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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研究了金丝猴食管和胃连接处的组织结构
。

金丝猴的食管粘膜为典型 的复层鳞状上

皮
,

食管末端含有粘膜腺
,

枯膜表面有轻微的角质化
。

管壁外纵肌层有少量的横纹肌
。

与胃粘

膜的连接均位于胃的贪门部以内
,

两种上皮的连接是突然的
,

不存在过渡
。

资门腺为少量的分枝管状腺
,

短而直
,

由粘膜细胞构成
,
对 ∗ # 9 染色呈阳性反应

。

金丝猴的胃从外形看
,

是一个囊性器官
,

故有囊状胃之称 8 胃内部划分为贪门部
、

胃

底
、

胃体
、

胃管和幽门部等 : 个区域 6彭燕章等
,

 ! ; 7
。

根据我们的材料
,

发现在不同灵长

类 动物中
,

胃的贪门部即食管和胃的连接处在形态学上有差异
。

本文侧重研究金丝猴的

食管一胃连接部的组织结构
。

一
、

材 料 和 方法

材料
< 共观察 : 例金丝猴 6( =−> , ? −≅= . Α Β 9

7 6详见彭燕章等
,

 ! ; 7
。

此外
,

还用了树

鲍 6% “∗
Χ −Χ Δ . 3Χ , Ε .≅ − Α =−, . 。 , −,

7
、

懒猴 6& 夕ΑΦ−Α . Δ “ , Α , Β Α Χ > Ε 7
、

称猴 6Γ
Χ Α Χ Α Χ 0 Β 3ΧΦ ΦΧ

7 和

人胚胎的标本
,

以资比较
。

方法 < 标本由Η 务福尔马林固定
,

石蜡包埋
,

切片
一

厚度为 :一 Ι产
,

分别用 ∋ . −ϑ .> = Χ Κ

−>
, 9 苏木精

、

0 . Φ =Λ3. > . Δ3Β . 一 . , 9−>
、

∗# / 和 ∋ Μ 染色
。

二
、

结 果

6一7 责门部的大体结构

在贪门
,

食管粘膜向胃壁伸展
,

在 胃贪门部构成一个形似秋海棠叶的区域
。

叶尖伸向

胃管后唇缘
,

伸展的深度6与贪门相距 7在三种金丝猴中不等
< 川金丝猴6(

4

≅, , 33Χ
。二7 为

∀
4

Ι 厘米
,

黔金丝猴 6(
4

Δ ≅ , 3−Α =−7 为 ∀
4

∀ 厘米
,

滇金丝猴 6(
4

Δ −. Φ−7 为 ;
4

厘米
。

而叶基

5 现在工作单位 < 中国实验动物云南灵长类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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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贪门前唇 ∀一; 毫米
。

