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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 8 水螅口扩展时腔肠表面的生话形东模式 

图 9 水蝗 口外翻及鞭毛伸直时的生活形态 

取许多棱角类经研压 、离心机离心后取其上清 

液做实验也未成功，是何故有待今后探索。从 
多次实验中发现，用不同饵料培养的水螅，其实 

验效果不同，用轮虫和枝角类较好，但用生活在 

污水中且体呈红色的枝角类略差，桡足类培养 

的很难成功。 

四、 小 结 

培养永螅的饵料选择轮虫类和 枝 角 类 较 

好。实验操作所取动物研碎汁液的量宜少。操 

作时间宜短。 

对产于芜湖的水螅腔肠进行直接 、重复观 

察表明：内胚层腺细胞表面均无鞭毛。胃部腺 

细胞大小相似，垂唇部的腺细胞相对较小，内皮 

肌细胞扩展时腺细胞均探于腔肠中。每个内皮 

肌细胞中央只有 2根鞭毛 ，鞭毛活动时 2根靠 

拢呈螺旋状，静止时末端分开，基部靠近，长度 

为 35±5 。感觉细胞不易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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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肌注丙酸睾丸素和qb 光照对 

麝鼠香腺的影响 

鲜 义 坤 ． 白庆 余 
(四JlJ省 自然资原研究所，成都 610017) (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 

摘要 冬季每 H 5 mg剂量丙酸睾丸素矗续肌注 25天，可使成年雌雄麝鼠香腺增大、增重，腺泡细 

胞增多和成热；雄激素通过控制腺渔细胞的分裂分化和生长发育直接俑节香腺的体积、重量以及分泌活 

动。冬季递增补加光照 6o天，每日3小时 20分至 5小时 39分，强度平均为187勒克斯，可使育成雄鼠 

(4—6月齿争)的睾丸，香嗥增大 增重 光周期可能通过下丘脑一垂体一睾丸轴系间接影响香腺。 

麝鼠 (Onda~：ra zibethica)香由位于麝鼠 

腹后部的香腺分泌，是高级动物香料，有与天然 

麝香相似 的药理作用，可能成为天然麝香代用 

· 50 。 

品的最佳药物原料 。 探讨麝鼠香腺的泌香机 

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生 产 指 导 意 

义。因此，我们首先在麝鼠非繁殖季节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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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肌注丙酸睾丸素和补加光照的试验 ，旨 

在研究它们与麝鼠香腺之间存在的关系。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材 料 与 方 法 

(一)肌注丙酸搴丸素 将临床健康、发育 

正常的 11其成年麝鼠 (1一1．5龄)分成试验和 

对照两组，试验组 5只(3雄、2雌)，对照组 6只 

(4雄、2雌)，均雄雌混养。试验组自 1986年12 

月 22日至 1987年 1月 15臼每 日8时许 在 大 

腿肌注丙酸睾丸素(上海第九制药厂生产 ，规格 

25 m m1)5 rag，其它条件两组相 同。 1987 

年 1月 15日 1 3时开始屠宰 、采样。 ’ 

(--)补加光照 选取临床健康、发育正常 

的 7只育成雄鼠(4—6月龄)放于室内 (总有效 

采光面积为 16．48 m ，采光系数 为 1：4．47)笼 

养，分试验和对照两组，试验组 4只 ，对照组 3 

只。试验组自 1986年 11月 16日至 1 987年 1 

月 15日每 日在 日落 (地 址 为 43。9 N，参 照 

45。N )后补加光照 3小时 20分至 5小时3 9 

分，每候(5天)的日平均补加光照时数见表 1。 

补加方法是在鼠笼上方不少于 1．2 m 处安装日 

光灯管和白炽灯泡照明 ，笼舍底部光照强度平 

均为 187勒克斯 (Lux)，变 化 范 围 为 1 40— 

220 Lux。 对照组在日落后用红黑两 层布盖严 

(笼舍底部下方有通气孔)，直至试验组补加光 

照完毕。 1 987年 1月 16日下午屠宰。 

(三)采集样本 麝鼠置于带盖的玻 璃 缸 

衰 1 试验组的补加光照时数 (单位：13) 

