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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重点：  

鱼类垂体的位置、构造及机能  

   

正象神经系统在有机体内的各组成部分之间起着联络与协调作用一样，有机体的

另一化学性的协调系统，即内分泌激素通过血液对全身各器官，组织和细胞起着

刺激性或抑制性的作用。神经末梢对肌肉及腺体组织的刺激其实也是化学性质的

（神经激素）。因此在这方面的分泌也与神经系统相似。  

内分泌腺所分泌的物质叫激素。它是一种由内分泌腺生成的生理效应很强的有机

化合物。激素有如下的性质：  

（ 1 ）各种内分泌腺分泌各种不同的激素，激素对其本腺体不起作用，需经血

液带到其它器官才起作用。  

（ 2 ）激素分泌过多或过少可引起病态。  

（ 3 ）激素作用的快慢随种类而异。肾上腺素 1-2 分钟内可起作用，胰鸟素要

几个小时起作用，甲状腺素需几天才起作用。  

（ 4 ）激素在体内产生，也在体内破坏。  

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在机体内的主要作用是：  

•  促进生长、发育  

•  调节新陈代谢  

•  调节内环境理化因素的初态平衡。  

•  调节生长、发育、生殖等基本生理机能。  

内分泌腺在鱼体中的分布一般有固定的位置，但与其它脊椎动物相比，鱼类的内

分泌腺的某些腺体尚为分散的细胞组织状态。未形成完整的器官。内分泌腺在机

能上有单纯的、专司一职的。如甲状腺只产生甲大辩论腺素；有的是复合性的，

有不同组织合在一起，如生殖腺，一方面产生性细胞，另一方面又能分泌激素。

脑垂体更为突出，产生多种激素，几乎与体内任何一个内分泌腺都有关系，起着

重要而又全面的调节作用。  



鱼类的内分泌腺有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肾上腺、胸腺、胰岛、尾垂体、后鳃

腺等。  

   

第一节 脑垂体  

（一）位置  

鱼类的脑垂体位于间脑腹面，视神经交叉后面的正中线上，常嵌在前耳骨的凹窝

里。  

（二）形状构造  

脑垂体在发生上由两个方面起源的，一方面是间脑腹面由第三脑室下伸出的指状

突起，另一方面是原口顶壁向上的突出，这两部分突出的组织继续增长，最后连

在一起，即形成脑垂体，因此脑垂体分为两部分：  

神经垂体：起源于脑的部分，直接与间脑相连，其神经纤维常伸展到腺垂体。  

腺垂体：起源于口腔的部分，腺垂体最后与口腔失去联系后，进一步分化为三个

部分：即前腺垂体、中腺垂体及后腺垂体。鱼类的前腺垂体相当于高等动物脑垂

体的结节部，中腺垂体相当于高等动物的前叶，后腺垂体相当于高等动物的中叶。  

板鳃类脑垂体的形状是叶片状，一般具垂体腔；硬骨鱼类垂体的形状各不相同，

有半球状、有卵圆形，也有心形，甚至纺缍形，没有垂体腔。  

（三）机能  

脑垂体是内分泌腺中最重要的一种，它所产生的激素，不仅可以作用于身体各组

织，而且特别能调节其它内分泌腺的活动。  

1 、前腺垂体  

产生黑色素集中素，它使鱼在白色背景下能使黑色素集中。  

2 、中腺垂体  

中腺垂体产生的激素种类最多，有生长激素（ STH ）、促性腺激素（ GH ）、

促甲状腺激素（ TSH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 ）、催乳激素（调节色素）

等。  

（ 1 ）生长激素：能促进组织中蛋白质的合成，抑制分解；能促进长骨的生长，

因而促进了机体的生长。软、硬骨鱼类当脑垂体被切除后，身体就不再生长，连

鳞片上的环片也不再增加，耳石也不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鱼体重大多渐渐下降，

食欲不振，但如不断地注射垂体物质则又恢复生长。  



（ 2 ）促性腺激素：一般认为鱼类脑垂体能分泌两种促性腺激素，即卵泡刺激

素及黄体生成素。  

卵泡刺激素：能促进卵泡蛋白质的合成，故能刺激卵泡生长、发育和成熟。为一

方面还能激发卵细胞对黄体生成素的敏感性。  

黄体生成素：在雄性可以促进间质细胞分泌雄性激素，在雌性能促使排卵及保护

产后性腺。  

由于脑垂体能分泌促性腺激素，所以鱼类人工繁殖工作中，脑垂体制剂被广泛用

作催产剂。  

（ 3 ）促甲状腺素及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中腺垂体能分泌这两种激素，能分别促进甲状腺、肾上腺皮质的发育及其分泌活