食管粘膜较厚
,

颜色浅
,

呈肉色 8 胃粘膜较薄
,

颜色深
,

呈灰色
。

因此
,

两者的分界线极为清楚
,

肉眼容易把它们区分开来
。

在组织学上区分也以此为界
。

责门周围的肌层比别处厚
,

但非括约肌
。

6二 7 贵门部的显微解剖

4

食管粘膜与胃粘膜的连接方式
< 在三种金丝猴内

,

两种上皮的连接均位于胃的责

门部而不在贪门
,

连接的方式是突然的
,

不存在过渡6图版 3一
、

∀ 、 ; 7
。

∀
4

食管粘膜
< 三种金丝猴的食管粘膜均为典 型的复层鳞状上皮

。

粘膜表面有不同程

度的角化
,

尤其在责门以上的粘膜角化较明显
。

粘膜浅层和中部的细胞是扁平状的
,

胞体

大
,

核呈卵圆形或圆形
,

着色浅
。

越向深层
,

细胞越小
,

特别是靠底层的细胞
,

呈圆形
,

核也

多半呈圆形
,

着色深
,

细胞排列紧密
,

偶尔尚见到有丝分裂象
。

在胃责门部的食管粘膜比

贪门以上的更发达
,

表现在粘膜厚
,

而且有较多的固有层乳头伸人粘膜基部
。

此处有少量

的粘膜腺6图版 卜 ∀ 7
,

但未发现食管腺
。

金丝猴的食管粘膜肌层很发达
。 总的来说

,

固有膜则较薄
,

其 中血管等组织不常见
。

;
4

食管壁的其他结构
< 从厚度看

,

粘膜 占整个食管管壁厚度的 Ν Ο
。

肌层分内环外

纵两层
,

环肌厚
,

占管壁厚度的 ∀ Ν Ο
,

纵肌 占 Ν Ο
。

金丝猴的食管外膜与肌层之间的界线十

分清楚
。

肌层主要由平滑肌组成
,

但是
,

在外层纵肌层内出现少数横纹肌束 6图版 3一 Ο 7
。

Ο
4

贪门腺
< 为分枝管状腺

,

不发达
,

为一些散在性的腺体
,

特别在黔金丝猴中
,

腺体尤

为少见
。

腺管短而直6图版 卜: 7
。

贵门腺的起点是不同的
,

最近的是位于离贪门 ∀一 ; 毫

米
,

即以所谓秋海棠叶的叶基开始
。

余者起于叶缘及叶尖
。

换言之
,

金丝猴胃的贪门腺的

起点位置决定于食管粘膜伸人胃壁的位置
。

赏门腺的细胞成分主要是粘膜细胞
,

在我们各种染色方法内未发现其他细胞类型
。

在

∗# / 染片中
,

这些细胞都呈强的阳性反应
,

因而
,

不论在横切面或纵切面的腺体内
,

管腔

的游离端均染成紫红色6图版 3一 Ι 7,

三
、

讨 论

在我们观察的几种灵长类动物中
,

发现食管粘膜在 胃贵门周围构成的区域在形态上

彼此有别
。

在叶猴 69
.二 , ,

∗’, 几
. Α Φ, 了 . 。, 。 二了 # Λ. ≅ ,

 Ο ! 7 和称猴内
,

食管和胃粘膜上皮的

连接也在贵门部
,

但是
,

叶猴的食管粘膜的区域呈卵圆形
,

面积较小
。

而称猴的则呈喇叭

状
,

从贵门向内伸展约 厘米
,

面积也比较小
。

在人6胚胎 7和徽猴内
,

在 胃的赏门部
,

食管

粘膜和胃粘膜无论从厚度或颜色都颇为接近
,

故两种上皮的连接在何处肉眼无法辨认
,

在

贪门附近只见明显的纵袭
,

从食管末端伸进胃腔
,

进人深度不等
,

在懒猴内
,

纵袭布满整个

胃底
,

而在人内
,

纵裴离贪门不远就消失
。

在树跑内
,

贪门周围的上皮特别薄
,

呈透明状
,

也无法凭肉眼把两种上皮的连接处区分开来
。

由此看来
,

金丝猴与这些动物和人比较起

来
,

食管和 胃的连接是比较特殊的
。

、

在显微结构方面
,

金丝猴食管管壁的结构大致与人的相似
,

但还有不同之处
。

金丝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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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粘膜表面有角化现象
,

