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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海洋鱼类消化道 G细胞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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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胃泌素多克隆抗体和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 过氧化物酶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SP 法) , 对中华乌塘鳢

( Bostr ichthy s sinensis )、黄鳍鲷( S p ar us latus )、牙鲆( P ar alichthys oliv aceus)、褐篮子鱼 ( Sigauns f usces

ens)和大弹涂鱼( Boleop hthalmus p ectiniros tr is )消化道胃泌素细胞( G 细胞 )进行免疫组化鉴别和定位。结

果显示 :中华乌塘鳢 G 细胞主要分布在小肠, 直肠偶见。黄鳍鲷 G 细胞仅在小肠发现。牙鲆 G 细胞大量位

于幽门胃和小肠。褐篮子鱼 G细胞在幽门盲囊和小肠有少量分布。大弹涂鱼 G细胞在贲门胃、幽门胃和小

肠均有出现, 大量分布于幽门胃。5 种鱼类 G 细胞主要出现在胃和小肠的分布状况, 与胃泌素调节胃肠消化

吸收的功能相一致。5 种鱼类 G细胞形态类型多样, 提示了胃泌素以不同的内分泌方式参与消化生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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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泌素具有刺激胃酸、胃蛋白酶分泌、胃窦收

缩,增加胃黏膜血流量, 刺激胃、小肠和结肠黏膜生

长等生理功能, 是一种重要的胃肠激素
[ 1]
。应用免

疫组化技术, 在淡水鱼中, 已从鲤鱼 ( Cy p r inus

car p io )、青鱼 ( My lop har y ngodon p iceus )、草鱼

( Ctenop hary ngodon idellus )、鲢 ( H y p op hthal

michthy s moli tr ix )、鳙( Ar i sti chthy s nobi li s )等无胃

鱼和短盖巨脂鲤 ( Colossoma br achy p omum )、黄鳝

( Monop ter us albus )、日本鳗鲡 ( Anguil la j ap oni

cus)等有胃鱼的消化道中检测出胃泌素细胞( G 细

胞)
[ 2~ 5]
。迄今,对海洋鱼类 G 细胞的研究不多, 仅

见方永强等对鲻鱼有过报道 [ 6]。本研究报道了中华

乌塘鳢 ( Bost ri chthy s sinensis )、黄鳍鲷( Sp arus la

tus)、牙鲆( P ar al ichthy s oli vaceus )、褐篮子鱼 ( Si

gauns f uscesens)和大弹涂鱼( Boleop hthalmus p ec

tini rostr i s)等 5种海水养殖鱼类消化道 G 细胞的分

布和形态,为海洋鱼类消化生理学、内分泌学和比较

解剖学等提供新资料。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制备

中华乌塘鳢体长 13~ 16 cm; 黄鳍鲷体长 12~

15 cm; 牙鲆体长 23~ 25 cm; 褐篮子鱼体长 10~ 13

cm; 大弹涂鱼体长 7 ~ 11 cm, 购自厦门农贸市场。

置于清水中暂养 24 h 后活体解剖,按食道、贲门胃、

幽门胃、幽门盲囊、小肠、直肠等部位取材, 立即投入

Bouin s液中固定 18~ 24 h,常规脱水透明,石蜡包

埋,切片 6 m,贴片, 37  烘干备用。

1. 2 主要试剂和工作浓度

兔抗胃泌素( Gast rin)抗体的工作浓度为 1! 100,

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 过氧化酶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

( SP Kit )为美国 ZYMED公司产品, 3∀ 3∀二氨基联苯
胺盐酸盐( DAB)为美国 Sigma公司产品, 上述试剂均

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公司。

1. 3 SP法的主要步骤

切片脱蜡至水。3% H2O2 / PBS室温孵育10 min,

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性。蒸馏水浸洗, PBS

浸泡 5 min。滴加正常山羊血清( 1 ! 10)室温孵育

10 min,封闭非特异性反应部位。倾去血清,滴加兔抗

胃泌素抗体, 37  孵育1. 5 h。滴加即用型生物素标记

的羊抗兔抗体, 37  孵育0. 5 h。滴加即用型链霉菌抗

生物素蛋白 过氧化物酶, 37  孵育 0. 5 h。DAB显色

5~ 10 min。自来水冲洗,苏木精复染, 脱水,透明, 封

片。阴性对照实验采用相邻切片,以正常羊血清代替

第一抗体,同步进行上述免疫组化反应程序。

1. 4 观察

在 Olympus BX51型显微镜下观察内分泌细胞

形态,并用 Olympus DP11数码摄像机拍照。

2 结果

光镜下,对胃泌素抗体显示棕褐色反应的细胞

即为 G细胞,其胞质内充满棕褐色的颗粒, 胞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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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对比鲜明,易与消化道其它细胞区别。对照组均

