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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研究了河蚌珍珠囊细胞的分裂繁殖和育珠蚌在人工手术后
,

其损伤组织的

修复情况
。

研究表明
,

未作育珠手术的蚌
,

无论是在外套膜的内
、

外表皮细胞中
,

抑或在结缔组

织细胞中
,

均未见到细胞分裂之迹象 ;从作过育珠手术蚌的组织切片中
,

观察到了旺盛的有丝

分裂活动
,

损伤组织的修复
,

即是由结缔组织细胞的有丝分裂来完成之
。

珍珠是 由育珠蚌体内的珍珠囊分泌珍珠质而形成的
。

因此深人研究育珠蚌体内珍珠

囊细胞的生长
、

分裂
、

分泌等生物学问题
,

将有助于提高珍珠的产量和质量
。

关于珍珠囊的形成
,

国内外都有一些研究报道 2[, ,

,ll1
,

但是
,

关 于珍珠囊形成过程中的

细胞生物学问题却研究不多
。

实际上
,

珍珠形成速度与插人的外套膜细胞特别是育珠蚌

体 内珍珠囊细胞的生长
,

繁殖
、

分泌等关系最为密切 ;其质量与育珠蚌在人工育珠手术后
,

对损伤组织的修复及形成的珍珠囊的形状又密切相关
。

因此
,

本文着重研究了珍珠囊细

胞的分裂繁殖和育珠蚌在人工手术后
,

其损伤组织的修复情况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实验用湖南洞庭湖产的三角帆蚌 ( yH 万ap 后
C “ m动沙 ) 作材料

,

分别于 5 月与 10 月

进行人工育珠手术时
,

各作一批试验
。

为利于切片观察
,

在育珠蚌外套膜的结缔组织中
,

先植人一个直径约 2 m m 的圆形石蜡核
,

随后插人一小块约 3 X 3 m m 大小的外套膜外表

皮的细胞小片
.

于手术后 1 0 , 15
, 2 0 , 3 0 天分别在插核部位的外套膜上

,

取 5 x 4

~ 左右

的组织块
,

用 B ou in 氏液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厚 6一 8 户m
,

用苏木精
一

伊红染色
。

另外
,

再选未作手术的同龄蚌
,

取 相同部位的外套膜
,

用同样的方法固定
、

切片
、

染色
,

以便对照
。

二
、

结 果

1
.

从未作育珠手术的蚌所取材料制作的标本
,

无论是在外套膜的内
、

外表皮细胞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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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结缔组织细胞中
,

均未见到细胞分裂的迹象
,

细胞核的体积都较小
,

呈圆形或椭圆

形
,

被苏木精染成深而较均匀的蓝色 (图版 I : A ,

箭头所指 )
。

2
.

从作过育珠手术的蚌所取材料制作的组织切片中
,

观察到了旺盛的有丝 分裂活

动
。

表现为多数细胞核的体积增大
,

染色质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小体
,

可以看到在有丝分裂

过程中
,

前
、

中
、

后
、

末各期的图象 (图版 I : B
,

C , D )
。

在育珠蚌结缔组织中植人的外套膜细胞小片的上皮细胞
,

有很旺盛的有丝分裂活动
,

除典型的各期分裂相较多外
,

大多数细胞核中都能见到小棒状的染色体
。

染成深蓝色的

间期核极少 (图版 I : B ,
D )

。

而在育珠蚌外套膜的内外表皮细胞 中
,

几乎看不到分 裂

相
。

然而在其结缔组织中
,

虽能观察到一定数量的分裂相
,

但周围的其它细胞
,

绝大多数

是染色深
、

体积较小的间期核 (图版 I : E ,

大箭头所指为有丝分裂相
,

小箭头所指为间

期核 )
。

3
.

