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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消化管 

2．1．1 VI咽腔 VI腔内无舌。口裂宽大，口内 

周缘具弧状排列的细密牙齿 ，依其着生部位分 

为上颌齿、下颌齿、犁骨齿和齿骨齿 齿尖锐， 

中空，无咀嚼能力 ，仅作捕食并防止食物脱逃 

用 VI腔粘膜平滑，未见腺体。粘膜表面由复 

层扁平上皮构成，固有膜为致密结缔组织，其上 

有毛细血管分布。无肌层。 

2．1．2 食道 位于气管及心腔背面，食道短， 

与VI咽腔相接处呈喇叭状，与 口咽腔无明显界 

限，后段管状。 

食道粘膜向腔面有少量皱襞，粘膜上皮为 

复层扁平上皮，其问夹有少量杯状细胞 其下 

为致密结缔组织的固有膜，无粘膜肌层 粘膜 

下层为疏松结缔组织，此层分散排列，在近胃部 

才为完整一层，它与固有膜之间无明显分界线， 

结缔组织中间可见腺泡分布 。肌层为平滑肌， 

肌纤维环向排列，食管最外部被一层扁平上皮 

细胞 

2．1．3 胃 胃与食道后端相连接，长囊状，位 

于体左侧。其长度约占腹腔的 l／2，也有少数 

个体的胃狭长，长度可为腹腔的 2／3 空胃 

时，前者的胃长与胃最大宽度之比为 2．卜_4．0 

倍，后者为 6 3—10 7倍。贲门不明显，胃体与 

十二指肠接合部有明显紧缩的幽门部 

胃壁浆膜外被一层间皮，细胞扁平，其下为 
一 薄层结缔组织。胃肌层发达，为平滑肌，内环 

外纵，环肌外面是一层较薄的纵向肌层。胃幽 

门部肌层 占绝大部分。胃壁的粘膜下层较厚， 

主要由疏松结缔组织构成，其问可见众多的血 

管、淋巴管及粘膜下神经丛。粘膜层在胃壁中 

最厚，粘膜上皮 (及胃小凹表面)由单层柱状上 

皮覆盖。固有膜主要是腺体 (胃腺)层，腺体周 

围是疏松结缔组织向内的延伸。胃腺为管泡状 

腺，主细胞低柱形或锥形，细胞核位于细胞基 

底。壁细胞圆形，细胞质颗粒状，嗜酸性。粘膜 

肌层较薄，由内环外纵的两层平滑肌组成 (图 l 

和图2见封 3，下同)． 

2．1．4 肠 大鲵 的肠可分 为三段 胃幽门后 

方至总胆管开口处为十二指肠，总胆管开口处 

至肠管变粗、变直处为回肠，最后一段为直肠 ， 

自回肠末端至泄殖腔止。整个肠管均由肠系膜 

相连于腹腔背壁 肠管总长度平均为体长的 

1．51倍(1．07一1．95)。消化管的可量性状 (见表 

1)。 

表 1 不同体长大鲵的消化管可■性状 (单位：fril1) 

