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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大鼠弓状核神经细狍中的棱仁样小体 (Nucleolus—Like Body-NLB)进行了电镜观 

察 。结果表明：晷 NLB的体积和组织致密度差异较大 ， 同时与瓤咆内的赫离棱蛋白体及粗面内质暇 

的含量和排列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在体积较小的 NLB中，颗粒物质排列稀疏 ，游离棱蛋白体散在颗粒 

物质之间。 这种 NLB常被长链状池腔扩张的粗面 内质 网多层环状包绕。 体积稍大的 NLB，颗粒物 

质排列均匀，游离棱蛋白体分布于颗粒物质的周边，常被粗面内质网单层半环状包绕或与粗面内质网部 

分接触。有时在 NLB的周边部可见到分泌颗粒。体积最大的 NLB，颗粒物质排列致密，与周屋结构 

分界清晰，中央常有一个较大的圆形亮区。与游离棱蚤白体和粗面内质网没有任何联系 ，它独 自存在于 

细胞质中。 

棱仁样小体 (Nucleolus-Like Body，NLB) 

是位于分泌细胞中的一 种 颗 粒——纤 维性 团 

块。 首先由 Holmgren(1 899)在兔和蛙的神 

经节细胞中发现。这种小体形态似核仁，故称 

核仁样小体。随着电子显微镜技术的广泛应用， 

人们已对几种不同类型细胞内的 NLB 有所认 

识“一。 但对 NLB的命名方法 ， 类型以及与 

细胞器的关系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在观 

察大鼠弓状核神经细胞的超微结构中，专门对 

NLB 进行了研究 ，重点阐述了 NLB的类型， 

命名与细胞器的关系。 

(一)材科与方法 取 250—27O克体重的 

戒体 Wistar系大鼠 1 0只雌、雄各半 ，用 1 0瞄 

水合氯醛 O．5ml／1 OOg体重进行 动 物腹 腔 麻 

醉。 而后用 0．9弗生理盐水经左心室——全身 

灌流至血液排完。改用 2弗 戊二醛进行灌流内 

固定，断头取大脑。根据本教研室大鼠下丘脑 

连续切片核团定位 ，参照 Buth Bleier 等人大 

鼠下丘脑室周带细胞构筑图谱 ，于冰块上额状 

断面切取下丘脑含弓状核部位的组 织 块。 用 

2％戊二醛固定 ，常规电镜样品制备，半薄切片 

lum，甲苯胺兰混合染色，在光镜下准确定位。 

然后再行超薄切片 ，双重电子染色，,．,'EM1DO— 

CX 电镜观察。 

(二)实验结果 弓状核神经细胞中 NLB 

的形态很规则，为圆型或椭圆型 (图 1见封 2， 

下同)，没有单位膜包绕。主要由颗粒及细丝状 

物质组成。典型 NLB的形态与细胞核中的核 

仁极为相似(见图 2)，但其电子密度略低，一般 

体积较同一细胞的核仁略小。 NLB单个位于 

细胞质之申，在树突中偶而可见。有的细胞质 

中还可同时存在多个 NLB。 根据 NLB的体 

积、结构、电子密度的差异及与粗面内质网的关 

系不同，可观察到三种类型的 NLB。 

1．体积较小的 NLB。直径为450--700nm 

(见图 3) 其颗粒物质排列稀疏 ，游离核蛋白 

体分散存在于颗粒物质之间。此 NLB 电子密 

度较低，被长链状的粗面内质网多层环状包绕 

(见图 4)。 其粗面内质网的池腔略扩张，有的 

细胞质中可以同时见到两个此种类型的 NLB。 

2．体积稍大的 NLB，直径为 600--900rim 

不等。形态较规则，颗粒物质排列均匀。游离 

核蛋白体分布于颗粒物质的周边部。 NLB常 

被粗面内质网单层半环状包绕 (见图 5)，或与 

粗面内质网部分接触 (见图 6)。该粗面 内质 

踊仍为长链状 ，但池腔比前种类型 NLB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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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质网池腔明显窄小。在部分 NLB 四周可 

见到类似上述多层环状的粗面内质网，但层数 

减少池麓不扩张。此外在 NI．．B 内常见多个细 

小亮区 ，似核仁内的核仁组织者区域。有时在 

NLB的周边部或附近可 见 到 直 径 为 40—50 

llm 电子密度较高的分泌颗粒，与同一切片神 

经细胞突起中的神经分泌颗粒类似 (见图 7)o 

3．体积最大的 NLB，其直径可达 125 Onm， 

有时可超过细胞核中的核仁 ，颗粒物质排列致 

密 ，NLB与周围的细胞质分界清晰。 电子密 

度较高，但较同一细胞内的核仁略低。其中央 

有一较大圆形亮区，直径为 300—430nm (见 

圈 8)。亮区内可见细丝状物，这种 NLB 与粗 

面内质 网没有任何联系，独自存在于细胞质中o 

(三)讨论 

(1)弓状核神经细 胞 中 NLB的 名 称 

NLB为许多神经外胚层衍生物特有的 细胞 内 

包含体，曾在一些动物种属的神经元或非神经 

细胞中报道过“-一．。目前对 NLB的命名尚未统 

一

。 胞质丝状体 (Cytoplasme Filamentous) 

胞质内台物 (Cytoplasmic Inclusion)电子致 

密物 (Electron Densemass)核仁挤出体 (Nu— 

clear Exfxusion Body)。丝体 (Nematogomes) 

