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 7 卷第 2 期 细胞生物 学杂志 67 

见到大小不均的小泡， 表 现出内吞作用

(endocytosis) 。 陷入的部分有时会侵入到液泡

中，进入液泡内的质膜与液泡膜紧密相联(图

版图 4 )。

(三)单个小泡

在细胞的质膜与胞壁之间可以观察到单个

小泡，小泡可以沿壁排列成一系列，也可能是

大量的聚集。 有时在出现单个小泡的部位同时

观察到质膜的内陷， 部分小泡处于质膜内陷处

(图版图 5 )。

讨论

本文所描述的三种结构，从形态上分析可

以认为它们在形成过程中是有关系 的。根据

R.Marchant 的描述 ， 多也体在细胞质内形成，

而后移动到质膜并与质膜结合形成壁旁体， 多

j包体的外膜与质膜相融释放出小j包 (1)。另一种

描述是壁旁体为质膜反J斤陷入成袋状，袋中常

可见到小营和小泡， 这些内陷常与质膜分离成

为多 j包体 [ 2 ， 4 ) 。 两种描述都表明悬浮在细胞质

中的多泡体与壁旁体在发育上有着密切关系。

因 1 展现了这个动态过程。图中三个多泡体分

别处在细胞内不同位置上， 其中←个已经与质

膜相结合。 j贡膜与胞壁之间的单个小也可能与

多 j包体内的小泡是相同的结构。

至于璧旁体是向质膜外释放小炮， 还是质

膜内陷吞入小j包?从观察情况分析可能两种情

况都存在。在，因 4 中壁旁体内陷到小液也内 ，

显示出内吞作用。而在图 3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小泡释放到质膜外， 显示出外排作用。

由于在高等植物中壁旁体经常出现在细胞

壁合成旺盛的细胞中 ， 一般认为壁旁体与细胞

壁的形成有关。本文所用的材料是 10 月中旬

的杨树叶， 显然不是壁合成旺盛的阶段。用电

镜观察到叶绿体出现类脂球数目多体积大的现

象， 表明组织已开始衰老[5)。然而壁旁体在细

胞中频频出现。有人曾经提出与质膜相结合的

小体可能与组织的衰老有关( 2 )。生理学的研究

表明衰老组织中的养分需要从哀老器官彻底外

运 [5 J 。 最近的研究认为衰老组织降解产物聚积

于细胞的大小囊泡中 ， 多í:显示出以囊泡迁移的

方式作细胞间运转的迹象[6 )。杨树开始衰老的

叶细胞中同时见到壁旁体的外排、 内吞作用 ，

又多次发现多泡体靠近或恰好在细胞壁的纹孔

处。从上述结构特征和生理学分析我们推测壁

旁体可能具有物质转移的功能。

对于璧旁体在物质运输中所起的真实作用

有待进一步工作。 此外， 也不能排除壁旁体形

态的出现 也可 能是细胞处于衰老和逆境条件下

的一种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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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冰凉蚀刻电镜观察

岳奎元

(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分析测试中心， 电镜室)

胃上皮细胞的排列较为紧密 ， 连接装置特

别典型 、 丰富。冈比， 是研究紧密连接形态结

构的较好的材料，笔者巳川冰凉蚀刻技术对市

绿龙蝴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作了初步观察(1) 。

但是， 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冰冻蚀

刻电镜观察未见报道。 本文报告了东北某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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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某地的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形

