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贻贝棘尾虫形态及二分裂期间形态

发生的扫描电镜观察
‘

邱子健 张大维 史新柏
(哈尔滨师范大学生物系

,

哈尔滨 1夕)粥O)

提要 于 1986 年在哈尔滨郊外水池采集贻贝棘尾虫标本
,

利用扫描电镜观察其形态及二

分裂期间形态发生
,

在扫描电镜样品制备中
,

采用 K M n O 4

代替常用的 0 5 0 4
。

研究表明
,

(l) 口原基发生的位置在第一横棘毛的左前角
,

这与贪食棘尾虫相 同
,

但不同于鬃棘尾虫
。

参与后仔虫额
、

腹
、

横棘毛原基发生的老腹棘毛只有一个
,

这与前人在其他贻贝棘尾虫株

系上的观察结果不同
。

这些表明
,

口原基起源的位置和参与形成额
、

腹
、

横棘毛原基的老

腹棘毛的数日不适 J
飞

作为这个属的分类特征
。

对 w im sb er ge
r

等提出的用参与新原基形成的

老腹棘毛根数做为区分 Sll 了, 找翻“属和 O叮11 1,1h a 属的依据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

(2) 第一

额棘毛不是来自波动膜原基
,

而是独认发生
,

这与前人的光镜观察结果不一致

关键词 形态 形态发生 棘尾虫

棘尾虫隶属纤毛门下毛 目
。

卜毛类及其特有的纤毛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是细胞皮层模

式形成及其遗传机理等研究的好材料 (史新柏等
,

1989 ; Fr a n kel
,

197 3, G rim es et al
· ,

19 7 6 ; Jerk a 一 D z la d o sz
,

1980 )
。

其形态发生研究成为系统分类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

近

年来对 30 年代以前在活体观察基础 上建立的 卜毛类 旧分类体系有不断的修正
,

主要依

据了对纤毛虫形态和形态发生的揭示
。

鉴于此
,

利用改进的样品制备技术
,

发挥扫描电

镜的优点
,

观察贻 贝棘尾虫形态及形态发生的细节
,

据此提出一些新看法
,

并试图就某

些纤毛器的发生和命运予以初步探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材料

贻贝棘尾虫 (SlJ ,lo nJ’cll ia 娜
,
I汀us ) 于 1986 年在哈尔滨郊外水池采集

。

标本分离后

建立原培养
,

培养液为 Pring she im 氏液
,

喂 以唇滴虫 (Ch ljo m on as sP
.

)
。

得到大量分

裂各期的虫体时
,

收集固定用于制作观察样品
。

1
.

2 扫描电镜样品制备方法

虫体用 Pr in gs he im 氏液多次洗后固定
,

固定液为 4 % 的高锰酸钾 (49 K M n O
4

溶于

loo m l 0. lm ol / L p H = 7
.

0 的二甲肿酸钠缓冲液 ) 和饱和氯化汞溶液 (溶于 0
.

l m of / L

p H = 7
.

0 的二 甲肿酸钠缓冲液) 按 1 : 14 的比例混合
,

固定 巧 m in ; 双蒸水水洗 5一 6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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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乙醇脱水
,

每次 3 一 sm in ;
然后转人乙酸异戊醋

。

样品再经临界点干燥
,

离子溅

射仪喷金
,

扫描电镜观察
。

2 结果

2
.

1 形态

基本形态与前人在光镜下所见相同 (图版 I
:

l)
,

长 2 50 一 300 拜m
,

宽约 100 拜m
,

口围近体长的 2 / 5 至 1 / 2
。

口围带 (A zM ) 由 60 一 90 片小膜组成
。

口围右侧为一长

一短的两片平行波动膜 (指虫体自身左右
,

以下同)
。

波动膜的右侧有 8 根额棘毛
,

最

前端左侧为第 1 额棘毛
,

也称 口棘毛
。

口围后方为 5 根腹棘毛
,

其后有 5 根粗壮的横棘

毛成
“

了
”

形排列
,

从而构成额
、

腹
、

横的 8 : 5 : 5 棘毛模式
。

虫体左右侧各有一列缘

棘毛
。

背面恒为 6 列背触毛 (图版 I
:

2)
。

自左向右依次为 1一 6列
,

第 1
,

2
,

3 列前端向

右倾斜
,

连同第 4 列都伸达后端
。

第 5
、

6 列较短
,

不达虫体后端
。

后端还有 3 根粗大

的尾棘毛
。

2
.

