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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器官，鉴于此，作者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了鳃耙 

及鳃弓前缘表皮上味蕾的体表结构味芽。 

另外，作者还对鲤鱼的上皮细胞层及其皮 

下结构特别是杯状细胞和警戒物细胞的结构和 

分布进行了观察，为鱼类消化生理和行为生物 

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1 购 6条鲜活的鲤鱼 (体重 1 0O0一I 5 O0 g) 

暂养于水族箱。解剖 5条鲤鱼并取下口须、唇、 

鳃盖膜、舌、口腔顶壁、咽、食道、鳃耙、鳍等处的 

外表皮 ，用 0．7弼生理盐 水清洗 后，Bouin 氏液 

固定，做石蜡切片。切片厚 1 0 m H—E染色 ， 

Olympus显微镜下观察。另外一条鱼用于扫描 

电镜制样。 

1．2 取鲤鱼鳃片，超声波 (50赫兹)清洗 1小 

时 ，2．5绉戊二醛固定，丙酮梯级脱水，临界干 

燥，喷金。置于 KYKY-1 O00B扫描电镜下观 

察。 

1．3 用 40000~m 为一标准单位来计数单位面 

积的表皮上味蕾数 目。具体方法是统计 20个连 

续石蜡切片上皮中 200,um 标准长度相应部位 

所含味蕾的总数，乘上切片厚良 1Op．m 然后除 

以该部味蕾的平均宽度即得某个 4OO001am2单 

位面积表皮上所含味蕾数 目。每条鱼每个材料 

随机取 30个不同的单位面积表皮来计 数 然后 

取平均数和标准差。从大量切片来看，味蕾比 

较均匀地分布于表皮表面，则该计数处理具统 

计学意义。 

2 实验结果 

2．1 口腔内表皮均有味蕾分布，上、下唇，两对 

口须，鳃耙及鳃弓前缴均有味蕾分布，尤以咽和 

鳃耙上分布密度最大 (见表 1)。而鳃盖膜、5 

种睹、食道上均无味蕾分布。各部分表皮馓细 

结 果分 述如下。 

2．Ll 头部外表 

前触须 上皮层厚约 160／a．m，上皮层有单 

个相间排列的味蕾，味蕾大小约 901am×80}lm， 

每个噱蕾基部有真皮、平滑肌向上皮层的突起。 

裹 I 鲤鱼味蕾的分布密度 

豁 位 1 

前 触 须 I 

后 汕 衙 

上 唇 

下 唇 

口腔 顶壁 

睬蕾 密度 ± u) 