1986年 11月 16—20日 4小时 43分 

21--25日 3小 时 3D分 

26～ 3D B 3小 时 52分 36秒 

l2月 l～5 日 4小时 D5分 l2秒 

6～lD日 ‘小时 " 分 36秒 

n一 15日 4 小 时 36分 l2秒 

l6—20日 4 小时 39分 12秒 

21—25日 4小时 ‘8分 l2秒 

26—30日 5小 时 01分 l2秒 

31日一1987年 1月 4日 5小时 " 分 48秒 

1987年 1月 5—9日 5小时 27分 l2秒 

10— 1‘日 5小 时 31分 

l5 5小时 39分 

中，经乙醚吸入麻醉后，称重 ，心脏采血(供测定 

睾酮浓度用)，用棍击枕部法处死，迅速沿腹中 

线切开腹后部皮肤，暴露香腺，尽快称量和采集 

光学显微镜(以下简称光镜)观察用样。透射 电 

子显微镜 (以下简称电镜)观察用样是经麻醉 、 

再迅速梧腹中线切开腹后部皮肤以及暴露香腺 

后切取 1—2 mm 的小块组织。 

(四)光镶样品 用 10％李利 (Lillie)氏 

磷酸缓冲中性福尔 马 林 (Formalin)溶 液 固 

定，石蜡包埋 ，部分连续切片 ，厚 5—7 u，德拉 

菲尔德 (Delafield)氏 H—E染色，在光镜上 

观察和照相 。 

(五)电镜样品 用 4％戊二 醛 和 1 锇 

酸 (osO+)双固定 ，常规脱水，环氧树~(Epon> 

81 2浸透、包埋 ，LKB超薄切片 机 切 片，厚 

500--700^，醋酸铀一柠檬酸铅 双 重 电 子 染 

色，在 JEM一1200 EX 型透射电镜上观察 、照 

相，加速电压 80 kV。 

结 果 与 讨 论 

(一)肌注丙酸搴丸素 

1．雄鼠 冬季没有肌注丙酸睾丸素 的 对 

照组，每 日5 mg剂量丙酸睾丸素连续肌 注 2 

天的试验组，其香腺的称量结果(见表 2)。 

由表 2可知 ，对照组香腺体积小，平均重 

2．54±0．41 g，占体重的 0．24±0．03％；而试验 

组香腺体积增大， 重量增加 ，平 均 重 6．38± 

0．57 g，占体重的 O．91±0．13％，分别为对照组 

的 2．5 2和 3．72倍；两组间差异非常显著 (P< 

0．01)。表明丙酸睾丸素使雄鼠香腺增大、增重 

香腺组织的光镜观察结果是：对照 组 腺 泡 很 

少 ，腺细胞亦不发达，排泄管较大且多(见图1)， 

管腔形态多样；管壁厚薄不一，布有密集排列的 

细胞 ；管壁间为发达的疏裣结缔组织。 试验组 

与 4月和 7月份(繁殖期)的雄鼠香腺相似 ，腺 

泡数量很多，排列密集 (见图 2)，各种腺泡细 

胞，即外周的基细胞和里面的初级 腺 细 胞 及 

(或)次级腺细胞或成熟腺细胞都很容易 见 到 

排泄管较少且小，疏松结缔组织变薄。表踢雨 

酸睾丸素注入机体后，吸收入血，经血液循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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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丧2 喜事肌注丙奠毫丸鬻对雄曩瞢奠的影响 

