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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粘液细胞类型的研究!

尹 苗 安利国 杨桂文 孟广勋 冯程强
（山东师范大学生物系 济南 &%’’!(）

摘要：以阿新蓝S过碘酸雪夫氏染色方法（JWS*J1）观察了鲤鱼粘液细胞的形态和类型。根据JWS*J1染

色结果将鲤鱼粘液细胞分成四型："型为红色，JW阴性，*J1阳性，含中性粘多糖；#型为蓝色，JW阳

性，*J1阴性，含酸性粘多糖；$型为紫红色，JW与*J1均为阳性，同时含有中性粘多糖和酸性粘多糖，

但以中性粘多糖为主；%型为蓝紫色，JW与*J1均为阳性，同时含中性粘多糖和酸性粘多糖，但以酸性

粘多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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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早就发现鱼类的体表、口腔、鳃和消

化道中存在着大量的粘液细胞。国外曾有人对

非洲肺鱼、鳟鱼、河鲈等鱼的粘液细胞的形态和

成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只有12MM24,
和PE2M-对鲤鱼粘液细胞的分布和功能进行了

初步的探索［%］，尚缺少系统性的观察与研究。

本实验选择我国主要淡水养殖品种鲤鱼为实验

材料，以JWS*J1染色方法，对粘液细胞的形态

和分型进行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以期对鲤

鱼的基础研究提供参考。

" 材料与方法

"&" 实验材料 鲤鱼（+,-"’./)01"-’#）%尾，

&龄，体长)’!(’73，体重%’’!G’’,，正常，

无损伤，!##G年%月初购自济南市水产市场。

饲养于(’73X%’73X!!’73的玻璃鱼缸中，

通气，定期换水，稳定)天。

"&$ 实验方法 处死，取皮肤、口腔上皮、鳃、

消化道、肝胰脏、肾脏、脾脏、心脏、生殖腺等组

织，’T$Y生理盐水冲洗，W=@24’5液固定，常规

石蜡切片，JWS*J1染色（JW染液>A&T$）［$］，

对不同部位上皮中粘液细胞的数量、着色和形

态进行观察。对有鳞片的皮肤，必须先用F=4
ZM4-E脱钙液脱钙软化［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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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果

粘液细胞经!"#$!%染色后可呈现四类不

同的颜色：红色、蓝色、紫红色和蓝紫色。我们

根据!"#$!%染色结果的不同将鲤鱼的粘液细

胞分为四型：!型，!"#$!%染色呈红色，含有

$!%阳性的中性粘多糖（图版!：&，见封’，下

同）；"型，!"#$!%染色呈蓝色，含有!"阳性

的酸性粘多糖（图版!：’）；#型，!"#$!%染色

呈紫红色，主要含有$!%阳性的中性粘多糖，

同时含有少量!"阳性的酸性粘多糖（图版!：

(）；$型，!"#$!%染色呈蓝紫色，主要含有!"
阳性的酸性粘多糖，同时含有少量$!%阳性的

中性粘多糖（图版!：(）。

" 讨 论

最早对鱼类粘液细胞进行研究的是)*+,-.
和%/00.1（&234），他们根据$!%反应颜色的

深浅不同将非洲肺鱼上皮组织中的粘液细胞分

为三型，!型为亮红色，"型为淡红色，#型为

深红色［&］。这种分类方法仅根据$!%反应颜

色的深浅不同来划分类型，标准很难掌握，也不

能准确地反映粘液细胞中成分的复杂性。%*5#
5*.6和78*50（&249）根据粘液细胞的形态将鲤

鱼咽部的粘液细胞分为梨状、囊状和杯状三种

类型［9］。这种分类方法缺陷很大，第一，仅凭

细胞形态分类，不能反映粘液细胞中的成分，而

粘液细胞的功能与细胞内的粘多糖的成分是密

切相关的；第二，粘液细胞由于分布位置不同可

以有多种形态，因而仅凭细胞形态很难将全身

各处的粘液细胞统一为一个划分标准；第三，由

于粘液细胞是立体的，因而在切片平面上出现

的形态不一定能代表细胞的整体形态，具有很

大的片面性。

我们在多年反复试验的基础上，对多种染

色方法进行比较，认为根据!"#$!%反应的颜

色将鱼类的粘液细胞分为四种类型是比较科学

和实用的。:;’<3时，!"主要对酸性粘多糖

着色，$!%反应主要显示中性粘多糖，将!"和

$!%的染色结果结合起来便能根据所显颜色

不同比较好地反映粘液细胞中酸性粘多糖和中

性粘多糖的含量变化，从而达到区别不同类型

的粘液细胞的目的。粘液细胞中粘多糖性质的

不同直接反映了粘液细胞功能的差异，它比依

据细胞形态划分类型更有意义。

粘液细胞在形成初期所含成分单一，在靠

近基底膜处刚开始分化的粘液细胞多数为只含

中性粘多糖的!型细胞和只含酸性粘多糖的"
型细胞，#型和$型细胞很少。随着粘液细胞

的逐渐发育成熟，它所含的成分也日趋复杂。

在靠近表层的上皮中，同时含有酸性粘多糖和

中性粘多糖的#型和$型粘液细胞数目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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