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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奉文厕察了棕熊肾脏的大体解剖和光 ．电镜下的组织结构。 棕熊的肾脏为分叶肾，每个肾叶 

为多面锥体形。光镜下 H--E染色切片标本可觅肾实质有虞质和髓贡两部分。 虞质可觅清晰的度质 

迷路和睦放线结掏。肾小体可分出血管极和尿极。血管球由毛细血首缠绕形成，外包有肾小囊。 近曲 
小管管腔面可见刷状缘。 在透射电镜下可见到滤过屏障由有孔内皮 ．基膜受足细胞的次级突起构成· 

电镜下还可看到近曲小管游离面紧密排列的徽绒毛和基雇面的质膜内帮结构。 

棕熊肾脏的解剖和光、电镜下的组织结构 

尚来见报道。本文报道棕熊肾脏的解剖学和组 

织学观察结果。为研究其生理学特性提供形态 

学资料。 

(一)材料和方法 取雄性成体棕 熊 双侧 

肾脏。电镜标本固定于 2 5％戊二醛溶液中。进 

行电镜包埋、电子染色，翩成常规电镜标本，在 

透射电镜下观察。 光镜标本固定于 1 0％福尔 

马林溶液中，常规包埋，片厚 6 m，H-E 染色， 

在光镜下观察。 大体标本测量后周定于 20筠 

福尔马林液中保存。 

(=)结果 

1．棕熊肾脏为分叶肾。 整个肾脏 外 形 饱 

满，表面凸凹不平。前面膨隆，后面平坦，外侧 

缘凸隆。内侧缘凹陷，其中央为肾门。肾脏长约 

1 2．5cm，宽 8．4cm，厚约 5．8cm，上端宽7 2cm， 

厚 3．7cmo 下端宽 5．0cm，厚 3．8cm。 肾外包 

脂肪囊，其内为薄且坚韧的纤维膜。透过此膜， 

肾叶分界隐约可见。纤维膜深入到各个肾叶之 

间，分隔包线每个肾叶 (见图 I)。 纤维嗅极易 

剥离，剥去此膜，可见光滑的肾叶，每个肾脏有 

55个肾叶 (见图 2)。 每个肾叶均为多面锥体 

形，常有 4—6个面，各面大小不等，但每个肾叶 

的体积大致相 当，较大的肾叶为 2．95×2 c× 

2．45cm ，较小的肾叶为 2．2×2．I X 2．4cm 。肾 

蒂的排列从上而下依次为动脉、静脉、肾盂。由 

前向后依次为静脉、肾盂、动脉。与人类略有不 

图 1 剥击纤堆膜后的三十光滑肾叶； 图 2 右肾 

前面莉，外包纤维膜； 图 3 示一个肾剖面，外周为 

班质，中央为髓质。 

同。动脉、静脉和肾盂的分支在每个肾叶的下 

l／4一l／5处进入肾叶，每个肾叶切面上均可见 

皮质在外周，髓质在中央(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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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4 皮质迷路和髓放线，x 80； 图 ， 两十肾小 