项 目 组 别 统计只数 i：l 变化范匿 t检验 
r 

对照组 4 2．74+0．13 2．40—3．00 长 
P<0．05 f

cm) 试 验组 3 3
．24+ 0．1} 3．O0— 3．S0 

舟 

泌 宽 对腭组 1．22 0．o8 1．10—1．}5 
(cm) P<o．O1 

部 试验组 { 2．I)8+0．02 2．oS一 2．1l 

厚 对照组 } 0．52+O．02 0．48 0．55 
“ ln) P< 0．0l 

试验 组 3 0．94+0．08 

长 对厢组 1．99+O．0a 1．85—2．23 
(cm) P>0．0j 

试 验组 3 2 22+0．23 1．95—2．6B - 

导 头蜃外径 对照组 0．}7+o．o1 D．}5 0．S0 
P>o．05 

(cm) 试验组 3 0
-6l士o-07 、 0．50—0．7 5 

首 

中段外径 对照组 0．21+0．02 o．1S一0．2 5 
P> o．OS 

部 fcln) o
． 18—0．25 试验 组 3 0．2l+0．02 

末段外 径 对 照组 D．1，+0．O2 0．1D—O．18 
(cⅢ) P>0．05 

试 验组 3 0．21+0．01 0．20一O．Z3 

重 量 对照组 4 2．5‘+O ‘l 1．80一 ．，O 
P<0．01 (

g) 6
． 38+O．卯 S．3S一，．30 试睦组 3 

对 照组 0．2̂ +0．03 0．20一q．32 
占件重的％ P<0．01 

试 验组 3 O．91+0．1 3 0．66— 1．06 

香腺，促使排泄管壁及其间质中的一些 细胞 

分 裂分化和生长发育，结果生成数量众多和不 

同功能活动状态的腺泡以及腺泡细胞 ，使腺体 

增大 、增重。香腺组织的电镜观察结果是：对 

照组腺泡细胞类型少 ，胞核大，形杰不规则(见 

图 3)；胞质少，核糖体很多，有的细胞有糖原颗 

粒 、线粒体和弹力细丝；质骥呈细指状质嗅突起 

与其它相郐细胞相互嵌接。试验组各种腺泡细 

胞均可见，其超微结构与 4月份的腺泡细胞的 

超微结构相似 ，譬如，次级腺细胞核大，呈圆形 

或椭圆形；胞质多，滑面内质网 线粒体 ，核糖 

体、脂滴抿多 (见图 4)。表明丙酸睾丸素不仅 

促 使腺泡细胞数量增多和结构改变，而且使腺 

细胞的成熟和香液的生成亦起着决定性作用o 

2．雌鼠 冬季没有肌注丙酸睾丸素 的对 

照组，香腺平均重 0 15 g，占体重的 0．02％；而 

以每日5mg剂量丙酸睾丸素连续 肌 注 2i天 

的试验组，香腺重量增加，平均为 0．85 g，占体 

重的 0．12瞄，分别为对照组的 5．67和 6．3 9倍； 

两组间差异显著 (P< 0．O5)，表明丙酸睾 丸 

素对雌鼠香腺也有刺激作用，使其增大 、增重。 

综上可知，在冬季，麝鼠无论性别如何 ，其 

香腺均对肌注丙酸睾丸素有明显的反应，是雄 

激素的效应器官或靶器官，在麝鼠繁殖 活动中 

有重要意义。 雄激素通过控制腺泡细胞 的 结 

构、生长发育来调节香腺的体积 、重量以及分泌 

活动。 

(=)斡加光；llI 冬季没有补加光照 的 对 

照组和递增补加光照 60天的试验组香腺 的 称 

量结果 (见表3)。 对照组香腺平均 重 0．20± 

0．1 0 g，占体重的 0．04±0．02％；试验组香腺重 

量增加 ，平均重 3．42±0．34 g，占体重的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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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盖了外鳃丝的一半，并且逐渐向嚏面延{唪，口 5 东方铃蟾的出出孔位于腹蔼正中。且是 