从人工育珠手术后不同时间所取材料制作的标本中
,

对有丝分裂细胞的数量进行

比较
,

以手术 10 天后取材的标本分裂相最多 ; 15 天次之 ; 20 天再次之 ; 30 天的标本已

看不到分裂相
。

在育珠手术 10 一 15 天后取材的标本中
,

还观察到插人的外套膜细胞小片与育珠蚌结

缔组织已经愈合
。
由于植人的细胞小片比其结缔组织染色较深

,

所以
,

虽经过 10 一巧 天
,

但仍能看出两者之间的界线 (图版 I : F , G ,

箭头所指处 )
。

同时
,

还观察到在育珠蚌结

缔组织中
,

在石蜡核周围形成了一圈层数较多
,

排列紧密的细胞层
,

而靠近石蜡核最内层

植人的外套膜细胞小片的上皮细胞中
,

有很多正在进行有丝分裂的细胞
,

表明由于这些上

皮细胞通过有丝分裂而增殖后
,

才逐渐形成了一圈单层的珍珠囊上皮细胞
。

手术后 15 天取材的标本
,

与手术后 10 天取材的标本相比
,

石蜡核周围的密集细胞圈

的细胞层数减少
,

而细胞密度进一步增大
。
只在密集细胞层中

,

才有分裂相 ; 其它结缔组

织细胞中
,

则未观察到分裂相
。

这表明
,

密集细胞层的形成
,

是由于育珠蚌结缔组织细胞

有丝分裂的结果
,

与损伤组织的修复密切相关
。
因为在未插人细胞小片的地方

,

由于人工

手术时造成小孔隙
,

在其深处也清楚地出现有多层具有分裂活动的
、

密集的细胞将孔隙修

复 (图版 I : H
,

箭头所指处 )
。

这说明
,

在育珠蚌体 内
,

其损伤组织的修复
,

是 由结缔组织

细胞进行有丝分裂来完成的
。

从多数标本看来
,

育珠蚌损伤组织的修复在 20 天左右完

成
,

但不同个体
、

不同损伤时间其修复能力亦各异
。 5 月手术的蚌与 10 月手术的蚌相比

,

前者细胞有丝分裂相较多
,

损伤修复能力也较强
,

珍珠囊形成的速度也较快
。

同时还可看出
,

损伤面积愈小
,

修复愈快 ;损伤孔隙的伤损面越平整光滑
,

所形成的珍

珠囊的形状也越平整光滑
。

在大量的切片标本中
,

无论是作过人工育珠手术的还是未作育珠手术的标本
,

均未见

到细胞核拉长成肾形或
“
co ”
字形的无丝分裂图象

。

三
、

讨 论

1
.

体细胞分裂的方式
,

一般分为无丝分裂和有丝分裂两种
。

一些学者认为
,

无丝分

裂普遍存在于各类动植物的正常组织中
「8] ,

但有的认为
,

无丝分裂简单而迅速
,

对组织损

伤的修复是有益而经济的
〔5J 。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
,

无丝分裂是在少数情况下发生的
,

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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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衰老或病态的细胞
〔习 。

还有的认为
,

象溢怪
、

泥蜡这类软体动物
,

只有无丝分裂而无有

丝分裂
〔6 , 。

从我们的实验来看
,

河蚌
,

随着年龄的增加
,

贝壳逐渐增大
,

附在贝壳上的外套膜的面

积亦必然增大
,

所以在蚌的生长过程中
,

外套膜是属于不断增殖的组织
。

但是
,

我们制作

了大量正在迅速生长的蚌的外套膜石蜡切片
,

却看不到细胞增殖的图象
。
我们认为

,

这可

能是 由于其细胞分裂期较短
,

而又在细胞分裂数量不多的情况下
,

就看不到分裂相
。

我们

曾用在外套膜内注射秋水仙素
,

以空气干燥制备染色体的方法
,

观察到了相当数量的染色

体
〔3 〕。
这表明

,

河蚌外套膜细胞在正常生长情况下
,

是进行有丝分裂的
。

然而
,

河蚌在人工育珠手术后
,

其损伤组织在进行修复的过程中
,

就有大量的细胞进

人增殖周期
,

即使不注射秋水仙素
,

用普通的石蜡切片方法
,

也能观察到相当多的有丝分

裂图象 ;而在大量的切片中
,

却没有观察到无丝分裂的图象
。

这表明
,

河蚌的外套膜
,

无论

是在正常生长时
,

抑或在珍珠囊形成时以及损伤组织的修复过程中
,

都是以有丝分裂方式

进行细胞增殖的
。

我们认为
,

对某些生物来说
,

在人工创伤后
,

其机体在损伤组织进行修复的过程中
,

利

用细胞大量增殖的时机
,

来研究细胞的增殖方式
,

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

因为
,

运用这种方

法
,

可以在某些动物组织器官的细胞分裂数量不多或分裂期较短时
,

不易观察到细胞增殖

的情况下
,

而有较多的分裂相供观察研究
。

2
.

