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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腺紧靠 脑神经节，位于脑神经节的腹 

侧面，由许 多隙小叶所组成。每个腺小叶都 由 

卵圆形或不规则形上皮细胞所组成。随性腺发 

育不同时期，这种细胞由胞质致密状变成空泡 

状后又恢复 为致密状，呈周期性变化，这种变化 

可视为神经隙上皮细胞与性腺发育相关的一种 

标志。我国学者用组织化学和电子显微镜技术 

对神经腺上皮细胞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细胞 

胞质对过碘酸一schiff互反应 呈阳性，提示胞质 

含有粘多糖成份。同时超微结构观察进一步指 

示，在性腺发育早期，神经腺上皮细胞为椭圆形 

或卵圆形，核质中，异染色质贴近核内膜，常染 

色质少。胞质中有管状或泡状粗面内质阿和椭 

圆形线粒体，胞质尚未 见分 泌颗粒 在性腺发 

育 II期，核为不规则形，核膜略有扩张，核旁可 

见发育 良好的高尔基复台体，其周围有发达线 

粒体，在胞质另侧也有粗面 内质阿和线粒体以 

及溶酶体，提示腺上皮细胞有吞噬功能。这些 

结果与光学显微镜所见的致密型上皮细胞十分 

类似。在性腺发育 III—Iv期时．胞质出现大 

量分泌颗粒，表明神经腺上皮细胞可能有分 泌 

功能。往后上皮细胞胞质逐渐空泡化而解体。 

国内外学者的观察均一致证明了神经腺上皮细 

胞周期性变化与性腺之间的密切关系。 

2 神经复合体的内分泌功能 

2．1 脑神经节的生理作用 

国内外学者用细胞化学和免疫细胞化学及 

电子显微镜技术发现了海鞘脑神经节存在多种 

神经肽和神经递质，参与调节海鞘生长发育，代 

谢和生殖活动。现在发现在脑神经节皮质外侧 

及 内层．免疫活性神经内分 泌细胞有(1)(sub— 

stance P)P物质样阳性细胞，分布在皮质的内 

层．其神经纤维交叉为网络进入过渡带．推测P 

物质参于调节海鞘生长和进 出水管壁的收缩运 

动．(2)胆囊 收缩 素样和 降钙 素样 (cholecvs— 

tokinin—like and calcitonin—like)神经肽存在脑神 

经周围大型神经细胞中，可能像脊椎动物一样． 

参与调节海鞘摄食、消化和钙的代谢。(3)生长 

激素样、催乳紊样 、血管 活性肠肽样和 ．氨基 

r酸样神经呔(somatostatin—like，prolaetin—like， 

vasoa—etive intestinal poIypeptide like，gamma— 

aminobutyric acid．1ike)，也存在于脑神经节 中， 

这些神经呔有可能参与协调海鞘生长发育，环 

境适应，消化道 吸收和蠕动，神经肌肉系统的兴 

奋效应和促进海鞘正常发育。(4)鱼类促性隙 

激素样，促性隙激素释放激素样和 口一脑啡呔样 

(gonadotmpin-like；gonadotropin—releasing hot— 

mone口一endorphin-like)免疫活性 细胞存在于脑 

神经节皮质外层和 内层，这些神经呔像脊椎动 

物和文昌鱼一样，可能参与调节海鞘性腺发育 

成熟及其生殖活动，尤其要指出的是 B．内啡肽 

可能对脑神经节内各种不同神经肽细胞的分泌 

和抑制起协调作用。 

2．2 神经腺的生理作用 

早在 1937年，Elwyn认 为在神经 孔关 闭 

后．神经管前部纵分为两个管，右侧直接发生为 

幼体感觉泡．左侧管变成神经垂体，后来演变为 

神经腺和神经节。他用连续切片证实神经腺及 

其管道整个 神经垂体 (neumhypophysis)的起 

源，而不是咽部内胚层。由此看来．神经节则是 

神经垂体背壁形成。表明发育的神经节和神经 

腺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结构和功能的联系。由 

