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学报
!

!"#$

!

%&

"

&

#$

#%&%!#%&'

!"#$%&#&'()$'($&#*++#&",)("$-()("$

"#$

$

%&'%%()*

%

+

'$,,-'&*..!./.)'0&%.'&1'&00

牦牛和柴达木黄牛的颈动脉体
'

型细胞线粒体和

电子致密核心囊泡的体视学比较

常
!

兰%

!张
!

寿%

"

!雷乃虎%

!

0

!尚果玛%

"

%Q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西宁
(%&&%.

(

0Q

青海省天峻县畜牧兽医工作站!天峻
(%10&&

#

摘
!

要"作者旨在比较牦牛和柴达木黄牛颈动脉体"

2]

#

"

型细胞线粒体和电子致密核心囊泡"

ME2a

#的体视学

特征'选择海拔
*0&&B

地区健康成年牦牛和柴达木黄牛各
O

头!采用透射电镜技术观察
2]

的超微结构!并运用

立体定量方法比较牦牛和柴达木黄牛颈动脉体
"

型细胞线粒体和
ME2a

的体密度"

%

%

#&面密度"

-

%

#&面数密度

"

6

!

#&比表面"

&

#'结果表明!牦牛和柴达木黄牛的颈动脉体实质细胞主要由
"

型细胞和
#

型细胞组成!颈动脉体

"

型细胞细胞质中含有大量的线粒体和特征性的电子致密核心囊泡'牦牛
"

型细胞线粒体的
%

%

值大于柴达木黄

牛!但差异不显著"

A

$

&Q&O

#(牦牛
-

J

&

6

!

&

&

值均小于柴达木黄牛!其中
-

%

&

&

值在两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A

$

&Q&O

#!

6

!

在两组间差异显著"

A

#

&Q&O

#(牦牛
"

型细胞质内
ME2a

的
%

%

值小于柴达木黄牛"

A

$

&Q&O

#(牦牛
-

%

&

6

!

和
&

值均大于柴达木黄牛"

A

$

&Q&O

#'结果提示这种结构特征可能使牦牛对环境低氧的感知比生活在相同海

拔高度的柴达木黄牛迟钝'

关键词"线粒体(电子致密核心囊泡(颈动脉体(牦牛(柴达木黄牛(体视学

中图分类号"

5(O0Q%.

!!!!

文献标志码"

D

!!!!

文章编号"

&*..!./.)

"

0&%.

#

&1!%)1)!&.

收稿日期"

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O/&

#(青海省科技应用基础项目"

0&%)!F̂!1%%

#(青海省科技支撑项目"

0&%0!C!O*1

#

作者简介"常
!

兰"

%/.O!

#!女!青海互助人!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原动物低氧适应研究!

M!B7$8

$

@A7-

=

87-&%0*

!

%.*Q@#B

"

通信作者"张
!

寿!

M!B7$8

$

S

ARA7-

=

,A#9

!

%.*Q@#B

-93435?5

6

@A-9K<

8

5;I@95A25;<4@//;<C?3A945;M3;03RA543<V30@A?3057

*/459@<O5<

8

1

8>

3

'

*3??0D39F33;b/Y/;<

Z

/@</:b3??5F*/99?3

2\DCUL7-

%

!

F\DCU5A#9

%

"

!

LM4C7$!A9

%

!

0

!

5\DCUU9#!B7

%

"

%Q.+00&

1

&+

2

!

1

'(">0#>'&$)5!)(?$0K>/Q$)5$'

3

!

W()

1

,$(:)(;&'/(#

3

!

I()()

1

(%&&%.

!

.,()$

(

0Q@($)

R

>).+>)#

3

!?(?$0K>/Q$)5'

3

$)5%&#&'()$'

3

-#$#(+)+

2

W()

1

,$(

!

@($)

R

>)(%10&&

!

.,()$

#

=D094/A9

$

IA;7$B#G:A;

?

<;,;-:,:9"

>

P7,:#@#B

?

7<;:A;,:;<;#8#

=>

@A7<7@:;<$,:$@,#GB$:#@A#-!

"<$77-";8;@:<#-";-,;!@#<;"J;,$@8;,

"

ME2a,

#

#G@7<#:$"Y#"

>

"

2]

#

:

>?

;

"

@;88,Y;:P;;-

>

7K,

7-"X7$"7B

>

;88#P@7::8;Q4-:A$,,:9"

>

!

:A;98:<7,:<9@:9<;,#G2]$-A;78:A7"98:

>

7K,

"

)iO

#

7-"

X7$"7B

>

;88#P@7::8;

"

)iO

#

7:78:$:9";#G*0&&BP;<;#Y,;<J;"Y

>

;8;@:<#-:<7-,B$,,$#-B$!