态结构， 并作了初步比较。

材料和方法

取样按常法进行[2] ，用两栖类生理盐水配制的

2%的戊二百董固定液洗去胃中食物残渣后 ， 在新鲜的

2%的戊二楼固定液中， 将样品切成 l x l x 3 毫米的

组织条， 子冰箱中保存备用 。

实验前 p 用两栖类生理盐水将组织洗 1 ~巳 2 次后，

置于 30 %的时油两栖类生用.盐水中浸泡 24 小时左右 ，

进行防冻处理。 以后用 日本电子光学公司 ( JEOL) 生

产的 EE-FEB.D 冰冻蚀衷IJ装置 ， 按冰凉蚀刻技术 帘

规操作进行。 m JEM-IOO cX 电子显微镜， 在加速电

压为 80 kV 、 光十兰孔}J 60μm 的条件下观察拍照。

结果和讨论

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的索条成

不规则的网状结构。 靠近胃腔体一侧网纹 的

边缘比较整齐。 但是， 这两地的中国林蛙胃上

皮细胞紧密连接区索条的分布状 态、网状图

纹， 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东北中国林蛙有的紧

密连接区索条环绕，形成的网纹或者近似长方

形F 或者为"棱形"网格， 而积大小相近， 或者

为不规则的网格， 具有清晰的棱角 ， 排列密

集， 不易 识别索条的走向(图版图 1 )。

四川某地的中国林蛙， 胃上皮细胞紧密连

接区的索条也构成网纹，但网纹的形状与东北

中国林蛙区别较大， 它表现出 ， 一些区域索条

形成多边形， 它们面积不等， 圈外的索条互相

连接;一些区域索条呈近似平行线状的排列，

这些平行线之间又互相连接F 一些区域索条形

成棱形，但棱形的面积比东北中国林蛙的稍大，

同时网纹也表现出清晰的棱角 (图版图 2 )。

两地的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的紧密连接，

在细胞的内侧都出现末端游离的索条 (图版图

1 、 2 ), 这些游离端有的单根， 有的数条，

弯曲，任意走向 ， 长短不等。

四川某地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区

的宽度为 0.60 士 0.13 μm (mean 士 SD) ， 其 索

条数目为 12 . 06 士 1. 93 , (测定 2 6 区， 320 条

索条〉。 东北某地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 连

接区的宽度为 0.72 ::1:: 0.08μm，其索条数目为

8.60 士 0.14 ， (测定 28 区 ， 24 0 条索条 )。 这

些索条都是由许多微粒联系起来构成的。

在两地的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中，由无数

根索条互相交错构成紧密连接的网状带， 这种

网状带位于胃上皮细胞微绒毛的基部。虽然靠

近胃腔体一侧带的边缘比较整齐， 但在细胞内

侧，有些区域边缘稍凹，在另一些区则有些突出

(图 1 、 2) ，使紧密连接区的宽度发生一些变化。

由于胃上皮细胞排列紧密，所以紧密连接

结构特别典型。紧密连接具有封锁和关闭细胞

问隙的作用 ， 是一种阻碍物质扩散的屏障，它

能维持一个化学上与外界环境不同 的内部 环

境，防止组织液和胃体中液体的混合，维持细

胞间隙与胃腔之间一定的渗透梯度， 决定着细

胞的物质，例如， 组织液、 消化液等的渗透与

否 ，这是比较一致的意见。既然如此，那么 ，这种

屏障能力与构成紧密连接索条的数目、网纹的

状态和紧密连接带的宽度都应有密切的关系。

Kawahara T. 等 (1 982)[ 3 )报道了鱼腮上皮

氯细胞 (Chloride cell) 与相邻细脏顶部的紧

密连接由 2-4 条索条组成， 其宽度为 0.12-

0.18μmJ 氯细胞与通道细胞 (pavement cell) 

间的紧密连接由 5一7 条索条组成， 其宽度为

0.20-0.52μmJ 通道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由

5-9 条索条组成， 其宽度为 0 . 27-0 .69μm。

笔者(岳奎元， 1 984)[门，对草绿龙蝴胃上皮细

胞紧密连接的观察发现， 它的 索 条数目为

12.19 士1. 8 7，其宽度为 0 . 57-0. 74 !-lffi; 而

本文的东北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索

条数目为 8 .60 ::1:: 0. 14 ， 其宽度 为 0.72 士 0 . 08

j.LmJ 四川某地中国林蛙胃上皮细胞紧密连接

的数目为 12.06 ::1:: 1. 9 3 ， 其宽度为 0 .60 土 o .1:{ 

μm。肝细胞微阻管周围的紧密连接索条数目

则较稀少( 岳奎元等 ， 1 983 ) [ 4 ) 。 这些索条数目

和宽度的差别， 表明它们屏障能力的不同。 主主

条数目多， 屏障能力就强， 反之则弱。

东北中国林蛙与四川某地中国林蛙胃 .r.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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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紧密边胶东条数目的差别 ， 说明它们的屏