于这种密切关系．一直保留到成体。因此，许多 

学者把神经腺看做为与脊椎动物脑垂体同源的 

依据。60年来，许多学者研究证实神经腺确实 

存在有脊椎动物脑垂体激素样活性物质，具有 

原始脑垂体的一些功能，这是(1)催产素(oxy— 

tocin)和血管加压素(vasopressin)。最早发现神 

经腺有这种功能的依据是：有人从 50个玻璃海 

鞘(Ciona intestinalis)神经腺提取物中发现存 

在催产素和血管加压素的活性。在 60年代，有 

人用 800个玻璃海鞘神经腺提取物，用豚 鼠和 

大 鼠子宫制备样品进行催产素实验．结果发现 

这些提取物可使子宫收缩，但没有发现有血管 

加压素作用。这些结果初步证实海鞘神经腺能 

够合成类似脊椎动物的神经垂体激素。(2)近 

十多年．许多学者用免疫荧光技术还发现神经 

腺细胞能够台成类似脊椎动物腺垂体多种激 

素，如促 肾上腺皮 质激 素 (adrenocorticotrop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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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H)样物 质 催乳 素样物质(prolactinlike)， 

一 促黑 激 素样 物 质 (a-melanocyto stimulating 

hormone)，这些结果进一步为海鞘神经腺与脊 

椎动物腺垂体同源找到生理生化方面的证据。 

至于神经腺所合成这三种脊椎动物腺垂体激 素 

样物质在海鞘中的生理作用仍不完全清楚，但 

有人推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催乳素样物质参 

与海鞘渗透调节与水盐代射 ．(3)神经腺含有促 

使性腺发育的活性物质。t-Iogg(1937)首先用海 

鞘神经复合体提取物注射到三只小鼠体内，另 

三只注射生理盐水为对照，5天后活体解剖揭 

示，实验动物性腺重量和卵巢滤泡数量分别 比 

对照组重三倍，滤泡数量更多。后来 Carlisle用 

类似方法证实了这些结果。他还报道用神经腺 

提取物注入雄蛙，引起精子释放。然而，另一些 

学者如 Benazzi(1939)，Dodd(1955)用类似方法 

未能证实上述学者的结果。这种截然不同的结 

果 一 直持 续 到 8O年 代，德 国学 者 Georges 

(1988)用谷氨酸钠(monosodium glutamate)短 

期 处理玻璃海鞘使 它的神经节 中神经元受损 

害，导致神经腺上皮细胞空泡化。这些损害类 

似于卵巢切除后出现的神经腺细胞和抻经细胞 

的变化，从而他认为神经腺可能对海鞘性腺行 

使一定影响，而性腺(卵巢)通过脑神经节对神 

经腺行使间接的影响，又一次提出神经复合体 

参与调节性腺发育。晟近，我国学者用免疫细 

胞化学技术．用过氧化物酶 一抗过氧化物酶复 

合物(PAP)和抗生物素 一生物素 一过氧化物酶 

复合物(ABc)法，证实了神经腺在性腺发育不 

同时期对哺乳类和鱼类促性腺激素抗体 发生强 

的免疫阳性 反应 这是首次证实了海鞘神经腺 

细胞能够台成脊椎动物促性腺激素样物质，同 

时还进一步阐述神经腺与性腺发育的密切关 

系，提示海鞘性腺发育和生殖活动有可能像文 

昌鱼一样受生殖激素调控。 

上述可见，海鞘神经复合体在调控 自身的 

生长发育，代射及其生殖活动方面，可以和脊椎 

动物下丘脑和脑垂体相比拟，因此，为被囊类海 

鞘在脊椎动物起源和进化提供 了新资料和证 

据。另外，近几年来，对海鞘胃肠道激素的研究 

也取碍一些新进展，为海鞘内分泌学提供了新 

资料，已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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