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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采用组织学方法对尾斑瘰螈"1+*+G%&(4*#4($ 6+)?(>)$64+4)&#的消化器官进行了显微结构观

察& 结果表明!尾斑瘰螈食管较短!胃’肠壁组织结构分为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和外膜!小肠前段的黏

膜下层缺失& 胃黏膜层中有许多胃腺!胃腺细胞胞质含嗜酸性颗粒& 小肠前段绒毛细长密集!中段’后

段逐渐短小稀疏!在黏膜层的固有膜中没有肠腺分布& 肝实质中肝小叶界限不明显!肝小叶内有大量色

素颗粒成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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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斑瘰螈 "1+*+G%&(4*#4($ 6+)?(>)$64+4)&#
隶属于两栖纲有尾目蝾螈科瘰螈属"赵尔宓等
$&J%!吕顺清等 "##"#!主要分布于贵州省和湖
南省的中国特有动物!也是中国濒危珍稀物种
"张服基 $&J,#& 生活栖居于山区小溪砾石下’
枯叶下或石缝间!主要捕食螺类’虾’蚯蚓和水
生昆虫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尾斑瘰螈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生物学特征’行为学及饲养繁殖方
面"王延斌 "##,#!尚未见到有关组织学方面的
报道& 本实验通过对尾斑瘰螈消化器官组织结

构的研究!为了解尾斑瘰螈的消化生理和物质
代谢等功能演化提供形态学依据!进一步丰富
瘰螈属动物比较组织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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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材料!成体尾斑瘰螈 , 只!体重"&HJ$ I
$H$,# 8!体长"$",HAJ I+HJ$# 00!雌雄各半&
采自贵州省剑河县八万山!该山区以中低地貌
为主!海拔 A## ’$ ### 0&
>@A?方法!将瘰螈乙醚麻醉后解剖!取其主
要消化器官食管’胃’肠’肝固定于中性甲醛
液中!经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
埋’- )0连续切片’Y*.染色!脱水透明后中
性树胶封片!用 V=2?1XaC"J# 图像采集系统
观察拍照&

A?结?果

A@>?消化管组织结构!尾斑瘰螈的消化管主
要有食管’胃’肠& 光镜下观察!消化管管壁均
由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浆膜组成!但各段消
化管具有不同的结构特点&
A@>@>!口咽部和食管!尾斑瘰螈的口腔与咽
分界不明显!口腔后方通咽部!口裂较大!扁平
状& 舌位于口腔底部!游离端不分叉!其基部与
口腔底部相连!不能伸出口外& 食管较短!外表
光滑!内壁有许多较大的纵行皱襞"图 $1#!食
管壁的黏膜上皮为复层上皮!由 " ’+ 层细胞构
成!表层上皮细胞呈柱状!其间含有丰富的呈空
泡状的黏液细胞&
A@>@A!胃!胃是消化管膨大的部分!尾斑瘰螈
胃壁较厚!明显可见黏膜层’黏膜下层’肌层和
外膜 % 层结构& 黏膜下层和黏膜层突向胃腔形
成纵行皱褶& 黏膜层分为黏膜上皮’固有膜和
黏膜肌层& 黏膜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其凹陷
形成胃小凹!柱状细胞呈高柱状!排列紧密!胃
上皮中无杯状细胞& 固有层由疏松结缔组织构
成!内充满大量呈单管状的胃腺!腺细胞圆形或
多边形!胞体较大!胞质中有较多嗜酸性颗粒&
黏膜肌层为平滑肌& 黏膜下层的疏松结缔组织
中含有血管’神经纤维等& 肌层较发达!由内环
外纵的平滑肌组成& 外膜为浆膜"图 $F#&
A@>@B!肠!尾斑瘰螈肠分为小肠和大肠!小肠
可分为前’中’后三段& 但各段的分界不明显&

小肠黏膜上皮和固有层向肠腔突起形成肠绒
毛!肠绒毛中轴的结缔组织中见中央乳糜管&
肠绒毛在小肠前段细长密集!有分支!中段较前
段粗短稀疏!小肠后段的肠绒毛更加粗矮稀少&
肠黏膜上皮为单层柱状上皮!细胞游离端有明
显的纹状缘!上皮细胞之间夹杂有杯状细胞
"图 $?#& 大肠黏膜层不形成绒毛!也无皱襞!
上皮中有较多的杯状细胞& 在整个肠道内未见
肠腺分布& 黏膜下层的结缔组织较少!肌层内
平滑肌排列整齐!外膜为浆膜&
A@A?肝组织结构!肝是尾斑瘰螈主要的消化
腺!分为左’右两叶!表面有一层浆膜!肝实质中
结缔组织较少!因此!肝小叶的界限不明显& 肝
小叶以中央静脉为中心!其外周是放射状相间
排列的肝细胞索和肝血窦!相邻肝细胞索分支
吻合!形成迷路样结构& 肝细胞多边形!细胞界
限清楚!细胞质淡染!胞核为单核!位于细胞中
央!肝血窦窦腔较小!可见红细胞和形态不规则
的枯否氏细胞& 在肝实质内还见有大量分布不
均匀的黑色素颗粒!聚缩呈团块状"图 $>#&