@<#,@#

?>

:;@A-$

S

9;

!

7-":A;J#89B;";-,$:

>

"

%

%

#!

,9<G7@;";-,$:

>

"

-

%

#!

-9B;<$@78";-,$:

>

#-7<;7

"

6

!

#

7-",

?

;@$G$@,9<G7@;

"

&

#

#GB$:#@A#-"<$77-"ME2a#G2]:

>?

;

"

@;88,Y;:P;;-

>

7K,7-"

X7$"7B

>

;88#P@7::8;P;<;@#B

?

7<;"Y

>

,:;<;#8#

=>

QIA;<;,98:,,A#P;":A7::A;2]

?

7<;-@A

>

B7

@;88,P;<;@#B

?

#,;"#G:

>?

;

"

@;88,P$:AB7-

>

B$:#@A#-"<$77-"ME2a,$-:A;@

>

:#

?

87,B7-"

:

>?

;

#

@;88,$-

>

7K,7-"X7$"7B

>

;88#P@7::8;

!

IA;%

%

#GB$:#@A#-"<$7#G2]:

>?

;

"

@;88,$-

>

7K,

P;<;

=

<;7:;<:A7-:A7:#G$-X7$"7B

>

;88#P@7::8;

"

A

$

&Q&O

#!

:A;-

%

!

6

D

!

&

P;<;8;,,:A7-:A7:#G

$-X7$"7B

>

;88#P@7::8;,

!

P$:A-#,$

=

-$G$@7-:"$GG;<;-@;$--

%

7-"

&

Y;:P;;-

>

7K,7-"X7$"7B

>

;88#P@7::8;

"

A

$

&Q&O

#

7-",$

=

-$G$@7-:"$GG;<;-@;$-6

D

Y;:P;;-0

=

<#

?

;,

"

A

#

&Q&O

#(

IA;%

%

#G

ME2a#G2]:

>?

;

"

@;88,$-

>

7K,P;<;8;,,:A7-:A7:#G$-X7$"7B

>

;88#P@7::8;

"

A

$

&Q&O

#!

7-"



!

1

期 常
!

兰等$牦牛和柴达木黄牛的颈动脉体
"

型细胞线粒体和电子致密核心囊泡的体视学比较

:A;-

%

!

6

D

!

&

P;<;,8$

=

A:8

>=

<;7:;<:A7-:A7:#G$-X7$"7B

>

;88#P@7::8;

"

A

$

&Q&O

#!

<;,

?

;@:$J;!

8

>

QIA;<;,98:,,9

==

;,::A7::A;,:<9@:9<;@A7<7@:;<$,:$@,B7

>

B7K;:A;

>

7KP7,B#<;$-,;-,$J;:#

?

;<@;$J;A

>?

#_$7;-J$<#-B;-::A7-:A;X7$"7B

>

;88#P@7::8;Q

E3

8

F54<0

$

B$:#@A#-"<$7

(

;8;@:<#-";-,;!@#<;"J;,$@8;

(

@7<#:$"Y#"

>

(

>

7K

(

X7$"7B

>

;88#P@7::8;

(

,:;<;#8#

=>

!!

颈动脉体"

@7<#:$"Y#"

>

!

2]

#是主要的外周化

学感受器!位于颈总动脉分叉处&血管壁外周的结缔

组织中!其功能主要是感受动脉血氧分压"

67b

0

#&

二氧化碳分压"

672b

0

#和
?

\

的变化!从而调节呼

吸和循环反射'颈动脉体实质细胞包括两种特殊类

型的细胞$

"

型细胞"或称主细胞&球细胞#和
#

型细胞

"或称支持细胞&卫星细胞#'

"

型细胞细胞质中除线

粒体&溶酶体&内质网等细胞器外还具有许多特有的

电子致密核心囊泡"

;8;@:<#-";-,;!@#<;"J;,$@8;,

!

ME!

2a

#!已知这些囊泡内含儿茶酚胺&乙酰胆碱&脑啡

肽&

6

物质等多种神经化学物质'有关
2]

方面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人)

%

*

&大鼠)

0

*

&小鼠)

*

!

)

*

&兔)

O

*和绵羊)

.

*

上!而对生活在青藏高原高寒低氧生态环境下牦牛和

柴达木黄牛
2]

的比较研究未见有报道'为此!作者

对生活在相同海拔"海拔
*0&&B

#下的牦牛和柴达木

黄牛的
2]

电镜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G#

!

