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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下腺是以粘液性腺泡为主的混合性腺体，导

管系统包括闰管、纹状管、小叶间导管和总导管，

但不同于颌下腺导管系统，小鼠、大鼠等啮齿动物

颌下腺的导管具有颗粒曲管细胞（R.054C0. 1;5X;(
C49/. 947/ 1/CC，RD* 细胞）。RD* 细胞可合成和分

泌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它们能直接分泌入血或唾液

进入消化道，对多种组织细胞的生理活动起重要的

调节作用（邹仲之，&’’K）。大鼠舌下腺导管没有

RD* 细胞，但最近有学者报道舌下腺分泌管上皮

细胞含 W 物质（\47-9051/ W，\W）、血 液 活 性 肽

（]0-;019,/ ,59/-9,50C E/E9,6/，]VW）、神经肽（S/4(
.;E/E9,6/，SW:）（贾友苏等，K^^)），提示这些细

胞可能也会含有其它生物活性物质。胃泌素（R0-(
9.,5，R0-）与$(内啡肽（$(/56;.E+,5，$(GW）是与

消化功能密切相关的两种生物活性物质，舌下腺导

管系统是否含有这两种物质未见报道。本研究用免

疫组织化学 YZD（Y6X,6,5 Z,E9,5(W/.;I,60-/ D;H(
EC/I）方法，对大鼠舌下腺内$(GW、R0- 进行了定

位观察，以期探讨二者对舌下腺分泌功能的影响。

= 材料和方法

= > = 标本制备

用成年雄性 N,-90. 大鼠 % 只，体重 K)’ $ &#’
<，取材前禁食 K& +，不限饮水。动物用 #_戊巴

比妥钠腹腔麻醉，!_ 多聚甲醛 ’ ‘ ’K H;C a b WZ\
（ET L ‘ !）经心脏灌注固定后，迅速取舌下腺，入

?0H7;5,’- 液后固定，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厚 %

%H），每隔 K’ 片取 K 片，裱贴于涂有铬明矾明胶

的载玻片。

= > ?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取 & 套切片以免疫组织化学 YZD 法染色。切

片经常规脱蜡入水，用甲醇 M T&U& 封闭后，分别



滴加!!"#$!%$抗血清 $ & $’’（第二军医大学神经生

物教研室提供，与"!"#、#!"#、甲硫氨酸脑啡肽、

亮氨酸脑啡肽、强啡肽 (、强啡肽 ) 等均无交叉反

应）、*+, 抗血清 $ & -’’（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教研

室提供），置 ./过夜。第二抗体为生物素标记的

羊抗兔抗血清（$ & $’’），%0/$ 1。()2 复合物 $ &
$’’（华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0/$ 1。3() 液

显色，常规脱水、透明和封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拍照。方法对照用 #)4 代替第$抗血清，其余步

骤相同。

! 结 果

舌下腺实质主要为粘液性腺泡，可见浆半月，

导管系统包括纹状管、小叶间导管和总导管，闰管

不明显。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 和 *+, 免

疫反应阳性物质呈棕黄色，!!"# 免疫反应阳性细

胞呈强阳性，着色深；*+, 免疫反应阳性细胞呈中

等阳性反应。背景不着色，反差明显，易于识别。

两种阳性产物均分布于舌下腺纹状管和小叶间导管

上皮细胞的胞质，核为阴性；闰管短，无!!"# 和

*+, 阳性物质分布（图 $：$，-）。高倍镜观察：纹

状管上皮细胞内阳性颗粒明显，基底部纵纹清晰

（图 $：%）；小叶间导管和总导管上皮细胞也呈!!
"# 和 *+, 免疫反应阳性，但着色浅，颗粒不明显。

阴性对照结果和粘液性腺泡均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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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颌下腺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这些物质主要

分布于大鼠颌下腺 *26 细胞。而大鼠舌下腺的导

管系统中没有 *26 细胞，但我们的实验结果发现

舌下腺纹状管细胞含有!!"# 和 *+, 两种物质。与

大鼠舌下腺的纹状管上皮细胞呈 4#、HI#、J#K
和 L!M6 免疫反应阳性，反应产物分布于胞质内

（贾友苏等，$NNO；王炜等，$NNP）的报道一致。

本研究首次观察到大鼠舌下腺导管系统的纹状管和

小叶间导管呈!!"# 和 *+, 免疫反应阳性。贾友苏

等（$NNO）认为舌下腺与颌下腺在胚胎发生、形态

结构和功能方面关系密切，舌下腺纹状管细胞与颌

下腺纹状管细胞的生理特征大致相同，舌下腺纹状

管细胞的神经肽也参与多种组织和细胞的生理活动

调节。

生理学实验证明，!!"# 同其它阿片样肽一样，

在消化道可能有相似的作用，能增加胃窦及小肠肌

肉的紧张性，使十二指肠内容物推进减慢；!!"#
也可作为一种激素或神经递质，通过肌间神经丛，

抑制乙酰胆碱引起的平滑肌收缩，减弱禁食状态大

鼠胃肠的运动（2+Q9;;7? !" #$ 5，$NO.）。!!"# 可抑

制侧脑室注射 6RM 引起的胃酸分泌增多（M7?D+D!
@7S，$NON）。大鼠胃和十二指肠溃疡时，外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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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阻止 $ 细胞增多，使胃酸分泌减少，间接

起到保护、营养作用（%&’()*& !" #$ +，,-./）。胃

窦 $ 细胞分泌的 $01 能促进胃酸分泌，%0&(*1 !"
#$ + （2332）报道各种因素所致的胃酸分泌过少症

小鼠易患慢性胃炎，抗生素治疗后胃粘膜壁细胞和

$ 细 胞 数 增 加，胃 酸 分 泌 量 增 加，胃 炎 痊 愈。

45678 !" #$ + （,--.）认为胚胎时期胰岛 $01 细胞

随胎龄增长而减少，认为 $01 对胰岛细胞的分化有

营养作用。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舌下腺纹状管上皮细

胞存在!!"# 和 $01 免疫反应阳性细胞，!!"# 和

$01 两种物质可能直接分泌入血液或唾液进入消化

道，对多种组织细胞的生理活动起重要的调节或营

养作用，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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