唇有微弱颤动，肠管在腹面呈螺旋状弯曲。此 在鳃盖摺闭合时在腹中线处形成的单 一 出水 

期清晰可见尾血循环，血液呈红色 ，皮肤较为透 孔，这与四川狭口蛙相同。 

明。全长约 1 0．0 mm，尾长明显大于体长 (见 6．当蝌蚪发育至开口期之后．我们注意观 

图 2—23a—b)。 察了其口型的特征性变化，发现东方铃蟾蝌蚪 

(二十四)鳃盖褶完成期 鳃盖褶已 将 所 的瑶乳突较发达，呈单剐状态围绕在唇缘，而在 

有鳃丝盖住，井延伸至腹 中央处愈合，但在腹中 口角处未见有副突存在。同时发现，蝌蚪的不 

线处留下一个出水孔。肠管 3—4圈弯曲，吸盘 同发育时期，其唇齿式发育状况也有所不同，幼 

巳退化，但留下微弱痕迹，全长约 11 1 him，此 小蝌蚪(开 口期)的唇齿式为 I：1-1／i：2-2，稍 

期卵黄巳基本耗尽，开始取食，肛孔排出废物 大些的蝌蚪唇齿 式 发 展 为 I：l一1／It：卜1或 

(见表 1与图 2—24 a—b)。 ll／l：2-2，直至大型蝌蚪(鳃盖稻愈台期)唇齿 

．  ． 
式才定型为 ix／II：i一1，此齿式与刘承钊(i 96i) 

小 结 和 讨 论 所报道东方铃蟾的唇齿式相同
。 

1．东方铃蟾的个体虽较小 (其平均 体长 7．在囊胚早期胚胎死亡率较高，这与自然 

：47．5mm， g：44．6 ram)，但其卵及 各期 条件下东方铃蟾数目较少是召有关。还是与 自 

胚胎与个体较大的中华大蟾蜍的卵及胚胎大小 来水质有关，这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相近。 ‘ 
2．东方铃蟾从受精9_一直到神经板朝，珏 参 考 文 献 

体基本上星圆球状，到神经褶后期胚体才开始 【1】 王昌等 1986 中华大蟾蜍( - blIo gorgorlaa‘ 
稍舷增长．此与中华大蟾蜍比较相似。 2 胚胎发育观察 两栖爬行动物学报 

3 东方铃蟾的孵化出膜是在肌肉 感 应 期 【2】 毋螅j扭等 1986 中国两栖腮行动物鉴定手册科学出 

的后期、心跳期之前，这与西藏齿突螗、黑斑蛙 r 3l嵩 等[96i中国无尾两栖类科学出版社 
(束和施)相似，属于孵化比较旱的。而四jIl狭 【．】 束恚弱辞 l' 西藏齿突蟾的早期匪胎发育萌{臣爬 

口蛙、黑龙 林蛙的孵化期在鳃血循环后10小 r 5] 动馨 报 ， ( ⋯ ． )胚 
时左右，豹蛙、美洲林蛙、黑斑蛙 (王应天 1985) 胎的正常发育 两插爬行动物学报3(I)：55--62。 

的孵化期在 跳期后，属于孵化较晚的。 【6 曼 ’。 泽蛙的早斯胚胎发育动物学杂志 
4．在黑斑蛙、豹蛙、美洲林蛙的早期胚胎 r 7] 费粱等 1985 四川狭口蛙早期胚胎发育 两栖爬行 

发育中均分出尾血循环期，且此期均在开口期 
。 ． 。 。1 。 ．9。 发 

之后即可看蓟，而东方铃蟾直至鳃盖褶中间才 舟生物学中的彤态模式和实验 于豪建译。 

可见尾血循环，故未把其作为一个时期划出。 

(上接 第 4I页 ) 

占体重的 0．45±0．07％，分别为对照 组的 3．59 

和 2．77倍；两组间差异非常显著 (P< O．O1)。 

表明冬季递增补加光照可促使睾丸体积 增 大， 

重量增加。据此可推知 ，冬季光照可能通过眼 

睛视网膜的感受 ，沿视神经传人下丘脑．经下 

丘脑一垂体一睾丸轴系，引起睾丸间质细胞分泌 

雄激素，雄激素促使腺泡细胞分裂分化和生长 

发育 ，结果香腺体积增大，重量增加 ，分泌活动 

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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