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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手段 ，来进行研究，同时亦应利用数学来表 

达。@ 群落生态学上，过去怍了很好的 工作， 

但还有更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如兽类群落 

的等级，命名方法等。群落内部的结构、与外部 

的关系，以及各物种的生态龛均缺乏足够的研 

究 ，群落的演替以及种间竞争等，都极应开展工 

作。@ 对兽类在生态系统 中的地位 、功能，也 

研究得不够。 

(兰)实验兽类学的研究，应加强其 目的 

性，用以解决分类、演化、适应以及应用方面的 

问题。分类上的疑难问强，单靠标本，难以解决 ， 

需要进行验实分类学的工作。对特殊环境，特 

别是胁迫因子的适应 ，也必须进行生理、生化、 

形态学的研究，才能弄清楚。在应用问题上，以 

实验技术提高麝和灵猫的泌香，促进鹿茸的生 

长，是迫切的问题 ，开发新的兽类资源，更是我 

们的任务。 

(四)加强学术活动，增强联系，交流经验 ， 

可以相互促进 ，避免重复。 开展小型的专题讨 

论会 ，效果可能更好。 同时应加强国际联系。 

我国动物细胞超显微结构研究的某些进展 

陈 大 元 
(中唇 科学院旃枷研究所) 

I 

半个世纪前世界上发明了第一台电子显微 

镜 ，随着龟镜及其样品制备技术的不断改进和 

提高，把人们的视野从宏观扩大到馓观，又从微 

观发展到了超馓观水平 ，当前这门新技术已经 

深入 自然科学和工矿企业各个领域 ，而生物学、 

医学和农业方面的研 究进展更为突出0 

大约在 4O年代末和 50年代初，超显馓结 

构学逐渐形成 ，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这 

门新兴的基础学科正在 日新 月异地 发展，研究 

者已经不满足限于细胞水平 ，而更多地追求从 

分子水平去探索，从定性发展到定量，人们不再 

只使用透射电镜而同时应用扫描电镜 、冰冻蚀 

刻、放射自显影 免疫细胞化学以及锻铸型等技 

术进行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研究 

回顾我国超显微结构在生物学、医学和农 

业方面研究历史。 在 50年代开始研究时只有 

极少的进 口电镜 ，仅有少数单位的极少数人，零 

星地做了一些开创性和擦索性的工作。现在与 

那时相比那情况巳大不相同，当前我国已拥有 

电镜几百台 ，科技队伍成长壮大。 并相继成立 

了电子显徽镜学会 ，显微与亚显馓形态科学会， 

此外，在各种一数学会中还设有相应的专业组， 

会员遍布全国各地。特别值得自豪是：科技工 

作者们应用这项新技术已经在自然科学的各个 

领域中做出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井获得许多 

新 进展 。例如：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宋今丹建立了一种能单 

独显示细胞内内质网膜系统的生物技术，在研 

究中发现呈网状结构的内质网膜系统 ，在细胞 

棱附近构成三维结构，如果正常细胞经 RNA病 

毒感染后，这种网状结构却变成蜂窝状 ，他们还 

应用抗体与细胞膜抗原结合的特性 ，用于结肠 

癌病人的体外诊断 ，为病人带来了福音 。 

北京大学生物系翟中和与丁明孝在核骨架 

方面作了不少研究，指出动物细胞的核骨架一 

Lamina一中间纤维在结构上是相互联系的 ，腺病 

毒的装配依择核骨架，而痘病毒的装配依靠中 

间纤维。 实验 还证明了 DNA 复 制 和 RNA 

的转录是在棱骨架上进行的 。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王永潮、何大澄、曾长 

青在免疫荧光、细胞骨架方面获得了不少成果， 

在去掳实验中证明了校丢失所导致的骨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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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只是直接的机靛影响，而在细胞融合实验 

