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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与受体结合而产生生理应答；④ 作 用 完 

毕能迅速被降解。实验表明，在无脊椎动物中， 

鳞胺是符合作为神经递质所需条件的。 

在多种无脊椎动物体内，鳞胺具有很高的 

含量。环节动物中的蚯蚓、蚂蝗(水蛭)，软体动 

物中的海兔，节肢动物中的鲎、虾、蝗虫、蟑螂、 

萤火虫等，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都 

含有大量的鳞胺。将 “C一酪氨酸注射进虾神经 

组织，能形成具有放射活性的鳞胺和多巴胺，但 

无去甲肾上腺素，虾神经组织含有多巴胺 一羟 

化酶、酪胺酸羟化酶、芳香族氨基酸脱羧酶，故 

能合成鳞胺和多巴胺“8，伯 。在 Ca++存在下，高 

浓度 K 可使虾神经组织去极化释放出蟑胺“帕。 

放射自显影显示鲎的视网膜传出神经纤维也能 

合成鳞胺【u ，而其眼睛的腹侧光感受器则能释 

放出鳞胺[3]。 

在海兔的一些神经细胞中，没发现有去甲 

肾上腺素，但鲜胺却同其它一些被公认的神经 

递质如乙酰胆碱、5一羟色胺、组织胺等共存 舶， 

这些神经细胞被认为是一种鳞胺能神经元，在 

不存在几茶酚胺能神经元的情况下，鳞胺能神 

经元可以独立存在。 水蛭中枢神经 Leydig细 

胞也是一种鲜胺能神经元，其胞体鳞胺含量可 

达总量的 75％明，高浓度 K 和 ca++能增强 

Leydig细胞释放罅胺围。虾神经组织也具有绰 

胺能神经元，它们还能接受来自胆碱能神经的 

突触传人冲动“町。 

神经递质只有通过特异性受体才能发挥作 

用。大量研究已证实鳞胺受体广泛存在于前述 

各种无脊椎动物体内。蛘胺受体具有立体选择 

性 ，D(一)一嫜胺是比 L(+)一鳞胺更适宜的配 

体。鲜胺受体不同于多巴胺和 5一羟色胺受体嘲， 

它对酚胺衍生物的特异性高于苯胺 和 几 茶 酚 

胺，配体分子结构上的 g-OH 是作用于受体所 

必须的基团，除去 一OH则酚胺的活性明显下 

降 。 神经细胞突触前后都可有鳞胺 受 体 存 

在“刀，鳞鲜受体大多通过腺苷酸环化酶发挥作 

用，也有通过 cGMP 和 Ca 起作用的可能 

性。例如，·1．5 X 1 0-~mol／L 的鲜胺就能激活 

蟑螂对鳞胺敏感的腺苷酸环化酶，使 cAMP升 

高，激活糖原磷酸化酶，引起糖元分解，脂肪小 

体内海藻糖含量增加“ 。萤火虫发光机制也与 

鳞胺介导的 cAMP 升高有关，且鳞胺的这一作 

用比其它内源性胺强烈日刀。鲜胺介导的 cAMP 

升高还可使虾的某些神经节细胞产生特征性的 

神经放电现象。砌。蝗虫的咽侧体内也发现有衅 

胺敏感的腺苷酸环化酶，蟑胺可以刺激咽侧体 

释放保幼激素 ”。Evans通过对蝗虫胫伸肌的 

研究，在生理学和药理学基础上将鳞胺受体分 

成了二型： R。型和 Rz型，R：型又分为 R2． 

和 R： 两个亚型。 通过激活腺苷酸环化酶介导 

的鳞胺 Rz受体，鳞胺能引起蝗虫前肠出现舒 

张现象。 

鳞胺能被神经元末梢摄取，Evans对摄取 

机制进行了研究“ 。鳞胺也可以如前所述通过 

单胺氧化酶或 一N一乙酰转移酶等作用而 降 解 

灭活。 

上述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鳞胺可以作为无 

脊椎动物的神经递质之一。 

2．鳞胺——神经激素和神经调节因子 

神经激素是由神经细胞分泌，经血液运输 

能作用于受体细胞的一种物质。这一传递信息 

的途径较神经递质传递普遍，但作用较慢。神 

经调节因子类似于神经激素，只是其发挥作用 

的时间较长，无需特异性受体存在，可以在局部 

发挥作用，能被灭活。 

鳞胺作为神经激素和神经调节因子，还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以下这些观察结果有 

助于认识鳞胺的这一作用。、 

昆虫的神经血管组织和血淋巴中含有高浓 

度的鳞胺，可能是便于作为神经激素而发挥生 

理作用。作为一种神经激素，10-1o一10-Tmol／L 

罅胺能加强蝴蛄突触后电位啕，5× 10-gmol／L 

鲜胺能使嫡蛄心肌收缩 振 幅 和 频 率持 续 增 

加“ ，虾的心包位置也能释放出蟑胺，因此在甲 

壳纲动物，鳞胺已被认为可以作为神经激素[6】。 