体长范围 标本敷 平均体长 胃长 十二指腑长 回肠长 直腑长 肠全长 腑全长／体长 

25— 35 6 3l 3 8 0 5 3 38l 6．1 49 5 I_58 

36— 50 6 44 1 8 6 6 4 49 0 6 2 6l 5 I_40 

5l一 70 9 58 5 l2 7 10 0 66 8 8 9 85 7 】_47 

7l一 85 3 81．0 23 3 16 3 lO8 O l2 3 136．6 1 68 

十二指肠较细直，上有胰腺附着，后端有总 

胆管开 口，其长度占肠全长的 10％一20％ 回 

肠弯曲，占肠全长的 77％一 80％，其长度的个 

体差异较大，少数个体的回肠不甚弯曲。直肠 

粗而直，长度占肠全长的9％一12％，与回肠末 

端有明显分界，主要外观特征是肠管明显变粗 

变直，肠壁较薄。 

十二指肠及回肠粘膜均向肠腔形成纵向皱 

襞。粘膜内衬单层柱状上皮，中间含有少量杯 

状细胞厦淋 巴细胞和游走 细胞 ，粘膜肌 不明 

显。粘膜下层为疏松结缔组织，其间含丰富血 

管及淋巴管。肌层由内环外纵两层平滑肌构 

成，外被一层浆膜(见图3和4)。 

直肠的内壁光滑，无肠皱襞，粘膜层较薄， 

为疏松结缔组织，其间富含腺泡。肌层二层，内 

环外纵的平滑肌相对发达。 

2．1．5 泄殖腔 为一短的开放式管道，上连直 

肠末端，下通体外。泄殖腔两侧各有一处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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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开口，体左侧近腹面的管腔壁上还有一处膀 

胱的开口。 

2．2 消化腺 大鲵的消化腺体主要有二个，即 

肝脏和胰脏。 

2．2．1 肝脏 大鲵的肝脏呈棕色、红褐色或深 

红色。位于腹腔上部右侧。分左右两叶，右叶 

大于左叶 左叶位于腹腔中部，与胃相贴，右叶 

在右肺腹面，有腹膜与右腹壁相连。肝脏表面 

可见明显的血管分枝。肝脏上部紧贴围心腔， 

有系膜与胸腹腔隔膜连接，末端游离，盖于十二 

指肠腹面，长度约占腹腔的 l／3。肝重与体重 

之比约为 4 41％，比肝重无明显的个体差异， 

亦不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在不同性别方面， 

统计雌性 l4尾，雄性 16尾，其比肝重分别为 

4．28％和 4．51％ (见表 2)。 

表 2 不同体重组的比肝t 

比 肝 重 (％) 体重范围
(g) 样本散(尾) 雌 性 雄 性 

50～10o 3 4 38(21 5 29(̈  

100__4oo 7 4 30(3) 4 53(4) 

400一 10oo 3 4 85(2) 3 96(1) 

100 】500 5 3 94【4) 3 48(1) 

I50O一3000 6 4 78(2) 4．4】(4) 

3000以上 6 3．4001 4．69(5) 

台 计 30 4 28(】41 4．5“】6) 

肝脏表面为一层浆膜，单层扁平细胞，嗜碱 

性。结缔组织少，膜下可见血管网 肝小叶不 

明显。肝细胞多边形，直径 25--35#m，细胞界 

线清楚。大多数肝细胞一个核，圆形或椭圆形， 

位于细胞中央，核膜清晰，核仁 l一2个。中央 

静脉明显。肝细胞排列成环形肝板，肝细胞索 

放射状排列，肝血窦内可见桔否氏细胞，其间还 

夹杂有许多红血细胞及淋巴细胞 【图5)。 

胆囊绿色，圆或长球形，位于左右二肝叶的 

分叉处的凹缺内，并紧贴其问的腹面，中间有系 

膜相隔。在胆囊左下方有两个开口，一个连接 

肝管，用来接收肝脏分泌的胆汁，另一个为胆汁 

排出管，与胰管汇合成总胆管，连于十二指肠与 

回肠接合部的背面。胆什绿色，略粘稠 

胆囊内壁的粘膜形成皱襞，粘膜层较厚，粘 

膜上皮为单层柱状细胞，固有膜的结缔组织十 

分发达，其中含有管泡状腺和微血管。其下的 

肌层较薄，平滑肌，肌纤维方向不规则。浆膜为 
一 层薄的结缔组织，外被一层问皮。 

2．2．2 胰脏 大鲵的胰脏呈长条形，淡红色， 

质脆性 位于十二指肠下方，并由系膜与之相 

连。体左侧为胰头，右侧为胰尾，胰管贯穿其 

间 胰管与总胆管相通，胰液经短的总胆管后 

汇人回肠的最前部。 

胰腺外膜覆以薄层结缔组织，问皮细胞扁 

平。胰腺泡由多个腺细胞组成，腺细胞呈锥体 

形或不规则形。细胞核圆形，位于细胞基底，核 

仁 l—4个。胞心细胞核椭圆形。闰管内为单 

层扁平细胞，胰腺的总排泄管内村单层柱状上 

皮，外被结缔组织，导管内可见分泌物，嗜酸 

性。内分泌部的胰岛分布在腺细胞之间，弱嗜 

酸性，形状、大小及细胞数量不定，其周围与腺 

细胞有一层薄层结缔组织相隔(图 6) 