中，证明了融合对细胞骨架系统的重组方式有 

重大影响。 

依阿华大学医学院 Longo 和笔者阐明了 

小鼠卵母细胞的极性起源与核泡破裂和成熟分 

裂的再启动具有时空上的联系，并指出成熟分 

裂器染色体的运动依赖于微丝的存在。近年来 

笔者又进一步证明文昌鱼卵裂有丝分裂器的旋 

转和小鼠受精卵中雌雄原桩运动都依赖于细胞 

骨架中徽丝的作用。 

南京大学生物系李新人在研究细胞松弛素 

B(CB)对间隙连接形 成的影嘀中，证明微丝对 

连接颗粒的迁移是不起作用的 ，但它对间隙连 

接的形成有某种影响 ，因为改变了间隙聚集体 

形态结构的异常。 

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曾弥白 

对细胞连接研究获得了新进展，她在蝾螵外胚 

层细胞紧密连接的形成研究中，指出先有膜间 

颗粒的聚集，而后形成零散条索片断并相互接 

连成带状 ．同时细胞例嗅逐渐转移撕 胞外缴 ， 

这一极性化过程与囊胚腔的出现 和扩 张 相 一 

致 ，因此首次提出了紧密连接形成的极性化是 

在囊胚腔的影响下进行的。她们还发现间隙连 

接连结子的排列和密度有明显的差别 ，用间隙 

连接蛋 白抗体注射爪蟾蜍胚胎细胞实验 ，发现 

诱导以后的中胚层细胞的分化受蓟影响，而且 

也 影响了连结子的正常聚集。 

兰州大学生物系全允栩在角嗅的形态发生 

中又取得新成果 ，她指出角嗅上皮中纤毛细胞 

构 退化、色素的消失、上皮变薄及其胶原纤维排 

列规则等形态分化现象 ，并发现角嗅上皮表面， 

钿胞 内色素颗粒被酶解成碎块 ，并经粘液泡排 

出的途径。 在类坏死的表皮移至去角 嗅眼 球 

后 3天，表皮细胞中初级溶酶体吞噬色素后形 

成次级溶酶体的过程。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马淑亭利用冰冻断 

裂和电子探针微分析技术研究 白内障的发生机 

制 ，指出 ca含量的增加及出现 Na／K 比失调， 

说明是细胞嗔的渗透性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 

可能是Bl起细胞破坏和透明性丧失而最终导致 

白内障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党连凯用冷冻蚀 

刻复型技术在研究精子发生时，发现脊椎动物 

(包括人和骨鱼)的成熟精子中均存在 有 核 膜 

孔，纠正了一些学者 为成熟精子不存在核嗅 

孔的说法与结论 。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所陈德慧应用狡体金 

探针技术研究人外周血淋巴细 胞 表 面 分 化 抗 

原 、人循环血小板嗅表面糖蛋白感染细胞内病 

毒抗原以及胰岛 细胞分泌颗粒、胰岛素多肽 

等的电镜亚细胞定位O北京农业大学邓泽沛也 

利用免疫胶体金标记技术研究了促性腺激素细 

胞的定位 ，用来判断与阐述各种动物 FSH 细 

胞和 LH 细胞在垂体 中的分布以及它 们 的 功 

能。腔体金定位方法比放射自显影方法精确和 

安全。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所方永强用 LRH 对 

文昌鱼哈氏窝靶细胞进行了超显微结构实验研 

究，证明了文昌鱼在性成熟期 ，哈 氏窝细胞质中 

充满分泌颗粒。当注射 LRH 后发现这种分泌 

颗粒明显减少 ，又一次证明了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张敦一等用酶标细胞化学证实的这个组 

织不仅是脊椎动物垂体的前身，而且也能合成 

LH样蛋白质促性隙激素 ，这一发现 为生殖内分 

泌系统的演化提供了重要的论据。 

东北农学院秦鹏春在胚胎工程研究中，对 

家畜受精和早期胚胎发育做了大量的工作。在 

猪的受精超微结构研究中发现精子穿人方式是 

成 45。角进入透明带 ，不 同于传统认为平行穿 

人的说法。最近他的研究生在猪精体外穿人去 

透明带金黄地鼠的卵实验 中发现其穿人方式几 

乎是平行的 。 

笔者在受精机理超显散结构研究中业 已获 

得新的突破。如 ，在大熊猫、羊、猪及金黄地鼠 

的精子顶体反应研究中 ，发现顶体囊泡化主要 

是顶体的双层外嗅分散性地 自我融合或凹人顶 

体内而形成。不 同意所谓由精予质膜和顶体外 

嗅之间发生多处融合而成的传统观点。最近在 

与四川戒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四川大学生 

物系合作，发现大熊猫精子穿入金黄地鼠卵后 

能激活地鼠卵释放出第二极体 ，同时地鼠卵 同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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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能促使太熊猫精核发育成异种雄性原核，这 