这可能与它们的食性有关
。

此种动物主要以植物为生
,

经常吃

叶子
、

草
、

茎
、

树皮等
,

这些食物比较硬
,

故在进食中不断磨擦粘膜
。

在人内
,

一般情况下是

不会出现角化的
,

而在食草动物内则是常见现象 6Π .−9
< 等

,  7
。

称猴的食管粘膜也

不存在角化 6Θ 。Β ≅ > . ,

 : 7
。

但在有些水生哺乳动物如江豚 6&
. ,户无, Α Χ . , Χ Χ‘Χ ,

,≅ −. , ≅Χ 3−, 7

内
,

平时食管粘膜也有角化的 6李悦民等
,  !斗7

。

在人内
,

食管的上中段肌层含有横纹肌

成分
,

而在食管下段的肌层横纹肌完全消失
,

全由平滑肌组成
。

但在金丝猴内
,

食管下段

6接近贪门处 7的外纵肌层依然夹有横纹肌束
,

这可能是金丝猴解剖学上的一个特征
。

当

然
,

这个结论尚待进一步论证
。

此外
,

金丝猴的食管下段 6限于胃贪门部 7粘膜如同人的那

样存在若干粘膜腺
,

但在粘膜下层内未见食管腺
。

从贪门的细胞成分看
,

主要是粘液细胞
,

而没有其他消化细胞
。

这说明金丝猴胃的贪

门部分
—

按 , Ρ . > 的分法
,

属贪门囊 6彭燕章等
,

 ! ; 7
,

并不起消化作用
,

而只是个贮备

器官
。

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
,

如 # Λ. ≅ 6  Ο ! 7
。 Σ Β = >

6  Ι Ο 7 对 Α
4

户, 3Λ友。, , , 和 ? ≅ . < Δ
Κ

≅Φ−
8 ‘万对ΧΦ “ ,

的研究也证明
,

这些动物的胃头两个部分的粘膜以产生大量粘液 的 腺体 为

主
,

而主要腺体在第三部分
。

我们根据以前和研究的结果
,

认为这种说法为妥
。

因为金丝

猴毕竟是灵长类动物
,

尽管它们的 胃被分为几个部分
,

但不能把它们的 胃的前面部分依此

作为反当动物的前胃
。

虽然金丝猴的 胃在这些部位不起主要消化作用
,

但还属腺 胃
,

所以

不能单纯地看作为一个贮备器官
。

在恒河猴 6
≅ =. 9 Β 9 0 , > Τ . Λ 7 内

,

胃的贪门腺具有消化细胞 6? . ? Φ−Α Α . 33 9 7
,

并且 胃腺

细胞的排列与人的相似 6Θ , Β ≅ > . ,

 : 7
,

但是
,

据 Π Υ33−Χ 0 等 6  ! 7 研究正常人的 胃

贡门腺
,

发现有壁细胞但无主细胞
。

在狗 胃的贪门腺中有极少量的主细胞和壁细胞 6(− Φ Κ

Α = −Α 等
,  Ι Ι 7

。

在袋熊 6ς 口0 西口ΦΒ , 人−,
·

, Β , “ , 的责门腺 中一般常见的几种胃粘膜细胞均

具备 6∋ −> Ε 9 , > ,

 Ι ! 7
,

金丝猴的食管和胃的粘膜在连接处是突然的
,

不存在任何过渡
,

这如同人和其他一些

非哺乳类的脊椎动物
,

如莺 6Ω ≅ , Ξ, > Α汤Χ 汀 ≅−Χ, Χ Ω Χ ≅ ϑ , 0 . , −ΑΧ 7
、

鲤鱼 6∃Λ户
≅−> Β 9 Α Χ ≅

产 Η 7和

海龟 6Α 3
。。 , 少,

Ψ
Χ
∗, , −Α Χ 7 一样 6∋

, 9=−Τ Χ ,

 !Η
、

 ! 8 Θ 3, , > 等
,  : 7

。

但也有一些

非哺乳类的脊椎动物
,

如蛙 6( 朋。 >− Ε≅
口。ΧΑ Β3 Χ, 。

7
,

食管和胃在两种上皮的连接处有一个

过渡 6∋
, 9 = −Τ Χ ,

 ! 7
,

贪门腺粘液细胞分泌的粘液成分
,

据 Ρ −3− −Χ 0 等6  ! 7研究已被证明是一种中性蛋

白糖
,

而不是糖原
。

综上所述
,

在不同动物内
,

食管和 胃连接部的形态结构是多种多样的
。

金丝猴不仅是

我国而且是世界的一种珍稀动物
,

本研究为该动物积累了组织学上部分有益的资料
。

6  : : 年 Ι 月 ∀ 日收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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