3 讨论与小结 

3．1 大鲵消化管道各段，因其器官的发生以及 

所行使的功能不一致，形成了不同的结构特点 

(见表 3)。 

3．2 大鲵口腔内牙齿锐利，借助嗅觉和视觉， 

捕食后食物很难脱逃 下颌下肌的收缩，压迫 

食物进入食道至胃内消化。与其它肉食性动物 

类似，大鲵肝脏发达，肠较短，平均为其体长的 

l_5倍左右，消化吸收能力强。直肠具有水分 

的再吸收功能 

3．3 硬骨鱼类的胰腺是弥散的腺体，常埋于肝 

细胞中，但大鲵的胰脏已形成一长带状独立器 

官，与蛙类胰脏为分叶状不同。大鲵胰管与总 

胆管汇台后开口于回肠的最前面，这与白鲟相 

似，而明显不同于蛙类开口于十二指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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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太鲵消化管道各段的组织结构比较 

器官 口咽腔 食道 胃 十 二指肠及回肠 直腑 

● 

少量皱襞 牯膜层厚 粘 骥 向 脑 腔纵 『{l1皱 无脑皱襞 

牯膜上皮为复屠 有胃小凹 牯膜 平滑 襞
，单层柱状 皮 ．粘 扁平上皮 胃腺发达 

膜肌薄 
无牯膜肌层 具粘膜肌层 

疏 橙结缔组 织，含腺 较厚．言众多血管 淋 疏橙结缔组织 薄 层疏橙 结缔组织 ， 牯膜下层 结缔组织发选 

胞 巴管及神经丛 含腺泡 

肌层 无 薄层平滑肌 发达(环肌多) 发达 l曲层平滑肌．相对发达 

外膜 复层扁平上皮 复层扁平上皮 装膜 浆膜 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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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斑颈槽蛇颈腺的解剖观察研究 

关键词 虎斑颈槽蛇 

． 吴 卯 斌 ：! 竺 
(安徽省黄由市屯溪毒蛇养殖研究所 245051) 

蜮  
我所多年从事毒蛇的人工养殖研究工作， 

在进行蛇类饲养，观察过程中，一次偶尔触怒虎 

斑颈槽蛇(Rhabdophis tigrinus)(又名虎斑游 

蛇)时，被该蛇由颈部怒射出的分泌液体射人眼 

中，即引起眼睛的红肿和伤害，因而引起对该蛇 

的研究兴趣，1992年 4月至 1993年 10月，并 

对黄山地区的虎斑颈槽蛇进行了解剖观察研 

究 发现其顶鳞后脊两侧有 12对颈腺(见图 

1)，内含分泌液(按蛇体重约有 8l_6毫克／千 

克的真空结晶物)。当此蛇受到伤害或遇到危 

急情况时，能从颈腺中分泌出一种乳白色或灰 

黄色的分泌液以自卫。 

按文献记载，虎斑颈槽蛇栖于山区、丘陵、 

平原的近水域地带的阴湿林木和草丛中 行动 

敏捷，受惊扰时体前段高举或作 乙 状或 S 

状弯曲，膨扁其颈部 tl。此蛇属游蛇科、游蛇 

e 、s 、 

图1 虎斑游蛇颈后腺 

属。 』=颌齿最后 2—3枚虽较大 ，但其表面无 

沟，不是毒牙[21，因而认为是无毒蛇 毒蛇与无 

毒蛇的区分通常是以其是否具有毒腺和毒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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