从损伤组织修复和珍珠囊形成的情况看来
,

珍珠囊上皮细胞的形成
,

是 由在损伤

的结缔组织的外缘先形成几层密集的细胞来进行修复的 (图版 I : H
,

箭头所指处 )
,

其后

在最外层的细胞逐渐形成上皮细胞
,

进而形成珍珠囊 2t] 。

若手术时在结缔组织中造成的

孔隙多
、

大
,

创伤面不平整光滑
,

就会形成凹凸不平
、

形状极不规则的珍珠囊
,

其所生产出

的珍珠是劣质的畸形珠
。

所以人工育珠创口 针的前端最好是接近圆形
,

锋利而不要有锯

齿
。

手术时
,

最好是一次刺成
,

尽量避免来回拉扯和多次搅动
。
同时

,

制备外套膜细胞小

片时
,

也应尽量减少细胞的损伤
,

并用营养液保护细胞
,

以防止细胞离体后由于渗透压改

变等因素
,

而引起细胞受损害或死亡
。
如将这种受伤或死亡细胞植人育珠蚌体后

,

将会影

响珍珠的质量
。

此外
,

送人细胞小片以后的整圆操作
,

对珍珠囊和珍珠的形状均起着重要

的作用
。

3
.

在对人工手术后不同时间取材的标本进行比较时
,

观察到手术后 10 天取材的标

本
,

分裂相很多
,

15 天较少
,

20 天更少
,

30 天已看不到分裂相了
。

这说明
,

人工育珠手

术后的前 10 天左右
,

是蚌体珍珠囊形成和创伤修复的主要时期
,

应对蚌加强营养供应和

管理
,

以利于手术的成功和避免蚌的体质受到影响
。

另外把 5 月与 10 月手术的蚌进行比较
,
5 月手术的蚌

,

细胞有丝分裂更旺盛
,

损伤

组织修复也较快
,

这可能与蚌体内分泌的促进细胞分裂的物质有关
。

我们在对河蚌外套

膜进行组织培养时发现川
,

春季容易培养成功
,

夏
、

秋季较难
,

冬季培养细胞几乎不能生

长
。

这两者虽然是离体与不离体的不同情况
,

但其内在原因可能是相同的
。

4
.

在育珠蚌养殖的管理工作中
,

有些研究者提出
,

在手术后一个月内最好每夭检查

一次死亡和脱片情况
,

以便及时补片
【!0J

。
从我们的实验结果来看

,

绝大多数育珠蚌在手术

后 10 天时
,

插人的外套膜细胞小片与育珠蚌结缔组织已完全愈合
,

所以检查脱片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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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术 0 1天后可不再进行
,

这不仅可以节省劳力
,

同时也可减少人为对蚌开启过多而造

成不良影响
。

有的研究者提出
,

有核珍珠施术蚌
,

其休复期确定在 10 一 12 天左右
〔7] ,

这一

建议正与我们上述试验结论是相吻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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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说 明

三角帆蚌外套膜组织切片

. A未作育珠手术的外套膜切片
,箭头示表皮细胞中的间期核 ; B

·

手术 10 天的切片
,

箭头示

表皮细胞中的前期分裂相 ; c
.

手术 10 天的切片
,

箭头示表皮细胞 中的中期分裂相 ; D
.

手术

10
.

天的切片 ,箭头示表皮细胞中的末期分裂相 ; E
·

手术 10 天的切片 , 箭头示结缔组织中的有丝

分裂相 ; F
.

手术 10 天的切片 ,

示插人的细胞小片与育珠蚌结 缔组织愈合情况
。

箭头所指为小片
细胞 与育珠蚌结缔组织的界线 (l

.

育珠蚌外套膜外表皮细胞 ; .2 育珠蚌外套膜内表皮细胞 ; 3
.

游走于 中央的细胞小片细胞 ; 4
.

石蜡核
。

) ; G
·

手术 巧 天的切片
,大箭头示石蜡核周围由细胞

有丝分裂而形成的密集细胞圈
,

小箭头所指为染色较深的细胞小片细胞
, 仍与育珠蚌结 缔组 织细胞

有所区别 ; H
.

手术 20 天的切片
,

大箭头示大部分创口 处已形成了单层的珍珠囊上皮细胞 , 小箭

头所指 为创 口孔隙深处正在对损伤组织进行修复的多层密集细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