鳞胺作为神经激素还可以调节蝗虫胫伸肌的舒 

缩，蟑螂的触角中心是神经激素释放部位，这一 

部位能释放蜂胺，并对其触角敏感系统具有调 

节作用乜 。 水蛭中枢神经系统 Leydig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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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出的鳞胺，也是作为神经激素而发挥作用 

的踢。 

对哺乳类，鳞胺既可调节外周组织肾上腺 

素能的传递，也可调节中枢去甲肾上腺素能的 

传递嘲。一般来说，昆虫和甲壳纲动物，其体内 

释放的鳞胺既是神经递质，同时又是神经调节 

因子 6就蝗虫而言，蛘胺的释放类似局部激 

素，但却是作为神经肌肉传递的调节因子而起 

作用的 。在许多无脊椎动物，鳞胺无需依赖 

cAMP就能发挥作用，例如，对发育停滞的田 

蟋，每 日给予鳞胺，可消除滞育现 。在意 

蜂脑中注入蛘胺，能提高其对嗅觉刺激的反应 

性啪】o将 lml1．5× 10-'一1．5×1 0 mol／L蛘 

胺注射进虾的循环系统，可引起虾非节律性咀 

嚼运动和争斗反应【 】。蝴胺还能增强蝴蛄对逃 

逸反应的敏感性鲫，调节蝗虫输卵管的收缩 ， 

增加鲎心收缩次数，但对虾的心脏则既有兴奋 

作用也有抑制效应 】。蝴胺对蚯蚓腹侧神经索 

自发节律性收缩也有调节作用，1 O-lOmol／L可 

增加其基础张力， 1O-S一10-~mol／L 则增加其 

收缩频率，10-4mollL导致其强直性收缩Ⅲ】。 

鳞胺对低等动物的行为和姿式还能产生 影 响 

且作用往往和 5一羟色胺相反。例如，鳞胺能引 

发蝴蛄持续而紧张不安的腿肌运动和眼 运 动， 

而 5一羟色胺则强烈抑制此二种行为叫。 

由于鳞胺的上述作用，无需 cAMP介导， 

因此很可能是作为神经调节因子而发挥作 用， 

当然也有可能既作为神经调节因子，又作为神 

经递质或神经激素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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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各国的国情不同，因此工作的侧重点也 

应有所不同。我国的动物资源十分丰富，但破 

坏得也相当厉害，许多物种已经成为濒危种，而 

且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在此情况下，我们应把 

工作的重点放在对现存动物资源的保护上。要 

积极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坚决制止乱捕滥 

猎及对珍贵动物栖息地的破坏。第二，要广泛 

而深入地开展生态学基础研究工作，了鼹动物 

韵生活习性和生理需要，研究种群消长的规律 

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对野生动物进行科学化管 

理的途径。在此基础上 ，可 以试验性地有选择 

地开展一些再引入的工作，积累经验，拯救濒危 

物种。目前可以考虑一些基础研究较为深入，而 

且能够实现在人工饲养下成批繁殖的濒危种或 

易危种的再引入，例如白唇鹿、褐马鸡 Crosm— 

ptilon mantchuricum)、黄腹角雉 (T?agopan 

~aboti)等。此外，许多有重要经济价值，过去 

数量多、分布广，但目前数量已急剧下降的种 

类，也可以考虑通过再引入的方法，使种群复 

壮 ，为人类造福。例如，环颈雉为欧美许多国家 

重要的狩猎乌，每年为这些国家创造着巨额财 

富(如英国每年狩猎的收入高达数亿英镑)。我 

1992 27(6) 

国是环颈雉的主要原产地，但由于长期的乱捕 

滥猎，资源破坏极为厉害，在许多平原和丘陵地 

区已经灭绝。如果通过再引入的方法重建这些 

地区的环颈雉种群，并合理地进行资源开发，不 

仅可 以增加国 家和当地人民的经济收入 ，而且 

可以为开展珍稀动物的再引入提供 宝 贵 的 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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