呈阴性反应。5种鱼类 G细胞的分布部位及免疫阳

性强度如表 1所示。
表 1 5 种鱼类消化道 G 细胞的分布状况

Tab. 1 The distribution of G cells in the digestive tract of five

kinds of f ish

鱼种
G细胞分布

食道 贲门胃 幽门胃 幽门盲囊 小肠 直肠

中华乌塘鳢 - - - / + + +

黄鳍鲷 - - - - + -

牙鲆 - - + + + - + + + -

褐篮子鱼 - - - + + -

大弹涂鱼 - + + + + + / + + -

注: + + + : 阳性反应强; + + : 阳性反应较强; + : 阳性反应

较弱; - : 阴性反应; / : 无该部位

中华乌塘鳢 G细胞主要分布在小肠, 多数呈长

条形、长颈瓶形或蝌蚪形,具单个狭长胞突伸向肠腔

(图 1 1) ,或有两个胞突分别伸向肠腔与上皮基部。

有的呈圆形或椭圆形,位于上皮基部或黏膜下层(图

1 1)。直肠只有少量分布,位于杯状细胞之间, 呈蝌

蚪形或梭形,一般有单个突起伸向肠腔(图 1 2) , 有

的呈椭圆形、圆形, 分布于上皮细胞间或上皮基部。

黄鳍鲷 G 细胞仅在小肠发现,分布较少,呈近圆形,

位于上皮基部(图 1 3)。牙鲆 G 细胞在幽门胃及小

肠均有大量分布, 幽门胃数量较多。在幽门胃有的

呈梭形,位于上皮细胞间, 具单个胞突伸向胃腔; 有

的为椭圆形细胞, 分布于上皮基部或黏膜下层 (图

1 4)。在小肠多数呈梭形,位于上皮细胞间。褐篮子

鱼 G 细胞在幽门盲囊及小肠均有少量分布, 多位于

上皮细胞间,呈梭形, 胞突伸向消化腔(图 1 5) ; 偶见

圆形细胞位于上皮基部或黏膜下层。大弹涂鱼消化

道 G 细胞分布较广, 整个消化道除食道及直肠外均

有分布,以幽门胃最多。在胃内 G 细胞多呈圆形或

椭圆形,位于上皮基部或黏膜下层; 有的为梭形或蝌

蚪形,位于上皮细胞间, 具单个狭长突起伸向胃腔;

偶见梭形细胞, 具两个突起, 一个突起伸向胃腔, 另

一突起伸向上皮基部邻近细胞 (图 1 6)。在小肠有

的呈蝌蚪状位于上皮细胞间, 胞突伸向上皮基部; 有

的呈圆形,位于上皮基部或黏膜下层。

图 1 5 种鱼类消化道 G 细胞的形态

Fig . 1 The morpho log y o f G cells in the dig estive tr act of 5 kinds of fish

1 1. 中华乌塘鳢小肠 G 细胞,蝌蚪形,位于上皮细胞间( ) ,圆形,位于黏膜下层结缔组织( # ) ; 1 2. 中华乌塘鳢直肠 G细胞,蝌蚪形, 单个突

起伸向肠腔( ) ; 1 3. 黄鳍鲷小肠G 细胞,椭圆形,位于上皮基部( # ) ; 1 4. 牙鲆幽门胃 G 细胞,梭形,位于上皮细胞间, 单个突起伸向胃腔

( ) ; 1 5. 褐篮子鱼幽门盲囊G 细胞,梭形,胞突伸向消化腔( ) ; 1 6. 大弹涂鱼幽门胃 G细胞,具两个胞突( ) ; ∃ 280

1 1. T he G cell s in the intest ine of B . sinensi s, the cel ls in the shape of tadpole like app earance located betw een the epithelia( ) , the round cell s

located in con nective t is sue( # ) ; 1 2. T he G cel ls in th e rectume of B . sinensis, the cells in th e shape of tadpole like appearance st ick u p to th e

cavity of intes tine( ) ; 1 3. T he G cel ls in th e intes tin e of S . latu s, the round cells located in th e bot tom of epith elium( # ) ; 1 4. T he G cell s

in th e pylorus of P . ol iv ace us, the cell s in th e shape of sh ut tle located betw een the epithelia, s t ick up to th e gast ric an tr um( ) ; 1 5. T he G

cel ls in th e pyloric caecum of S. f u sc esens, the cell s in the shape of sh ut tle st ick up to th e enter on ant rum( ) ; 1 6. Th e G cel ls in the pylorus

of B. pe ctini rostr is w ith tw o sal iences lik e neu ron al synapse( ) ;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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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据报道,短盖巨脂鲤 G细胞仅在贲门胃有少量