2 形态发生

2
.

2
.

1 口器发生 后仔虫 口原基的发生
,

是从第一横棘毛的左前角开始
,

这些动体

向前移动时增加了新的动体
,

然后形成一个楔形的口原基场 (图版 I
:
3

,

6)
,

其前端在

老胞 口的左后侧
,

接着原基变大并分化出小膜
,

分化过程是从原基的右前角开始向左后

方扩展
。

以后原基弯向右侧包围未来的后仔虫的前部 (图版 I
:

5 ;
图版 H

:
12)

。

后仔

虫波动膜原基是在 口原基还没有分化小膜时
,

从其右前角发出一些动体形成的 (图版 L

4
,

箭头所示 )
。

前仔虫老的 口围带在二分裂形态发生的过程中
,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

似乎是完整地

保留 下来成为未来前仔虫的口 围带
。

老的波动膜反分化的过程尚未见到
。

两条新波动膜

肯定是再分化而来
。

2
.

2
.

2 体纤毛器发生 后仔虫的 口原基形成后
,

在其右前角出现一些动体
,

形成 3

条棘毛条
,

最左侧的一条形成波动膜原基
,

剩 卜两条为额
、

腹
、

横棘毛原基条的第 l
、

第 2 条
,

接着在紧靠胞 口后方的两个腹棘毛中右侧的那个棘毛
,

毛基粒散开
,

解聚形成

第 3 条 (图版 H
:

8
,

箭头所指)
。

在其右侧出现一团动体
,

由此分出第 4
、

第 5 条
。

这

两条和产生第 3 条的那个旧腹棘毛有联系
,

因为这个腹棘毛也向这 两条棘毛条发出动体

(图版 H
:

8)
。

这样产生 5 条额
、

腹
、

横棘毛原基分别断裂成 3
,

3
,

3
,

4
,

4 段
,

以后发

育为 7 根额棘毛
、

5 根腹棘毛
、

5 根横棘毛 (图版 I
:

5 ;
图版 11

:

12
,

13 )
。

第一额棘毛

是在波动膜原基尚未出现时就形成了 (图版 L 4
,

卜空心箭头所示 ; 图版 11= 10
,

箭头

所示 )
。

在 5 条额
、

腹
、

横棘毛原基开始断裂时
,

大约在左侧第 11 缘棘毛附近及右侧第

19 缘棘毛附近
,

这些老棘毛解聚形成后仔虫的缘棘毛原基 (图版 1
:

7
,

箭头所示 )
,

原

基向前后延伸
,

后分成多段
,

形成新的缘棘毛
。

前仔虫额
、

腹
、

横原基的发生是在靠近波动膜右侧出现第 1
、

第 2 条棘毛条
,

有一

额棘毛解聚形成第 3
、

第 4
、

第 5 棘毛条
,

然后这 5 条棘毛条以 与后 仔虫相同的方式形

成前仔虫的额
、

腹
、

横棘毛
。

第一额棘毛在老波动膜未瓦解时已发生 (图版 I
:
4

,

上空

心箭头所示 ; 图版 11
:
9

,

空心箭头所示 )
。

同时在右侧第 3 缘棘毛以及左侧第 l缘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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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附近的老缘棘毛解聚形成前仔虫的缘棘毛原基
,

其发育过程同后仔虫
。

背触毛的原基发生有二个起源 : 一是从 1
,

2
,

3 背触毛列中分别产生前后仔虫的 3

条背触毛原基
,

然后第 3 条断裂为 2 条 ; 这些原基向前后延伸形成新的第 1
,

2
,

3
,

4 列

背触毛 (图版 H
:
11

,

箭头所示 )
,

同时在 1
,

2
,

4 列背触毛的末端各分化出一条尾棘毛

(图版 H
:

11
,

空心箭头所示 )
。

二是从右侧缘棘毛的前端的外背侧产生两条动体列
,

它

们绕到背面成为第 5
,

6 背触毛列
,

这样共形成 6 列新背触毛
。

3 结语和讨论

3
.

