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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沿海常见棘毒鱼类的毒性研究

—
日本鬼细背鳍棘中的毒腺结构

*

刘晓萍 于业军 张克凌
(青岛大学 医学院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青岛 2 6 6 0 21 )

提要 于 19 96 年 6 月一 199 7 年 6 月
,

在山东青岛
、

日照沿海采集 日本鬼纳
,

采用光学显微镜

和电子显微镜技术观察其背鳍棘中毒腺的形态结构
,

研究其致毒机理
。

结果表明
,

日本鬼细

背鳍的毒腺呈梭形
,

位于背鳍棘背外侧的两纵沟内
,

有结缔组织包绕
。

在毒腺内发现两种类型

的细胞
:

I型细胞的胞质为均质状
,

单核 ; n 型细胞胞质内充满颗粒
,

未见细胞核
。

两种毒腺细

胞均呈多边棱柱体
,

呈辐射状排列
。

I型细胞胞质电子密度 中等
,

有均匀分布的细小颗粒
,

细

胞内仅见少而散在分布的线粒体和线头状结构 ; n 型细胞颗粒为许多囊泡及电子密度不同的

颗粒状物质
.

腺体内下方的组织内有一种小细胞
,

其胞质内含有溶酶体样结构
,

其内涵物与 I

型细胞胞质类似
。

提示该毒腺的细胞不同于哺乳动物的分泌细胞
.

关键词 日本鬼细 毒腺 结构

学科分类号 R9 96 3

棘毒鱼蛰伤是渔 民中较严重的职业病之一
,

国外对棘毒鱼的毒性虽有研究
,

但所研究

的棘毒 鱼类型均 限 于 当地 沿海 常见 的类 型 (Hal
ste ad

。, 。l
,

1 956 犷suth erl and
。, 。几

198 3 )
。

目前中国尚未见有关棘毒鱼毒腺的研究报道
。

细科和毒细科棘毒鱼是中国沿海常

见的对渔民危害最大的棘毒鱼类
,

其中属于毒触科的 日本鬼灿分布广泛
。

人若被其鳌伤

可造成局部 明显肿胀和剧烈疼痛
,

甚至肢体麻痹
,

严重者可伴有心慌或休克
,

给捕鱼作业

的渔民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

本文报道 日本鬼灿背鳍棘中的毒腺结构的研究结果
,

以

期为其鳌伤机理的研究提供资料
。

1 材料与方法

L l 光镜观察

日本鬼触 (In im icu : jaP on icu s) 为于 1 9 9 6 年 6 月一 1 997 年 6 月在青岛
、

日照沿海采集

的活鱼
,

在本实验室海水 中暂养 ld
。

取样时
,

迅速剪下背鳍棘
,

用蒸馏水冲洗后
,

置于含

4% 多 聚甲醛和 0. 5% 戊二醛的 0
.

lm ol / L 的磷酸缓冲液 中(PH = 7
.

2) 固定 sh
。

然后用稀

硝酸进行脱钙处理
,

用 PB S 液冲洗
,

常规脱水
,

透明和石蜡包埋
。

进行纵横方 向的连续切

片 (厚约 6 卜m )
,

进行光镜观察
,

另将部分毒腺 固定后 自棘刺上剥离
,

以备电镜观察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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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Z 扫描电镜观察

毒腺剥离后
,

经 1% 饿酸 后固 定
、

丙 酮脱水
、

临界 点干 燥
,

将毒腺 组织断开后
,

用

KI K O IB一3型离子镀膜机喷金后
,

JS M , 800 型扫描 电镜观察
。

L 3 透射电镜观察

毒腺剥离后
,

置含 4 % 多聚 甲醛和 0
.

5% 戊二醛的o
.

lm of / L 的磷酸缓冲液中 (p H =

7
.

2) 固定 Zh
,

再经 1% 饿酸后 固定
、

丙酮脱水
、

EP on slZ 环氧树脂包埋
、

超薄切片
、

醋酸双氧

铀和构椽酸铅染色
,

JE N I-- 12 0 0 X 型透射电镜观察
。

2 结果

2. 1 解剖结构
日本鬼细有 17 条背鳍棘

,

棘上被覆有厚的皮肤
。

皮肤表面有小突起
,

与深部骨及腺

体连接疏松
,

活动度大
,

呈灰黑色
。

受到刺激时
,

其背棘竖起
.

第 1条背鳍棘最粗
,

第 2
、

3

条背鳍棘最长
,

前 3 条背鳍棘活动度最大 ; 第 4一 17 条背脊鳍从前向后依次排列
,

逐渐变

短
。

棘的下半部 由鳍间的皮肤相连 (图 la)
。

剥去皮肤后可见位于背侧纵沟 内的腺体
,

腺

呈梭形
,

近尖部膨大
,

腺周围有结缔组织包绕 (图 lb)
。

棘横断后
,

可见尖端 1 / 2 处渐出现

两侧的背侧纵沟
,

骨组织呈
“

T
”

型 (图 Ic)
。

棘根部的一半为中空的管状骨 (图 ld)
。

2. 2 光镜结构

观察含有毒腺的背鳍棘纵横连续切片
,

未见腺体有导管与皮肤表面通连
,

腺细胞紧密

排列
,

细胞之间隔有薄膜
。

H
.