f 0．95士 0．̈  

10．35± 0-24 

26．60±0．1 6 

2}．52土 0．09 

28-80土 D．15 

29．5o5：O-51 

鳃 耙 I 8 7．． 56 ~。0．． 2 ；' 
单位 ： 睬蕾 十敛／l0 OOO m 面穰的上 皮 

上皮层边缘平整(图 5，见封 3，下同)。 

后触须 同前触须。 

上唇 上皮厚约 200,o．m，边缘平整，味蕾 

太小约 11 Dlam× 401am。味蕾有单个排列，也 

有几个排在一起共有一个上皮下结构的突起。 

下唇 与上唇相似，上皮厚约 250 】，味 

蕾大小约 L 30V．m× 50)xm。 

鳃盖膜 未发现味蕾分布。鳃盖膜体内、外 

表皮备一层上皮层。体外上皮层厚约 901am，其 

中富台警戒物细胞，该细胞大小约 37．5 r．tm × 

17．51am，胞质以棱为中心明显分为染色 较 淡， 

染色较深和染色极浅的三层 (图 )；体内上皮 

屡极薄厚约 20p．rno 

2．1．2 口腔内部 

舌 上皮厚约 1 301ttm，表面多皱摺，皱褶 

处有少量杯状细胞，大小约为 1 5o．m × 1 0}lm。 

味蕾在舌上分布极有规律 ，均为 2—4个味蕾聚 

在一起，基部有一上皮下结构的突起。味蕾大 

小约 85t~m ×50 rxm。上皮层中层含少量警戒物 

细胞(图 2)。 

口腔顶壁 上皮厚约 23 Dlam，边 缘 不 平 

整，皱褶处第一层细胞均为杯状细胞，大小约 

I 5}lm × 1 0}lm 同时富台警戒物细 胞，大 小 约 

28．51am × 1 3．51am。味蕾排列与舌相似，味蕾大 

小 约 125}lm × 50~rn。 

咽 上皮厚约 I 501ttm，上皮下表皮的其他 

结构 及真皮极薄，上皮几乎紧贴肌肉层。上皮 

层富含味蕾和杯状细胞，味蕾在上皮表面紧密 

排列，味蕾大小约 82岬 ×20p．m。 

鳃耙和鳃弓前缴 二 者 上 皮 约 1 OO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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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含 昧 蕾，昧 蕾 紧 密 排 列 ，味 蕾 大 小 约 