体，X320； 图 6 近曲小臂上皮细胸项部，B届i状 

缘，Mi残粒饿，N细胞桩，箭头示闭锁小带； 图7 

相部近曲小管上皮细胞的微绒毛相靠近，B衙馥毛， 

Mi线粒体，箭头示细胞顶邮小泡，x$000；图B 近 
曲小管基靡部 Bm基睫，Mi绳{盘体，箭头示质睦内 

糟，x$000 

2-光镜下 H—E染色标 本可见肾实质有皮 

质和髓质两部分，皮质部分可见清晰的皮质迷 

路和髓放线结构，皮质迷路由肾小体及附近的 

。 {2 · 

近曲小管和远曲小管组成 (见图 4)，髓放线由 

许多纵行的肾小管构成。肾小体圆 ，体积较 

大，直径约 250~m，可见血管极和尿投。 肾小 

体包括血管球和肾小囊两部分， 管球由毛细 

血管缠绕形成，肾小囊蟆层紧包任肾血管球上 

不能分开 ，壁层 为单层扁平上 皮 ，卵 圆形核清晰 

可见，脏、壁两层之间有 显的囊腔，近曲小管 

腔小不规则(见图 5)。 细胞界限不清楚，胞体 

大怯圆形靠近基底部，胞质嗜酸性。 近管腔面 

有刷状缘 ，基底 部有 纵纹。 远 曲小管纽胞 立方 

形，胞质弱嗜酸性。 血管极附近的远曲小管稚 

近血管极 侧的 管壁细狍核呈卵 圆形密集 ，此处 

为致密斑。髓质中结缔组织成分日月显增多，由 

大小不等的各种肾小管和较多的 毛 细 血 管构 

成。 光镜下可 识别出近端和远端小管的直挪 、 

细段和集合小管。 

3．透射电镜下，血管球内皮为扁平细胞，核 

电子密度较高，胞质中有少量粗面内质网和滑 

面内质网，无核处细胞质很薄，为有孔型毛细血 

管。内皮外有基噗，呈均质状，中等电子密度， 

厚约 400—500i]m。 足细咆的次级突起，其足 

呈三角形赔附于基膜外，三者共同构成滤过屏 

障。 

电镜下近曲小管上皮细胞游离面有许多排 

列紧密的微绒毛。 长约 1．5—2pm，粗约 0．2-- 

O．4 m。 微绒毛基郎的细胞膜向内凹陷，在顶 

部细咆质中形成一些顶部小管和小泡。小管直 

径 约 O 3一O 5 m，小泡直径略 大 ，约 0 5—0 7 

m。 相邻上皮细胞顶部有闭锁小带且其微绒 

毛靠近，使管腔变小，细胞质中有较多的线粒体 

(见图 6、7)，少量粗面内质网和滑面内质网。细 

胞基底部可见到质膜内摺，内有纵向排列的线 

粒体(见图 8)o 

(三)结论 踪上所述 ，棕熊肾畦 呈分 叶 

状 ，不同 于人类及灵长类的肾脏。 但其 每个叶 

的 组织结构 和超微 结掏与 人类及大 多数哺乳 类 

动物基本相似。棕熊肾每个肾叶由一个肾锥体 

及其外周的皮质构成，说明每个肾叶都有独立 

完成其正常的泌尿生理功能。我仃1知道鼠和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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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饲养结果说 明 ，池养 日月贝选 用扁藻 

(Platgmona；sp)和湛江叉鞭金藻 (Dicra；a一 

，ia zhanjngenis)作为亲贝和幼体的饵料时，其 

生舌情况正常、性腺发育良好并经人工授精后， 

能 够人 工育成幼 受。但人 工最 佳饵 料有待今 后 

深 人探 讨。 

(四)关于日月贝性别与繁殖季节的观察 

日月贝同其它双壳类一样，从 受类外壳难以区 

别雌雄 ，只有在繁殖季节 ，剖开 贝类才能区 刚。 

该贝是雌雄异体的动物，雌性的生殖腺外观呈 

鲜艳的桔红色，雄性生殖腺呈油光的乳酪色。根 

据我们统计的 345只亲贝材料说明，雌 性 占 

50 1 4弼，雄性占49 86 ，因此雌雄性别比例是 

接近的，根据三年的观察结果说明 日本日月贝 

的 繁殖季节是每年 11月至翌年 1月。 据我 国 

以往记载， 日本 日月贝的繁菹季节 约 在 5—7 

月 一 ，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北部湾的实际情况 

的。 

(五)封 B月贝进行人工繁殖的宴马盘观襄 

在 日月贝的繁殖期。我们对性腺已经成熟的亲 

贝进行人工诱导产卵试验。实验前过滤海水比 

重平均为 1．021(1．01 85—1、023)，水温为 l5 4— 

24．5"c，实验时水温升高 3．3—8℃ (5．55℃ 为升 

高最佳水温)，经过 22分钟至 5小时 49分钟的 

潜伏期(即人工升温所需时间)后，性腺成熟的 

亲贝即大量排精产卵，乳白色的精子缕缕喷射 

而出，并在水中弥散；桔红色的卵子呈烟柱状喷 

散在水体中而后逐渐沉降在培养缸的底部。 该 

贝卵径平均长 1 53．0 7微米。高 151．51微米 (10 

只平均)，最太长度为 163．2×高 l 55．4微米， 

最小长 1 39．9× 高 1 39．9微米。 光照下精子呈 

绿色井作眺跃式运动。从 1982年 1月至 1985 

年2月，一共进行人工诱导产卵和人工育苗试 

验 28次，并于 1984年 1 2月 11日第 28次人工 

诱导产卵试验时 ，收集精卵进行人工授精，受精 

后，幼体经历 32天的培养，于 1 985年 2月获碍 

日本 日月贝室内人工育苗。52天的幼贝，最大 

个体已达壳长 313．9× 壳高 365．5微米。 

(六)对日月贝在海区进行养殖的观察 

1 982年 4至 5月间在北海市珍珠场南沥珍珠养 

殖区用 20只皎丝网笼装载 日月贝进行垂下式 

养殖试验，并怍生长度测量，但在生长度测量之 

后的第一个周月内，笼中之 日月贝已部分死亡； 

第二个周月进行生长度测量时，发现所养 日月 

贝已全部死亡，致使生长度测量工作中断，这启 

示，用小体积的陵丝踊笼在海区进行囚禁式的 

养殖方 式是不适宜于 日月贝养殖的。 这是由于 

日月贝固有的飞翔式游泳习性，活动力强，平时 

在笼中横冲直撞，易于造成死亡的结果。 鉴于 

日本 日月贝在自然海区往往与台浦珠母贝栖息 

在同一地方，亦即二种贝类生活的自然生态环 

境有相似之处，因此可以以合浦珠贝为对照。如 

果在试验时，同时、同地、用同规格网笼养殖合 

浦珠母 贝时 Pinctada martensi它却能正常 地 

生长繁殖。显然 日月贝的这种死亡现象，与海 

区环境因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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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肾脏只有一个锥体，整个肾是一个肾叶。 而 

人在胚胎期其肾分叶明显，出生后则不明显，至 

儿童期分叶消失。分叶肾的存在反映了动物发 

育中的进化过程。因此，研究观察棕熊分叶肾 

的解剖学 、组织学，不仅为研究其正常生理功能 

提供形态学资料，同时对研究动物的进化也具 

有一定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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