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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涡虫在动物系统演化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如何显示其正常组

织结构，对研究涡虫的再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用 ) 种染色方法（*+ , 染色、-.//01 染色、2.1 345/01 染

色）显示了日本三角涡虫（1)/%&#+ 2+3($#4+）的神经系统，结果表明，尽管 ) 种方法都能很清晰地显示涡虫

的神经系统，但在显示咽部神经时，只有 -.//01 染色能够很清晰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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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系统演化历史中，涡虫纲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从扁形动物开始，首次出现了中

胚层和两侧对称的体制［W］。同时，由于涡虫具

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这为借助于 Y?84 技术从

组织和组织发生的层面研究新基因的功能提供

了便利［!］。因此，如何显示涡虫的组织结构成

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尽管国外，尤其是欧美及俄

罗斯的学者在 !" 世纪 )" ’ (" 年代间对涡虫的

组织结构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到目前为

止，我国仅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自

从 W7)" 年林绍文开始研究我国的淡水涡虫至

今，我国学者主要集中在对淡水涡虫分类区系

的研究［$ ’ #］。由于组织学在涡虫研究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因此，本研究筛选了显示涡虫神经组

织的 ) 种方法，以期为涡虫的再生生物学研究

提供基础资料。

>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实验用淡水涡虫采自北京市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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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圣 泉 泉 溪 中，分 类 地 位 隶 属 扁 形 动 物 门



（!"#$%&’"()*$&’+），涡 虫 纲（,-./’""#.)#），三 肠 目

（,.)0"#1)1#），三角涡虫属（!"#$%&’），日本三角涡

虫（! 2 (’)*+&,’），在实验室冰箱内 34养殖一个

月，实验中使用性成熟的涡虫作为实验动物。

!"# 方法 采用 56-)* 氏液固定，789乙醇漂

洗，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常规石蜡切片

后，分 别 进 行 :2 ; 染 色，<#++6* 染 色 和 =#*
>)’+6* 染色［?］。所有切片均为水平切。

# 结果与讨论

:2; 染色结果见图版!：@；<#++6* 染色结

果见图版!：A，B；=#* >)’+6* 染色结果见图版!：

3。B 种染色均能显示涡虫的脑部、纵神经索、

横神经和侧神经，但是只有 <#++6* 染色能够很

明显地显示涡虫咽部的纵神经和横神经。因此

在研究涡虫咽部神经再生时，<#++6* 染色是一

种有效的检测手段。尽管 B 种染色均能显示涡

虫的脑部、纵神经索、横神经和侧神经，但是，

:2; 染色结果与背景着色对比强烈，=#* >)’+6*
染色结果与背景着色对比次之，<#++6* 染色结

果与背景着色对比较差，B 种染色结果起到了

相互印证的作用。根据文献［?］报道，<#++6* 染

色的结果为：胶原纤维蓝色，肌肉及神经胶质纤

维红色，嗜银颗粒黑色或红色，胞核蓝黑色。本

文 <#++6* 染色的切片中，涡虫的脑、纵神经索、

横神经和侧神经被染成紫色，而咽部纵神经和

横神经被染成黑色。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从

组织学角度分析，嗜银细胞一般指的是神经细

胞和内分泌细胞。神经细胞分泌的递质主要分

为 B 类：乙酰胆碱、单胺类和氨基酸类。因此，

推测产生染色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它们所含

神经递质及递质的前体不同，或者是由于神经

递质及递质前体的密度不同而引起的。镜检结

果表明：咽部仅有神经存在，没有神经元胞体存

在（图版!：B），而脑部可见胞体存在（图版!：

A），因此推测咽部所含递质密度或递质前体的

密度较大。根据所查文献，目前未见用常规染

色显示涡虫咽部神经的相关报道。

尽管 C)++" 染色、D#E#" 还原银染色、>6"F) 染

色是公认的神经组织染色的传统方法，但在有

关涡虫的研究文献中报道不多［G］。H#$6 等研究

涡虫脑部再生与运动关系时，用 I0&)JJ’试剂染

神经组织［@8］；李慧等研究涡虫神经再生与原始

脑构建的关系时，采用的方法是 :2 ; 染色［@@］。

目前，对于涡虫神经组织的染色呈现出多样化

的趋势。本文所筛选的 B 种染色方法主要是考

虑到有利于免疫组化染色后的复染，以及在研

究再生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显示组织发生以

及器官形成的过程。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借助于 KCL) 技术等研究涡虫再生过

程中与脑组织发生有关的基因及其功能的报道

日渐增多［@A］。因此，探讨适宜于涡虫神经组织

染色的有效方法，使之与现代 KCL) 技术等有

机结合，对于在组织学层面研究新基因功能将

会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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