膜，日立牌 

JSM-25S型扫描电镜观察并摄影。 本实验观 

察重复进行三次，观察鱼数分别为2尾、 4尾 

(2 ，2 )、4尾 (2 ，2 )。 

结 果 

胡子鲶的口须、唇的表面上皮有大量的味 

蕾分布。味蕾表面形态相似，顶面不呈明显隆 

起，味毛较短，味蕾顶面味孔呈凹陷状 (图 1见 

封2，下同)。颌齿齿板表面上皮也有大量的味蕾 

分布，呈现三、二成群。味蕾表面形态与口须、唇 

的味蕾相似，顶面不明显隆起，味毛较短，顶孔 

呈凹陷状(图 2)。 舌前区 中央部上皮表面没 

有味蕾的分布，上皮细胞表面呈多角 ；排殉紧 

密，临口腔面具有许多隆起并呈盘绕重复的微 

脊(microridge)，细胞间的微脊彼此相连(图3)。 

靠近咽部的舌后区上皮具有相当发达的 味蕾， 

通常由十几个到二十几个的味蕾集合并呈丘状 

突起(图4)。舌后区丘状突起上的味蕾表面呈乳 

头状隆起，顶面显著高出周围的上皮细胞，顶孔 

较大，味毛也较长，多
．
数味毛达到或超过顶孔表 

面，使顶孔呈现乎齐型(图 4-a)，味蕾表面的分 

泌物十分明显。咽旁侧上皮层也具有发达的味 

蕾群，通常由几十个以上的味蕾集合为显著的 

丘状突起(图 5)；味蕾 面不明显隆起，味毛也 

较短，味孔顶面呈凹陷状。味蕾周围的分泌物 

少，但在上皮细胞之间的间缝具有许多开口呈 

圆形的洞穴状结构，可能为分泌细胞的开口。咽 

齿垫表面上皮具有许多呈独个分布的味蕾 (图 

6)，味蕾表面呈显著的乳头状隆起，味孔中味毛 

较短，顶孔呈凹陷状 (图 6-a)，部分味蕾顶孔 

上可见有球形的分泌物(图 6-b)；咽齿垫上皮 

细胞间有一些椭圆形洞穴状的分泌细胞的开口 

(图 6-c)。下咽壁与食道的表面出现截然不同 

的分界。下咽壁表面平坦无皱褶，着生有许多 

内向弯钩状的角质小齿，上皮层具有许多分散 

分布的味蕾(图 7-A)；下咽壁上的味蕾表面不 

呈明显的隆起，顶孔较小，味毛较长并与顶孔平 

齐(图 7-a)。食道表面呈现发达的“人’字形的 

粘膜皱褶，表面也具有许多呈分散分布的味蕾 

(图 7一B)； 食道上的味蕾表面也呈不 明 显 隆 

起，但顶孔稍小，味毛较短，顶孔呈凹陷状(图 

7-b)。食道自前段至贲门均有味蕾的分布，味 

蕾的形态与前段相似。 

小 结 和 讨 论 

1．胡子鲶的口须、唇、颌齿、舌后区、咽部、 

食道上皮均有大量的味蕾分布，不同部位的味 

蕾的分布状况和味蕾的表面形态类型不同。观 

察结果显示了胡子鲶味蕾的分布呈现集群分布 

(即由十几个到几十个以上的味蕾集群并 呈 现 

丘状突起)和分散分布(即由单个或者二三个靠 

近的味蕾，不形成丘状突起)二种方式。集群分 

布的方式仅出现在舌的后部和咽旁侧，其它部 

位的味蕾则呈分散分布。根据味蕾的表面形态 

(隆起程度和顶孔形状)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 

各种类型的味蕾的分布区域见表 I。 

毫 l 胡子鲶味蕾的表面形态类型及分布 

形态类型 口 颔 舌前 
须 齿 区、 舌 咽 咽 下 

齿 舌中 后 齿 旁 咽 食遣 
隆起 顶 孔 唇 板 区 区 垫 侧 壁 

显著 平齐型 0 

隆起 凹 陷型 + 

不明显 平齐 型 + 

隆起 凹陷型 + + 0 + 

拄 ：+ 有分散分布的味罾 ； 0 有集 群分布 的味蕾 ；一 无 

味蕾的分布 。 

2．胡子鲶的味蕾在分布和表面形态上呈现 

出多态性，因而推测味蕾除了具有化学感受(味 

觉)之外，还兼具有机械感觉、分泌等功能，不 

同部位上的不同形态类型的味蕾具有不同的功 

能。Reutter(1973，1974)认为，鱼类的高隆起 

的味蕾除了具有化学感受作用之外，还兼有机 

械感受作用，而低隆起的味蕾主要是化学感受 

作用嘲。 鱼类味蕾的多类型和广泛分布显示了 

鱼类这一感受器官功能的复杂性。 

3．胡子鲶是底栖穴居生活鱼类，食性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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