障能力有所不闷，但是， 是何种原因所致，是

生态环境，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目前尚不清

楚， 有待研究。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研 究室

鄂未远、 李月t全提供I归 国 n蚌标本，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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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E蚓血液一体腔白细胞的 E 受体和ANAE活性研究

查士窍 幸蓉萍* 江希明

(杭州大学 生物系〉

脊椎动物的 T 淋巴细胞已知为细胞免疫的

主要介导者， 而无脊椎动物介导细胞免疫的细

胞身份， 至今尚未完全确定。 近年的研究表

明，许多无脊椎动物的白细胞有相似于脊椎动

物 T 淋巴细胞的某些企物学特二征。这些特征至

少可以追溯到环节动物。据 Cooper (969) [1 ] 

报道， Lumbricus 蜒蚓对异种或异体移植物有

免疫排斥现象，并推泪IJ介导排斥反应的可能是

体腔内的变形细胞 (amoebocytes) 0 Toupin 等

(1 97 6) [2]观察到 . Lumbricus 蛇蚓的体腔细胞

(coelomocytes) 中，有某些细胞可与绵羊红细

胞形成自然玫现花结 (E-rosettes) 0 Roch 等

. (977 ) [3]发现， Eisenia 1盯蚓的体腔细胞， 有

的细胞上有刀豆素 A(Con A)的受体，它们在

体外能对 Con A 发生淋巴细胞样的转 化 增殖

反应。 Stein 等(1 977 ) [4]证实 ， Lumbricus 蜓蚓

的体腔细胞， 除黄色细胞 (chloragogan cells) 

外， 都具有明 显 的吞噬功能。 本文作者

(983)[ 5] 曾报告， Pheretima 蛇蚓的血液白细

胞多数具有酸性醋酸菜醋酶(ANAE)活性，其

反应产物的染色特性及其分布形式 (patterns)

与脊椎动物淋巴细胞中所见相似。

本文报告， 在 Pheretima 蜓蚓的血液-体腔

自细胞中， 有一类细胞群和脊椎动物的 T淋巴

细胞在异种红细胞受休 (E 受体)及 ANAE 活

性方面有某些相似的特征。讨论了动物免疫活

性细胞进化的可能模式。

材料和方法

, .蜓蚓
性成熟的环毛属蜓蚓(Pheretima ， 即 Amyntha的，

采自三个自然生活区(biotops ) 。

2. 蛙蚓自细胞的制备

血液白细胞取自蜓蚓的环状血管("心脏" ) , 经磷

酸缓冲盐溶液(PBS ， pH 7.0)洗涤后， 重悬浮于 PBS

巾，细胞悬浓浓度调节至 2 X 106/每毫升。体腔 自细

胞直接取自体腔液， 制备方法同上。{j.二多数实验中，

蜒蚓白细胞系同时来源于血液和体腔液(合并)， 所得

自细胞即称为血液一体腔白细胞。

、 3. 异种红细胞的制备

绵羊、小鼠、 兔和鸡的红细胞分别取自静脉血。

蛙红细胞则取自心血。异种红细胞 均以 Alsever' s 液

保存(4"(;)0 I悔用前， 以相应的生理盐溶液洗涤并 配

制成所需浓度的红细胞悬液。

4. E 花结形成试验

按常规方法修改。 蜓蚓白细胞与异种红细胞混合

的数量比为 1: 6 0 。 混合细胞分别置于三种温度域作花

结形成试验。 花结形成后以湿片法由高倍镜观察并计

数。凡白细胞周围结合三个以上异种红细胞的，即作为

花结形成细胞 ( ERFC)。花结形成率以百分数表示之 c

5. ANAE 活性的撞澜

虫E蚓白细胞的 ANAE 活性及阳性细胞的分型均按

· 现在工作单位 g 建德严州中学。

"李大林同志参加部分技术工作， 郁昭愈同志协
助显微摄影，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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