分布
[ 3]

,黄鳝 G 细胞分布在食道和贲门胃
[ 4]
。尼罗

非鲫( T ilap ia ni lot ica)、鳜鱼( Sinip er ca chuatsi )消

化道未能发现 G细胞
[ 3, 7]
。日本鳗鲡 G 细胞位于胃

体、幽门部、前肠和中肠
[ 5]
。鲻鱼胃肠均有 G 细胞的

分布[ 6] ,本研究的 5 种鱼类中, G细胞几乎不出现在

食道和直肠;在胃内分布差异很大,但在小肠中均有

分布(表 1)。根据已有研究资料,看来鱼类消化道中

G细胞的分布状况差异很大。胃泌素的主要生理功

能作用是刺激胃酸、胃蛋白酶分泌、胃窦收缩和增加

胃黏膜血流量 [ 1]。胃、小肠是食物消化吸收主要的

场所, G细胞在 5种海洋鱼类主要分布于胃和小肠,

与胃泌素调节消化吸收功能相一致。胃泌素还有刺

激胃、小肠和结肠黏膜生长等功能[ 1] 。本研究的5种

鱼类中,大弹涂鱼食性特殊, 刮食底栖硅藻和有机碎

屑,摄入的硅藻、泥沙等无疑对黏膜上皮产生了磨损

作用,其 G细胞广泛分布于贲门胃、幽门胃和小肠,

可能与胃泌素促进消化道黏膜生长的作用有关, 从

而弥补硅藻、泥沙等不易消化物对黏膜的磨损。

消化道内分泌细胞根据形态学特征可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开放型细胞, 有胞质突起, 多数呈长梭形、

长颈瓶形、蝌蚪形等形态。另一类是封闭型细胞, 无

胞突,多呈圆形、椭圆形[ 8] 。根据胞突的不同, 学者

又将消化道内分泌细胞进一步细分为四种类型:

%型细胞多呈长颈瓶形、蝌蚪形, 具单个突起与胃肠

腔或腺腔有直接接触,可认为具有腔分泌作用(分泌

物入腔) ; &型细胞具两个突起,一般为长梭形,一个

突起与腔面有直接接触, 另一突起伸向上皮基膜或

邻近细胞,能把分泌物扩散至邻近耙细胞, 故认为兼

具腔分泌与旁分泌的功能; ∋型细胞无任何胞质突

起,分泌物入血液, 与一般内分泌细胞一样, 具内分

泌作用; (型细胞基部具有胞质突起, 行使旁分泌局

部调节胃肠功能
[ 9]
。本研究中, 5种鱼类均具有 %型

细胞和 ∋型细胞; 中华乌塘鳢和大弹涂鱼还发现了

&型细胞;而(型细胞仅见于大弹涂鱼。5种海洋鱼

类消化道 G细胞形态类型多样,提示了胃泌素可能

以不同的内分泌方式参与消化生理过程。有关鱼类

胃泌素确凿的生理机能和调节过程尚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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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gast rin ant iserum and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of St reotav idin Perox id

( S P) , the invest igat ion on the dist ribut ions o f G cells in the digestive t ract o f Bost ri chthy s sinensi s , Sp ar us

latus, P ar al ichthy s oli vaceus, S ig auns f uscesens and Boleop hthalmus p ectini rostr i s was made. T he dist ri

butions of the G cells are as follow s: In Bostr i chthy s sinensi s, the G cells are mainly located in intest ine,

rarely in rectum; In Sp ar us latus , the G cel ls w er e only observed in intest ine, none in any other parts o f

the digest ive tract ; In P ar alichthys olivaceus, the G cells were observed numerously in stamachus pyloricus and

intest ine; In Sigauns f uscesens , the G cells were distributed in pyloric caecum and intest ine; In Boleop hthalmus

p ectinirostri s, the G cells w ere observed in stomachus carsiacus, stamachus pyloricus and intest ine, mainly located in

stamachus pyloricus. The G cells w ere detected mainly in the stomach and intestine in 5 kinds o f marine f is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st rin w as corr elated w ith funct ion o f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The G cells w ere of

po lymor phism in 5 kinds of marine fish. It w as suggested that the gast rin might exert the digestive physiology in

different modes of endoc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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