E 染色结果显示有两种类型的细胞
:
I型和 n 型

,

呈多边形或

长不规则形
。

I型细胞胞质为均质状
、

嗜酸性
,

胞核圆
、

染色浅
,

核膜和核仁清楚
、

嗜碱性
.

n 型细胞胞质内含有嗜酸性颗粒
,

在不同的细胞其颗粒大小不同
,

小颗粒较密集
,

大颗粒

较稀疏
,

并可见散布的嗜碱性颗粒
。

n 型细胞内未见细胞核 (图 le)
。

2. 3 扫描电镜结构

毒腺呈梭形
,

其内的腺细胞呈辐射状紧密排列
,

可见有 n 型细胞单个或三五成群散布

于 I型细胞之间 (图 10
。

两种细胞均呈长棱柱或棱锥状
,

高约为 100 一2 0 0 协m
,

外侧面呈多

边形
,

长约为 80 “m
,

横径约为 30 卜m (图 1 9 )
。

I型细胞形态规则
,

从断端可见 I型细胞胞质

呈均质状 (图 lh)
。

n 型细胞膜易破坏
;
胞质内可见分布较均匀的颗粒

,

颗粒呈单体或多聚

状态
;
颗粒之间有一种大而光滑的球形结构 (图 li )

。

n 型细胞的胞膜处结构较致密
,

相邻

的细胞之间有一层膜样间隔
,

还有一种扁 圆样结构 (图 Za)
。

n 型细胞内靠近细胞膜处的

颗粒较小
,

细胞膜处结构致密 (图 Zb)
。

2. 4 透射电镜结构
I型细胞胞质内充满了中等 电子密度的细小颗粒

,

胞质 内可见由于细胞膜内陷形成的

小池
;
部分 I型细胞外表面可见单层膜包小泡

,

并且有的细胞膜 内侧可见新形成并且渐与

胞膜融合的小泡
,

小泡 内含物与胞质的基质相似
。

相邻的细胞之间可见张力细丝样物质

将细胞分隔开
,

相邻细胞的脂质双层膜的外层 向外延伸
、

相互连接
,

形成双层膜
,

并且可见

桥粒连接 (图 Zc)
。

少数线粒体散布于胞质 内
,

呈球形
,

有的线粒体中央有一致密体
,

线粒

体峪以致密体为中心呈辐射状排列
;
还可见到散布的线头状结构

,

其结构类似线粒体膜
,

未见粗面 内质网和高尔基复合体
;
也未见到滑面 内质网和脂滴 (图 Zd)

。

n 型细胞内充满颗粒
,

颗粒为单体或多聚体状态
,

颗粒之间的大而光滑的球形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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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质
、

电子密度高
、

无膜包的物质 (图 Ze ) ;
颗粒 由许多高或中等电子密度

、

大小及形状不同

的物质组成 (图 Zf)
。

在 n 型细胞 的边缘有许多扩张的囊泡样结构
,

其内含有颗粒样物
; n

型细胞膜的外侧也可见膜包小泡
; 与相邻的 I型细胞之间也可见胞膜的脂质双层膜的外侧

膜相连
,

并可见桥粒连接
; I型与 n 型细胞之间也可见张力细丝样物质分隔 (图 2 9 )

。

在腺体内下方的结缔组织内有一种小的细胞
,

其胞质 内含有粗面内质网
、

高尔基体等

细胞器
,

还有一种溶酶体样的膜包结构
,

其内涵物与 I型细胞的胞质类似 (图 Zh)
。

3 讨论
日本鬼如是 中国沿海常见的毒灿科棘毒鱼

,

有 17 条背棘
,

人若被其鳌伤可造成严重

的危害
。

中国有关该鱼 的论述 中并无关于其毒腺结构的描述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其背鳍棘