55~．m ×201xm。在鳃耙上近软骨一边无味蕾，而 

另一边(迎水流的一边)上皮层 中为 紧密排 列的 

味蕾 (图 4、6、7)。 

2．1．3 食道 未发现味蕾。 上 皮厚约 l30 um， 

含大量杯状细 胞，有的地方上皮层 中充满杯状 

蜘胞(图 1)。 

2．1．4 鳍 啕鳍、隍蟾 、背鳍 、臀鳍和 尾鳍中均 

来发现味蕾，上皮层厚约 1 30 m，富含营；盏物 

细胞．上皮层直接贴于软鳍条软骨上。 

2．2 鳃耙 、鳃弓前缘的表皮经扫描电 镜 观 察， 

上皮表面平整，味蕾接受刺激的部位味芽呈现 

状态基本一致，如图版 7，味芽 (taste hair)从 

昧 孔 (taste pore)中突出呈绒毛状构造，味孔 

直径约为 lO pm，昧孔周围的上皮细胞表面有 

环纹状突起 ，上皮细胞大小约 5 m ×4 m。 另 

外 ，鳃耙上仅有一边(迎水流的一边)有昧芽分 

布 ，这与组织切片中观察到的结果相符台。 

3 分析与讨论 

3．1 味蕾是位于上皮屡的味觉器官，由感觉细 

胞和支持细胞组成，从低等到高等脊椎动物其 

基本结构模式没有变化 一。在光镜和扫描电镜 

下，鲤鱼味蕾中的感觉缅胞和支持细胞的桉集 

中于味蕾底部，而细长的胞质形成一束伸向味 

孔 ．味孔处的胞质形成绒毛状突起(昧芽)伸出 

体外以接受味觉刺激 (图 6、7)。 每个味蕾底 

部相应地有上皮下结构的突起，这个突起是味 

觉神经及供应味蕾麴胞营养的通道。另外作者 

认为可将鳃耙作为观察味芽结构和进行味觉生 

理研究的好材料，因为鳃耙表面上皮细胞排列 

整齐，细胞表面突起 较小 ，这样味芽就显然突 出 

(图 6、7)。而鲤鱼其他部位的味蕾及其他较高 

等脊椎动物的味蕾没有这个优势 。 

3．2 鲤鱼昧蕾集中在头部，五种鳍上无味蕾分 

布，覆盖鳞片的上皮只有几层细胞不可能有味 

蕾分布 ， 所以并不是以往资料所说的鱼类全 

身表皮都有味蕾分布 。 从味蕾在头部体内外 

表皮中的分布特征可以揭示鲤鱼摄食、滤食及 

吞咽食物的基本消化生理过程 “ ，须、唇、舌 

及口腔顶壁表皮的味蕾起初级辨别作用以寻找 

食物，而鳃耙和鳃弓前缘的味蕾起二级辨别，乍 

用 ，团食物借 口咽 腔呼吸 水流运动由鳃耙滤下 

而进人咽部；咽部的味蕾起三级辨别作用决定 

食物吞咽与否。所以鳃耙和u哪％味蕾的高密度 

是与其功能相联系的(如表 1)。 

3．3 鲤 鱼昧 蕾的形态大小在同一个体 不 同 部 

位有差异，主要与各部位的上皮层厚度有关．上 

皮层越厚，相应地味蕾的纵向长度愈长。 

3．4 鱼 类味 觉的原始性还 表现在上皮 层 还 没 

有形成象两栖类u 、鸟卷“ 、哺乳类 那样的蘑 

菇状乳突(fungiform papilla，味蕾排列在乳突 

周围的深陷里或乳突顶上)的特殊结构，而鱼类 

味蕾应算是非乳突型味蕾 (nonpapillary taste 

bud)。鲤鱼味蕾在上皮中排列方式 有 三 种 类 

型：第一种是单个排列，每个味蕾基部有一上 

皮下结构的突起，如须上(图 5)；第二种是 2—4 

个味蕾排列在一起共有一上皮下结构的 突 起， 

如舌、唇、口腔顶壁等处 (图 2)；而咽和鳃耙上 

味蕾在上皮层紧密排列为第三种类型 (图 4)。 

3．5 杯状细胞在 口腔内表皮至食物表 皮 中 分 

布数量较多，这与其分泌的粘液能沉淀、润滑食 

物以便吞咽有一定关系。 

3．6 警戒物细胞能释放一种外信 息素 ，起种 

内个体间联络信息，特别是惊吓作用，其确切 

的作用和特殊的染色时胞质分层现象的机理至 

今未有定论。警戒物细胞在体外及口腔内分布 

较广。 

致谢 实验过程中得到我系陈壁辉教授的指导 

及电镜室昊瑾同志的 帮助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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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点胡子鲶的胚胎和仔鱼发育观察 

— ! 塞生 胨规慈林目光胡 红 
(中国水产丰辱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卅 510t8g) 

- 

摘要 斑点胡子鲶旺胎和仔鱼发育分化的次序与周属的胡子鲶相似，但胚胎发育速度较 快。在 水 温 

2卜一27℃范围内，从受精到孵化出膜的 时间约为 26小时。出膜仔鱼 4天后卵黄囊被吸收耗尽 ，井在此 

前 1天开始摄饵 ；经 l2天左右初步完成器官分化发育，总长达 1．6—1．8厘米，具有成鱼的基本外观． 

关键词
． 生塑 竺， 型 ! 

1 引 言 

斑点胡子鲶 (Clarias m4fr0f 口̂ j) 是 

泰国名贵养殖鱼类品种之一，其市价比蟾胡子 

鲶 (c．ba~rachus)高二借以上 ，深受渔农和消 

费者喜爱。该鱼的体型、体色、肉味、营养和药 

用价值均可与我国的胡子鲶 (c．f Ⅲ )相媲 

美，唯其生长较快、个体较大和抗病力较强比 

本地胡子鲶为优。饲养得宜一龄鱼 体 重 可 达 

200— 400克。泰国国家内陆水产研究所等机构 

曾对该鱼进行有关生长、繁殖、养殖和鱼病防治 

等方面的研究 ，但未对其胚胎和仔鱼发育作 

过详细描述。潘炯华等0 、朱作言 曾对本地胡 

子鲶胚胎和I=子鱼发育作过研究，本文主要报道 

对斑点胡子鲶的胚胎和仔鱼发育的观察结果。 

2 材料和方法 

斑点胡 子鲶原 种引 自泰国 ，经多代驯化 已 

适应本地生活环境。本研究所用材料为本所池 

· 16 · 

养种群的亲鱼，经 HCG 催产、用常规人工授精 

方法取得的受精卵。观察、照缘、测量记录都用 

常规方法，记录时间为所观察标本数的一半表 

现性状的时间。仔鱼以丰年虫无节幼体为饵。 

3 结 果 

3．1 自然繁殖习性 

据 Sidthimunkam 和 Tongsanga 等 介 

绍，斑点胡子鲶产卵水温以 25—3 2℃ 为佳，其 

生殖习性与其它种胡子鲶相似，但产卵巢穴接 

近 水的表层。在 泰国 ，该鱼几乎一年 四季都 能 

产卵，主要在 5— 10月的雨 季 生 产。在 26— 

33℃范围内，卵子经过 20小时即可孵化。卵子 

富台卵黄 ，可供给仔鱼 4天之需。卵子地球形、 

橙色、粘性 ，直径约 1．7毫米。尾重 200克的亲 

鱼怀卵 1 0000粒以上。在我国广州地区，一般 

在 4月底到 5月初开始进行催产繁殖，一直可 

延续至 l 0月份。 

3．2 胚胎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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