1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表明
,

贻贝棘尾虫的皮层纤毛模式为腹面有口围带
,

额
、

腹
、

横棘毛分别为 8 : 5 : 5
,

两侧各有一列缘棘毛
,

背面有 6 列背触毛及三根尾棘毛
,

与棘

尾虫属内其它成员一样
。

但其二分裂时的形态发生则与其它棘尾虫不尽一致 : (l) 其口

原基发生的位置在第一横棘毛的左前角
,

这与贪食棘尾虫 (S. 御ra x) 相同
,

但与鬃棘

尾虫 (5. p o tu la ta ) 不同
,

鬃棘尾虫的口原基发生在左缘棘毛与靠近 口后侧的腹棘毛

之间 (Wi m sbe rg er ct al
. ,

19 85)
。

(2 )其参与后仔虫额
、

腹
、

横棘毛原基发生的旧腹棘

毛只 有一个
,

而 贪食棘尾虫和鬃棘尾虫有 2 个老腹棘毛参与 (w im sbe rg er et al
. ,

19 85 )
。

在其他株系的贻贝棘尾虫也有 2 个老腹棘毛参加 (H e m be rge r
,

19 82)
。

所以在

棘尾虫属内不同种的形态发生过程中
,

口原基发生的位置及参与新棘毛原基发生的老棘

毛数目不一致
,

甚至在同一种内也会发生变异
。

这一结果支持了 Foi ssne r等 (1983) 的结论
,

即口器发生的特征不能用于 下毛类属

一级水平上的分类中
。

同时由于贻贝棘尾虫种内存在变异
,

说明参与新原基发生的老棘

毛数目是不稳定的
,

因此不宜作为分属依据
。

同时表明 Wi m sbe rge
r 等 (19 85) 所提出

的由于尖毛虫属 (口习
,

tn’c ha) 成员的形态发生时有 3个老腹棘毛参与额
、

腹
、

横棘毛原

基形成
,

而棘尾虫只有 2 个老腹棘毛参与
,

所以可把这一特征作为这两个属相区别的依

据
,

这一观点是值得考虑的
。

3
.

2 电镜观察表明
,

在形态发生时
,

后仔虫的第一额棘毛只是靠近波动膜并在波动膜原

基尚未出现时就形成 ; 前仔虫的第一额棘毛在老波动膜未瓦解时已经发生
。

这样从发生

的先后顺序和位置关系上看
,

第一额棘毛和波动膜无关
。

前人的光镜研究结果是第一额

棘毛来自波动膜原基
。

电镜观察结果证明
,

其是独立发生的
。

3
.

3 本文所采用的扫描电镜纤毛虫样品制备方法
,

摆脱了常规的戊二醛与 0 5 0 4
法

(A m m e
rm

arm et a l
· ,

1987 ; F o issn e r e t a l
. ,

1987) 及 H
gCI 与 0 5 0 4

法 (Pa rd u e z
,

19 67 ;

Im a i et a l
· ,

1983 ) 中所需的 0 5 0
; ,

代之以能很好保存细胞膜的 KM n 0
4 ,

而仍得到很

好的观察结果
。

这既省去 0 5 0
4

这一 昂贵的药品
,

又对减少工作人 员伤 害也有益
。

关于 KM n 0 4
的浓度因不同纤毛虫而有所变化

,

但过低则膜固定不好易出现破洞
,

过高

则因其强烈的氧化能力也对膜有影响
,

据本研究
,

应占固定液总量的 0. 27 % 左右为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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