的基部 1 / 2 为中空的管状骨
,

内含脂肪组织和疏松结缔组织
,

而近尖端 1 / 2 背侧出现两

侧纵沟
,

且愈近尖端沟愈深
。

由结缔组织包绕的毒腺呈梭形位于侧沟内
,

腺体在近尖膨大

较明显
。

Go
p al a kri s

hn ak
o ne 等 (19 9 3) 研究了新加坡沿海常见的毒细科棘毒鱼

—
毒触的

毒腺结构后发现
,

毒灿有 13 条背鳍
,

其霉腺囊位于棘的中央 近尖侧
,

说明同属于毒细科的

不同种细
,

其毒腺的位置也不同
。

Go
pal ak ris hn ak

o
ne 等 (1 9 9 3) 的研究还发现

。

毒细的毒腺 由致密结缔组织紧连于棘的

侧沟 内
,

而上方是腺体导管
,

开口 于棘顶部
。

本实验发现
,

日本鬼如的毒腺周 围大部分有

致密结缔组织鞘
;
腺体内侧无鞘

,

由较致密的结缔组织连与棘的骨组织上
。

在纵横连续切

片中
,

未观察到毒腺组织内和周围有导管与皮肤表面相通
。

在棘尖端皮肤与骨组织相连

部位与毒灿组织仅隔以薄层结缔组织
。

Go p al a kri s
hn ak on e 等 (19 9 3) 认为毒细的毒液分泌

机制是 当人踩到或触到毒触背鳍棘时
,

棘尖端的皮肤被推向下方
,

挤压易碎 的毒腺鞘
,

使

毒液进入狭窄的管道
,

毒液和毒腺组织进人人体内
。

本实验未发现腺组织有导管
,

因此认

为
,

日本鬼如毒腺的分泌方式可能是人踩到其背鳍上挤压碎毒腺
,

使毒腺组织直接进人被

刺组织所致
。

在光镜下可见
,

日本鬼触毒腺细胞排列紧密
,

并隔有薄层结缔组织膜
,

腺细胞可分为

两种类型
,

I型细胞胞质均匀状
、

嗜酸性
; n 型细胞胞质充满颗粒

,

而且颗粒的大小在不同

的细胞内差异 明显
,

这与毒鲍的毒腺细胞相似
。

伽pal a kri sh ank
o n e(19 8 5 )

、

。p alak ri shan k o n e
等 (1 9 9 0

,

19 9 3)在 扫描电镜下观察到毒

铀的毒腺细胞呈多边形
,

与海蛇
、

蜘蛛及触科鱼类毒腺细胞形状不 同
。

本实验发现
,

日本

鬼细毒腺细胞在扫描电镜下其整体为长棱柱状或棱锥状
,

在腺组织中呈放射状排列
,

这

种差异可能是 由于 毒帕科毒鱼 的种类不 同
,

因而其毒腺 内两种毒腺细 胞 的排 列方式

不同
。

蛋白质分泌细胞的超微结构特征是具有粗面内质网
、

高尔基复合体及分泌颗粒
;
分泌

类固醇激素细胞的超微结构特征是具有滑面 内质网
、

管状峪线粒体和脂滴
。

I型细胞不具

备以上特征
,

仅具有少量线粒体散在分布于胞质 内
; 整个细胞充满很细小 的颗粒

,

以及与

线粒体膜结构相似的线头状物
; 细胞膜外侧面可见单层膜包小泡

,

有的细胞膜 内侧也可见

新形成并渐 与细胞膜融合的小泡
,

其内含物与细胞质相似
。

因此认为
,

I型细胞不具备合

成蛋白质和类 固醇类物质的能力
。

这种毒腺细胞与哺乳动物 的分泌细胞不同
,

可能属于

特殊类型
,

而胞质内线头状物的功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

相邻的 I型细胞之间可见胞膜的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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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双层膜的外层向处延伸
、

连接
,

形成双层结构
,

并有桥粒存在
,

这种结构可能加强了细胞

间的连接
。

而在腺体内下侧的结缔组织 内有一种小的细胞
,

其胞质 内含有丰富的粗面内质网和

高尔基复合体
,

但没有分泌类固醇激素细胞的超微结构特征
,

因此认为该细胞具有合成蛋

白质的能力
。

在该细胞内还可见到一种膜包的溶酶体样结构
,

其内涵物与 I型细胞胞质类

似
。

由此推测 I 型细胞可能由该细胞转化而来
,

I型细胞胞质内的成分可能是酶类或蛋白

质
。

n 型细胞内未见到胞核及粗面 内质网等细胞器
,

而是充满颗粒
,

且不 同的细胞其颗粒

大小及密度均有明显差异
,

总体上可见小颗粒密集
、

大颗粒稀疏
,

这可能是处于不 同发育

阶段 的 n 型细胞
。

颗粒是 由许多囊泡及 电子密度
、

大小及形状均不 同的物质构成的聚合

体
。

n 型细胞的边缘则可见许多扩张的囊泡
,

其内可见颗粒样物
。

推测 n 型细胞内的颗粒

的形成可能与边缘处的囊泡有 关
。

整个 n 型细胞呈颗粒状
,

毒腺细胞可能是全浆分泌方

式
。

而 n 型细胞的来源或形成是否与 I型细胞有关系
,

以及其内颗粒的性质及其成分等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在毒腺组织 内的细胞排列 紧密
,

但细胞之间有张力细丝样结构分隔
,

而

张力细丝样结构的产生是否与毒腺细胞间存在的小而扁圆形 的细胞有关
,

也有待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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