材料

选取生活在青海省海西州"海拔
*0&&B

#成年

健康牦牛和柴达木黄牛各
O

头!经颈动脉放血处死

后立即取两侧颈动脉体!一侧颈动脉体取
%BBk%

BBk0BB

大小组织投入冷
0QOZ

戊二醛固定液中

用于透射电镜制样"另一侧颈动脉体置入
)Z

多聚

甲醛磷酸缓冲液中固定
)(A

!用于光镜制样#'

#G!

!

透射电镜制样

取
0QOZ

戊二醛固定液中的颈动脉体组织!

&Q%

B#8

.

L

l%

6]

漂洗后!

%Z

锇酸固定
0A

!丙酮梯度脱

水!环氧树脂
.%(

包埋!每头做
0

个包埋块!超薄切

片!进行醋酸铀和枸橼酸铅双重染色!用日本产
\!

1.O&

型透射电镜在放大
*&&&

倍&

0&&&&

倍&

*&&&&

倍和
O&&&&

倍下数码照相观察超微结构!在放大

0&&&&

倍下每头牛颈动脉体组织拍摄
1

%

%&

个视

野!每组
)&

张数码照片用于体视学分析'

#G(

!

立体定量分析方法

参照
MQ3QT;$Y;8

)

1

*和郑富盛)

(

*正方测试格点

计数法!绘制用于电镜照片的电子方格测量系统!用

点计数法在电镜照片上计数落入参照系的测试点数

"

A'

#!参照系内待测结构"线粒体&电子致密核心囊

泡#的数目"

6X

#&待测结构内的测试点数"

AX

#&待

测结构的边界与测试线的交点数"

EX

#!按立体学公

式计算出待测结构的体密度"

J#89B;";-,$:

>

!

%

%

(单

位体积
"

型细胞质中线粒体&

ME2a

的体积百分

比#&面密度"

,9<G7@;";-,$:

>

!

-

%

(单位体积
"

型细胞

质中线粒体&

ME2a

外膜的表面积#&面数密度"

-9!

B;<$@78";-,$:

>

#-7<;7

!

6

!

(单位面积中线粒体&

ME2a

数目#&比表面"

,

?

;@$G$@,9<G7@;

!

&

(线粒体&

ME2a

表面积与其自身体积之比#各结构参数'

#G%

!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
5655%1Q&

软件进行独立样本
#

检

验和统计!试验数据均为+平均值
m

标准差"

X

l

m/

#,'

!

!

结
!

果

!G#

!

牦牛和柴达木黄牛颈动脉体
'

型细胞线粒体

和
CM*V

电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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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细胞组成'

"

型细胞数量多!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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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

组别

U<#9

?

体密度%
Z

%

%

面密度%"

'

B

0

.

'

B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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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数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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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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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和柴达木黄牛颈动脉体
'

型细胞线粒体

的比较及其意义

颈动脉体是机体重要的外周化学感受器!能够

瞬间感知体内
67b

0

的变化!释放神经递质!产生神

经冲动!通过颈动脉体窦神经传入至中枢神经系统!

引起机体对低氧的应答)

/

*

!同时在慢性低氧中能自

发的适应和调节!包括形态方面的改变)

%&

*

'颈动脉

体
"

型细胞被认为是氧感知细胞!但目前对于
2]

在慢性低氧中的调节机制并未得到系统性的阐明'

+线粒体假说,认为氧分压的直接感受器是
"

型细胞

中线粒体呼吸链末期的细胞色素氧化酶!线粒体通

过氧化磷酸化的呼吸作用!介导颈动脉体对低氧分

压的反应)

%%

*

(而+能量代谢假说,认为颈动脉体
"

型

细胞通过线粒体能量代谢的变化感受氧!低氧抑制

线粒体电子传递!导致细胞质
[

=

!DI6

下降!使细

胞膜氧敏感
ID5N

样钾离子通道抑制)

%0!%*

*

(另一种

能量代谢假说+

D[6

酶假说,提出腺苷酸活化蛋白

激酶"

D[6!7@:$J7:;"

?

<#:;$-K$-7,;

!

D[6N

#调节

不同的钾离子通道"包括
ID5N

通道#!

D[6N

是

细胞内能量感受器!缺氧导致细胞内
DI6

不足时!

D[6

%

DI6

值增高!

D[6

激活位于细胞膜上的

D[6N

!进而抑制细胞膜钾离子通道!引起细胞去

极化和钙离子内流以及窦神经的兴奋)

%)

*

'

大鼠在出生前后慢性富氧引起
2]

永久性的萎

缩和细胞功能的改变)

%O

*

!而慢性低氧可严重损害出

生后
2]

细胞水平的氧敏感性'生活在海拔
**&&

B

的喜马拉雅旱獭和高原鼠兔颈动脉体线粒体未

见有缺氧损害)

%.