种异种受精中的相互作用的发现，将有助于深 

入研究体外受精机理 。 

上海第一医学院钟慈声做了各种脏器的超 

显馓结构研究并主编了 “细胞和组织的超显微 

结 构”一书。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洪涛主编 

的“生物医学超馓结构与电子显微镜技术”。河 

北 医学院李文镇主编的 “组织细胞冷冻复型电 

镜 图谱”；王仲涛、雷建章和应国华主编的“组织 

和细胞扫描电镜图谱”；张朝佐主编的“器官 内 

微血管铸型扫描电镜图谱”，为推动和发展我国 

超 显馓结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中国医学 

科学院电镜室；中国科学院北京电镜实验室和 

生物物理研究所电镜室；上海生理所 电 镜 室、 

301医院电镜室和河北医学院电镜室等等 ，许 

多个人和单位在科研、电镜技术、样品制备 及 

培养人材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在漫长的几十年间，全国各地所获得的新 

进展和成果层出不穷，我无法全面介绍，他们将 

会在明年召开的显微与亚显馓形态科学会上去 

交流，请大家谅解。 

国际上这个领域发展得很快，我们应当戒 

骄戒躁 ，奋发努力，缩小与国际上的差距，尽快 

赶上先进水平为建设祖国作出贡献。 

植物寄生线虫在我国的危害特点 

刘．存 信 
(农牧渔业部植物检疫宴哇新) 

早在 I743年 Needham 第一次报道线 虫 

能寄生小麦引起粒瘿病。 1 850年 Hardy在野 

燕麦上发现有另一种寄生线虫o l 859年 Scha- 

cht报道了寄生甜菜的线虫，l 871年 Schmidt 

对这线虫进行描述 ，命名为甜菜孢囊线虫 (He一 

*erodera schachtii)。 后 来又有许多学者继续 

报道了许多植物寄生线虫 ，才逐渐引起人们的 

拄意。到 1906年以后便形成一门专业学科，近 

三十年来更进一步得到飞速发展 。迄今全世界 

共计发现并正式描述报道的植物寄生线虫已达 

l40多属、2000多种。 

我国的植物寄生线虫研究工作起 步 也 早 ， 

最初是 I9I6年章祖纯在北京发现小麦 线 虫 引 

起 粒瘿病0 5O年代便在河北、天津、北京、山东 

等省(市)开展大面积调查和防治小麦、花生、水 

稻 、烟草等线虫病害 ，并还提出马铃薯金线虫、 

甘薯茎线虫及水稻千尖线虫三种检疫对象 。但 

后 来由于多种原因影响，本学科在我国一直发 

展 缓慢，专业人员很少而且分散 ，直到近十年来 

才得到快速发展 。有不少省(市)的植检植保单 

位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取得许多可喜 

的成就 。现仅依据国内有关文献资料 ，将植物 

线虫的危害特点概述如后o 

l_分布地区广 在全国各地无论平原、丘 

陵及山区的一切农田、菜园、果园、苗圃、林牧场 

地都有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植物寄生线 虫 分 布， 

并在广些地区导致许多不 同程度的线虫病害发 

生，尤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北京、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广东、四川及云南等省(市)分布 

更为普遍，发病面积较大o 

2．寄生范圉宽 据各地调查研究的不完全 

材料统计 ，已发现线虫的寄主范围很宽 ，达 203 

种植物，其中包括粮食作物 9种，纤维、油料、饮 

料、香料及烤烟等特用作物 34种，蔬菜 42种， 

花卉 4{种，果树 l9种，观赏树木 l4种 ，热带植 

物 3O种 ，中草药 5种及牧草 6种。 

寄生方式多 国内已发现病原线虫的寄 

生习性有以下四大类及其主要归人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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