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白鼠精母细胞的核内环状片层本

李新人黄金生吴後梅起长清

〈南京大学生物系电镜窒〉

环状片层 (annulate lamellae) 是存在于细

胞质或细胞核内的一种片层结构，在细胞发育

和分化的一定阶段出现。这种细胞器最初是在

生殖细胞中发现的，现已普遍见于生殖细胞、

胚胎细胞、肿瘤细胞以及其他一些细胞，甚至

在包括神经细胞在内的某些高度分化的细胞和

植物细胞中也都观察到了这种结构[1-7]。细胞

质环状片层较为常见，已有许多报道[l-7]p 核

内环状片层较少发现[1，5] , 雄性生殖细胞的核

内环状片层更属罕见[4] ，所以尚少详细描述。而

小白鼠精母细胞核内的这种细胞器则未见正式

报道。本文将描述小白鼠精母细胞核内环状片

层的超微结构，并对其可能的机能意义提出讨

论。为了进行比较，也同时描述它的细胞质环

状片层。

材料和方法

将年龄为 87 天的健康小白鼠拉断颈椎后，速取辜

丸组织切成小块，经 5%戊二醒和 1% 饿酸(均用 pH

7.4 的磷酸缓冲液配制〉双固定。用系列酒精脱水，并

经纯丙嗣过渡， 包埋于 Epon 812。用 LKB 超薄切片

机切片，以醋酸铀和拧棒酸铅染色，在 Phillips 400电

镜下观察与拍片。

观察结果

小白鼠精母细胞的核内环状片层为单个片

层，围成椭圆形，靠近核仁，与核膜不相连续。

在这种片层包围圈的中央有一小团致密的染色

质，在包围圈外的相对两端也各有一大团致密

的染色质，后者与片层紧密粘连(图版图 1 )。

片层的宽度(包括双膜的厚度)约 530-770λ ，

一般为 600λ 左右。片层内部的小池清晰，整

个片层的小池宽度也比较一致。片层上具有典

型的环状结构。这种环状结构的形态与核膜孔

的环状结构类似，其内径约为 680-830Å 。相

邻两个环状结构的间距〈环间距〉一般在4000Å

上下，但也发现，有很长一段距离的片层上没

有这种环状结构〈作者估计，可能是没有切到)。

片层周围及其包围围内均有许多颗粒，并有一

些颗粒粘附在片层膜上(图版图 2) 。

小白鼠精母细胞的细胞质环状片层为多片

(一般为十片以下)平行排列的片层结柿。每个

片层的宽度 t包括双膜的厚度〉约在500-700λ

之间。亦有典型的环状结构，其内经约 520-

680λ 。其环间距较短，约 2000λ左右。各个

片层上位置相应的环状结构互相排成一列，并

有丝状网把相邻片层的环状结构联系在一起。

片层之间及其周围亦有颗粒物质存在，井有一

些粘附于片层膜(图版图 3) 。在这种动物的精

母细胞中，很容易找到细胞质环状片层。

讨论

环状片层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环状结构。

Swift[8]正是根据这一点而首先提出命名建议

的。至于核内环状片层的特点，过去已有人指

出，它们都是单片结构[1，5]，可呈直线形、弓

形[1]或圆形 [1 ， 4]。本文所述小白鼠精母细胞中

的核内膜系为单个片层，呈椭圆形，具有典型

的环状结构。这些特点与前人报道一致，可以

确定是核内环状片层。吾来，在形态上，它与

其他动物细胞的核内环状片层[1，4 ， 5] 十分相象。

核内环状片层与细胞质环状片层在形态特

征上的差异，即前者为单片结柏，后者是多个

平行排列的片层，前人[1-3 ， 5] 曾经指出过。关于

.南京医学院电镜室协助电镜观察，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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汩的反环状片区的rlílj击数据， ï有人[9 ， 10 J也有记

，而核内环状片层的说ji呈记录，尤其是对两

拍片层的比较，贝IJ未见报近。根据我们的测量

结果，问冲JH二的JfJî度及其环状结构内径都是

拦近的，只 jJ 它们的环问 lrÉ差异较大，核内的

为 4000λ1 ~l] H:\~ n}1 中的为 2000λ ，前者比后者

大一[;'1 Q : J 人[l i , 12 J 证明，核内环状片层和细胞

]_LQ环 1*，:)c'1 日分别由核朦的内层和外层通过"发

itu. " 作用形成 2 按1主!巧层向核ø~凸出，外J~向

胞 iØi'{l j 出 E 凸出部分Si断成小;包;由许多小j包

经 j~~ -ifi5 Uiü /;;~而形成h 层。两个小j包局部融合的

JÛ~}j立了j 为明、状 2-gi构 F 因此小白的大小决定了

环lìlJ 恒的长短。安rJ呆这种结论对于小白鼠精母

细胞也是适用的话，核内环状片层的环间距比

细胞质的大-倍可能暗示，形成前者的核内膜

小也比形成后者的核外膜小泡犬一倍。这究竟
是~~; ìi f!~~ ?:!~现象，还是一种特征性表现?如果
是…种特征性的表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有着

什么工主义?这是;也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于环状片后的功能，虽然假说不少，但

豆今j还歪习不:.: 1 

卅片i ì.层二 l白的}，冶/甘0~诀汪:itγ刺抖J斗斗1，昂. -l-lf J，A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首先，

本文;观察纯~R揭示，有染色质紧密地粘附在核

i扫环状片区的股上。这一现象似乎提示，它与染
色鼠的功也有关。Maul 和 Cross[13] 己应用电镜

放射白显路实验证实，核内环状片层能选择性

地结合胸脯~ i店脏脱氧核苦，说明 DNA 可能在

核内环状片层上萝~ i1;IJ ，或者复制后短期地粘附

在它的l:.Uü 0 Maul[6 J还指出，在具有核内环状

片层的许多细胞中，其染色体数大于二倍体。这

些资料似乎表明，这种细胞器可能具有加强染

色件复制的作用。其次，有人报道，核内环状

片层;它tiJ核!民的内陷部分或其假内含物相联

系;它的民内战与核周隙相通[14]。这说明，核

内环状片层可能在核一质交换中起一定作用。

Pool 和1 日oage[4] 吏利用连续切片观察到，虫皇虫

丰ti w:细ìJéI成熟过程中，有部分核物质接近核内

环:民片层，并逐渐被后者所包围，最后这些核

物质似乎完全被它带到了核外。本实验也观察

到在一小团染色质被核内环状片层所包围。这

是否表示它也正在参与 Pool 等所述的"核物质

挤出机市l问。如果这是真实的话，究竟是因为

该物质对于细胞发育巳属无用而予以排除呢，

还是把它转运到需要的地方去?这种非同-fl~'

的运输作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启动这种挤出

机制的因子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现在尚不

了解。此外，最近还有人提出，这种细胞器参

与核分裂(15]。总之，关于核内环状片层，尚有

许多问题等待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的阐明，

对细胞核功能的研究可能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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