*

'高原人颈动脉体与平原人相比!

部分线粒体增大&线粒体嵴并不减少)

%1

*

'本试验结

果表明牦牛和柴达木黄牛颈动脉体
"

型细胞含有大

量线粒体!结构完整!这与高原世居动物///喜马拉

雅旱獭和高原鼠兔)

%.

*

&高原人)

%1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本研究发现牦牛
2]

的
"

型细胞线粒体比生活

在同一海拔的柴达木黄牛数量明显少!有文献报道

在光镜水平暗细胞显著增加反映
2]

对低氧反应表

现为较高的功能活动)

%(

*

!作者先前的研究也发现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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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

活在同一海拔的牦牛
2]

暗细胞与柴达木黄牛的数

量差异不显著 "另文发表#'分析其原因这可能与

牦牛和柴达木黄牛的适宜的生活环境有关!根据牦

牛的生活习性!海拔
*&&&

%

O&&&B

是它的最为适

宜范围!而本试验海拔为
*0&&B

!此海拔高度对牦

牛而言是处于相对较低范围!氧的供给相对充足!因

而牦牛
2]

处在相对较低的功能状态!这就表现为

与氧感受&调节有关的
"

型细胞线粒体数量明显少(

而对于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地方培育品种///柴达

木黄牛而言!适宜生活海拔在
0(&&

%

*0&&B

!试验

海拔
*0&&B

是相对较高的海拔范围!使它处于低

氧刺激高度!

2]

相对处在较高的功能状态!表现出

"

型细胞线粒体数量显著多于牦牛的现象'另外!

牦牛和柴达木黄牛
"

型细胞线粒体数量的差别是否

与低氧通气反应钝化有关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G!

!

牦牛和柴达木黄牛颈动脉体
'

型细胞
CM*V

的比较及其意义

颈动脉体
"

型细胞为神经分泌细胞!其细胞质

内电子致密核心囊泡是具有调节心血管及呼吸功能

的神经分泌颗粒!嗜锇核是生物胺"如儿茶酚胺类的

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多巴胺&多巴&

O!

羟色胺

等#的主要分泌源'

MQ[QDY";8![7

=

$;"

等)

%/

*对山

羊的超微结构观察发现!山羊
2]

的
"

型细胞中含

有数量&大小不一的
ME2a

(陈钦铭等)

%.

*对喜马拉

雅旱獭与高原鼠兔的颈动脉体超微结构进行观察!

发现旱獭颈动脉体
"

型细胞中的
ME2a

呈多形性!

细胞核较不规则!多呈分叶状!而高原鼠兔则多为圆

形!细胞核比较规则!多呈球形'本研究结果显示牦

牛和柴达木黄牛颈动脉体
"

型细胞质内
ME2a

绝

大部分呈圆形!少数呈卵圆形或短棒状!数量大小不

一!每个
ME2a

具有一个中心致密的嗜锇核'这一

结果与高原鼠兔)

%.

*和山羊)

%/

*上的报道相似'本研

究还发现牦牛和柴达木黄牛
ME2a

均有深&浅两

种!这是否与内含的神经活性物质不同有关!有待进

一步研究'

当血液中氧分压降低时可以引起颈动脉体球细

胞去极化及神经递质的释放)

0&

*

!通过颈动脉体窦神

经传入至呼吸中枢!引起呼吸加深加快'高原成人

颈动脉体内
ME2a

的体密度和面数密度明显多于

平原组)

0%

*

'本研究中牦牛
2]

的
"

型细胞
ME2a

虽然比生活在同一海拔的柴达木黄牛小而多!但差

异不明显'这可能也与前述的牦牛和柴达木黄牛生

存的适宜海拔高度有关'在海拔
*0&&B

时!牦牛

呼吸相对平缓!导致颈动脉体
"

型细胞中神经活性

物质的合成缓慢&分泌&释放减少!

2]

处在相对较低

的功能状态!

ME2a

也表现为相对小而多(对于柴达

木黄牛而言在海拔
*0&&B

时!机体处于相对低氧

状态!呼吸功能相对增强!持续低氧的刺激下使颈动

脉体
"

型细胞中神经活性物质的合成增强!同时其

分泌&释放也加快!

2]

处在相对较高的功能状态!

ME2a

也表现为较大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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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成人颈动脉体内电子致密核心囊泡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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