极性颗粒 (Polar Gramiles) 以及 电镜下所应 

用的 Yolr Nucleus和 Balbiani Body均指此 

小体。 目前，人们趋于使用核仁样小体一称。本 

文认为该小体名称的差异除了由于各学者对该 

小体研究角度不同以外 ，还与该小体发育和成 

熟的阶段有关。本文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小体 

的基本结构颗粒物质与典型的核仁样小体的颗 

粒物质相同。但有的却不具有核仁的形态特征， 

同时可以见到 两 种 NLB之 间 过 渡 娄 型 的 

NLB。本文认为核仁样小体一称能否确切地代 

表该小体的全部形态学特征尚需进一步探讨。 

(2)核仁样小体的类型 有人 根据 NLB 

中颗粒样物质聚集的程度不同，从形态学角度 

把 NLB分为致密型 (Comps：t)和松散型(Di一 

：[fuse)两种o 1978年 Houton[~a提出可能 存 

在两者之间的过渡类型。 本文观察与 Houton 

相似。认为大鼠弓状核神经细胞中 NLB存在 

着体积，组织结构致密度，电子密度以及与游 

核蛋白体和粗面内质 网的关系等均介于致密型 

和松散型两者之间的过渡类型。上述三种娄型 

NLB 的结构 有着一定的 内在联 系 ，即颗粒物 质 

的含量与 NLB的体积，组织结桩和电子密度 

直接有关。同时 NLB的体积和组织结构与细胞 

内游离核蛋白体和粗面内质网也密切相关。其 

形态学变化趋势为：随着 NLB 的颢垃物质增 

多 ，NLB的体积逐渐增大，小体越加致密，同 

时 NLB与游离核蛋白体和粗面内质网的关系 

越趋疏远。此外 NLB内部逐渐自现几个小亮 

区，最后融合成一个较大亮区。此时 NLB 与 

游离棱蛋白体和粗面内质网完全脱离联系，独 

自存在于细胞质之中。 

(3)NLB与细胞器的关系和功 能 意 义 

关于 NLB 与细胞器的关系说法不一，19 78年 

有人 在雄鼠下丘脑室内侧核后部神经细胞的 

观察中指出：NLB被带池腔的环状物 间断 性 

地囊状包绕。1984年 Carlos Azevedot~在研 

究卵母细胞的 NLB 时指出：NLB 与线粒体 

的排列及成熟有关。 本实验与 Sant~aya RC 

(1973)报道结果相同。即 NLB与细胞质内的 

游离核蛋 白体和粗面内质网关系密切。在体积 

较小结构疏松的 NLB 中尤其明显。 

下丘脑肽类激素的生物合成过程与一般分 

泓蛋白质相似 ， 在粗面内质网的核蛋白体合 

成 ，经内质网池到高尔基复合体中浓缩加工。细 

胞分泌活性改变时与该合成过程有关的细胞结 

构发生相应的变化。现在细胞化学研究表明 ， 

在 NLB 中确有 28S、l8s和 5s的 RNA、转 

运 RNA和蛋白质的存在。我们知道这些结构 

在蛋白质分泌物质的合成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 

场所、转运工具和原料。本文除观察到了 NLB 

与核蛋白体和粗面内质网 有 密切 关 系外 ，在 

NLB的周边或附近，可以见到分泌颗 粒 的 存 

在。 

由此推测 NLB 与蛋白质分泌颗粒合成的 

某些环节有关。而 NLB与蛆面内质网和游离 

核蛋白体的关磊不尽相 同，则可能是由于分泌 

性蛋白体的合成阶段不同所致。有关 NLB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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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蛋白质性产物台成的具体环节和 NLB与生 

理状况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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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叶 猴 的 饲 养 

朱本仁 曹永珍 夏苟兴 倪阿娣 
(上海动物园，上海 200~35) 

摘要 本文报道黑叶撮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笼舍设施，饲料、喂养方法；以重量法测定12头黑叶操 

日粮组成和比铡，确定成年雄性和雌性间每天食置差异扳不显著，谷物饲料占总量的 31． B一35． ％， 

哺乳期雌性 比非哺乳期雕性 食量平均递增 1 4％；生话集小群 ，过冬采用小气候保温箱，有利于适应上海 

地区生活，达到第二代繁殖成功。 

黑叶猴 (Presbytis~rancoisi) 又名乌猿， 

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它分布于我国广西南部， 

地处北纬 l7—2 0。，东经 1 O4—107。之间夏秋 

季节气温较高的亚热带阔叶林及多灌木和有岩 

石的山上 ，是一种适应于南方生活的叶猴。 

黑叶猴较难饲养。上海动物园零星饲养始 

于 5O年代，由于对其生活习性和消化道特点缺 

乏认识，饲养设施未跟上，因此饲养寿命短，偶 

有 繁殖 也不稳定。近年来增加饲料种类，制定 

日粮，完善管理措施和采用小气傧保温箱，已经 

使第二代繁殖成功。现将设备、饲料种类、日粮 

组 成和管理报告如下。 

(一)环境条件 动物笼舍是养好 黑 叶 猴 

的基本条件之一。黑叶猴的饲养设备，由兽舍 

和活动场二部分组成。笼舍朝南或东南，兽舍 

面积为 l2一 l 5m 不等，活动场 面 积 为 25-- 

35m 不等、活动场与兽台间有小门供 动 物 进 

出，如考虑 日常操作，可在小门旁开一扇宽 x 

高 一 0．8× 1．9(米)的木门，供饲养员进出使 

用。活动场水泥地坪，围栏和笼顶为钢筋铁丝 

网结构，笼高 4．5米， 西面有砖墙挡风。笼顶 

与兽舍交界处铺盖石棉瓦，供夏天遮阴和雨天 

挡雨。场内有铁管制的栖架，为黑叶猴在室外 

时栖息用。兽舍内有木制栖架和小气候保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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