B?讨?论

消化道是动物摄食’消化和吸收的场所!其
结构与功能相适应& 实验观察!尾斑瘰螈的口
裂广阔!便于整体摄入食物!有利于捕食& 尾斑
瘰螈的食管’胃’肠都有明显的纵行皱襞!这一
结构增加了食物在消化道中停留!加大了对食
物消化吸收面积!这与其肉食性相符& 为利于
食物顺利下咽消化!其消化道的结构表现出许
多 适 应 性& 据 报 道! 中 华 蟾 蜍 " F)-(
/+*/+*#@+$&#"岳兴建等 "##"#食道黏膜具有巨
型黏液细胞!尾斑瘰螈食管上皮也有类似较多
的的黏液细胞!在 Y*.染色中胞质颗粒被有机
溶剂溶解呈空泡状!说明黏液细胞可分泌大量
黏液可使食物充分润滑和湿润!有助吞咽!这是
尾斑瘰螈与摄食有关的适应性特征&

尾斑瘰螈胃壁中有大量的胃腺!胃腺细胞
内含有嗜酸性颗粒!这与山溪鲵 "F+4*+6")>%*&
>#$6"($###"李仲杰等 "##$#’爪鲵"8$06"(?+640,)&
-#&6"%*##"赵艳艳等 "##-#’花背蟾蜍"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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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尾斑瘰螈消化器官组织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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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贾宗平等 "##A#等动物胃腺嗜酸细胞
的结构类似& 有报道指出!两栖类胃腺的嗜酸
细胞分泌盐酸和胃蛋白酶原!与哺乳类的壁细
胞和主细胞相似!或可认为嗜酸细胞是未分化
的壁细胞和主细胞"M7>E=4=613*$&A%#& 胃腺
分泌的黏液使食物充分分解消化!大量存在的
胃腺提示胃的功能主要是消化食物& 尾斑瘰螈
胃壁中发达的平滑肌层!也有助于胃壁的蠕动
和研磨消化食物&

小肠是消化管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部位!
小肠绒毛上皮可将消化道中的氨基酸’葡萄
糖’无机盐等吸收进血液!小肠绒毛的高度’
数量与其消化吸收功能密切相关& 本实验表
明!尾斑瘰螈的肠绒毛发达!在小肠前段细长
密集!向后段逐渐变得粗短稀疏& 黏膜上皮
细胞游离端有明显的纹状缘!从而增加了其
表面积!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 散于小肠
黏膜吸收细胞间的杯状细胞分泌的黏液!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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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润滑保护作用!可减少或避免对肠的机械
性损伤& 整个肠道未见有肠腺& 这些结构特
征延长了食物在肠道内的停留’消化和吸收
时间!弥补了消化腺缺乏的不足!是与其消化
吸收功能相适应的表现!与东方蝾螈 " 70$(>&
(*#%$4+,#&# " 谢 朝 晖 等 "#$$1# ’ 文 县 疣 螈
"M0,(4(4*#4($ K%$=#+$%$&#&# "王昱等 "#$$#结构
特点相似& 似乎说明它们都处于相近的进化
水 平& 据 报 道! 虎 纹 蛙 " N(>,(3+4*+6")&
*)/),(&)&# "陈学祺等 "##+ #小肠前段的黏膜
上皮中没有杯状细胞& 东方蝾螈 "谢朝晖等
"#$$1#和西藏蟾蜍 "F)-(4#3%4+$)&# "曾麟等
"#$$#的小肠有肠腺分布!可见!在不同的两
栖动物因种属’食性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其消
化道的组织结构存在异同&

尾斑瘰螈的肝由于肝实质中的结缔组织较
少!肝小叶之间的界限不明显!这与东方蝾螈
"谢朝晖等 "#$$F#’山溪鲵 "李仲杰等 "##$#’
中国大鲵"A$?*#+&?+:#?#+$)&#"方展强 "##,#肝
的结构较为类似& 肝可分泌胆汁!通过胆管输
入小肠!胆汁可以促进脂肪的分解!利于小肠的
吸收& 肝细胞能贮存糖元!以维持血糖平衡!调
节蛋白质和脂肪代谢!以供应组织细胞的修补
和消耗& 同时!肝细胞还能贮藏维生素!合成蛋
白质!吸收有毒物质& 肝血窦的窦腔较小说明
它的供血量小!血液流经肝血窦时速度很慢!表
现出两栖动物的共有特性& 其中的枯否氏细胞
具有吞噬防御作用& 此外!在尾斑瘰螈肝内还
观察到有大量黑色素团块& 这与绿红东美螈
"J(4(>"4"+,G)&:#*#?%&6%$&# "Y11E=613*$&A,#
和冠欧螈"M*#4)*)&6*#&4+4)&#"G1E72=613*$&&&#
的肝组织内分布的黑色素物质相一致& G1E72
等"$&&&#报道肝组织在低氧环境中!通过红细
胞亚铁离子激活酪氨酸酶合成黑色素!具有抵
抗细胞外源性或内源性细胞毒素的作用!由此
认为尾斑瘰螈肝内的黑色素团块也可能是低氧

环境下保护性适应的结果!这些黑色素团块组
化成分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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