动。切除脑垂体，两种腺体均萎缩，组织退化。如鳗鲡脑垂体若被切除，其肾上

腺皮质组织缩小三分之一。  

3 、后腺垂体  

后腺垂体产生中叶激素（ MSH ），能调节色素，并能抑制新黑色素细胞的形成。  

4 、神经垂体  

（ 1 ）控制腺垂体的分泌活动，硬骨鱼类的神经垂体常常有许多神经纤维伸入

到腺垂体部分，这说明神经垂体可能在机能上是控制腺垂体部分的。  

（ 2 ）分泌抗利尿激素：能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促进肾小管更好地重吸

收水分，以维持盐水平衡。  

（ 3 ）分泌催产素：促进排卵。  

   

第二节 甲状腺  

甲状腺是包藏在一层上皮细胞中的滤泡及滤泡间组织所组成。滤泡是无管小囊，

内含胶状物质，滤泡与滤泡之间是血管、淋巴液、结缔组织等称滤泡间组织。  

（一）形态构造及位置  

板鳃类：呈新月形或不整齐的块状，外有结缔组织的被膜，位于基舌软骨腹面的

凹陷内。  



硬骨鱼类：不聚集成完整的腺体，大多为弥散性的，多数甲状腺组织没有被膜，

少数呈块状，如鲐鱼、金枪鱼类等。硬骨鱼类主要分布在腹侧主动脉及鳃区的间

隙组织里，有时也随入鳃动脉进入鳃，甚至有弥散到眼、肾脏、头肾和脾脏等处。  

（二）功能  

甲状腺由血液中吸收碘，合成含碘的甲状腺激素，再渗入血液中，甲状腺激素有

如下作用：  

1 、促进鱼体的生长发育  

2 、促进鳍条及鳞片的形成  

3 、与鱼类变态有密切关系  

4 、在渗透压调节上有一定作用。  

用甲状腺激素刺激发育中的幼鲟鱼，鱼体生长及鳍条形成都大大加速。当鳗鲡从

柳叶鳗变态时或比目鱼从两侧对称转变到两眼移向一侧时，甲状腺活动的增强，

许多洄游性鱼类从淡水游向海水，或从海水游向淡水时，甲状腺都出现了明显的

活动状态。  

   

第三节 鱼类的其它内分泌腺  

一、肾上腺  

（一）构造  

鱼类的肾上腺不是成形的组织，而是与高等脊椎动物肾上腺细胞相应的细胞群

——髓质和皮质，而且髓质和皮质是分开的。  

板鳃鱼类：肾上腺可分成肾上体和肾间体。  

肾上体（髓质部）：位于脊椎两侧的交感神经节附近，排列呈索状。  

肾间体（皮质部）：位于左右两肾之间，呈索状（鲨类）或呈椭圆形。  

硬骨鱼类：可分为前肾间组织和后肾间组织。  

前肾间组织：包括髓质细胞和皮质细胞两部分，常分布在头肾及穿过头肾的血管

壁上。  



后肾间组织：即斯坦尼斯小体（ Corpuscle of stannius ），为实心，无导管，

卵圆形或球形的构造，位于中肾后端背侧不远的中肾管旁边，有时埋藏在肾脏组

织里，低等硬骨鱼类小体数目多，如鲑类 6-14 个。一般为一对。  

（二）机能  

肾上腺能分泌肾上腺激素，其作用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一般认为肾上腺髓质激素

能加速心脏收缩，扩大鳃血管，导致黑色素细胞的色素颗 粒集中等作用。  

肾上腺皮质激素能抑制醣类代谢，调节无机盐及水分的平衡。  

斯坦尼斯小体的分泌活动与生殖活动有关。产卵季节达到分泌的顶点。据认为对

促进鱼类大量释放能量有关。  

二、胰岛  

（一）位置  

一些鱼类胰脏的胰细胞之间夹杂一些内分泌组织，这就是胰岛或称蓝氏岛。  

胰脏是消化腺，胰岛是内分泌腺。  

板鳃类的胰岛埋藏在结实的胰脏组织内，与胰小管密切相关，胰岛细胞包围在胰

小管的外面。  

硬骨鱼类的胰岛分布于胆束、脾脏、幽门垂及小肠中。  

一般胰岛组织有一个或几个较大的主岛，附着在胆囊上或位于胆囊附近，另有许

多沙粒状小岛分布于肠系膜上。  

（二）功能  

胰岛分泌胰岛素，其作用是：  

（ 1 ）调节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新陈代谢。  

（ 2 ）增进机能对葡萄糖的利用，缓和肝的血糖生成，维持正常的血糖含量。  

三、性腺  

性腺除了产生卵子和精子外，达到性成熟以后，还能分泌性激素。  

（一）雄性  



精巢分泌的激素为雄性激素，其作用是：（ 1 ）刺激对性器官的正常发育，并

维持它们的成熟状态；（ 2 ）刺激副性征的出现及维持正常状态；（ 3 ）刺激

鱼类增强活动并引起新陈代谢的普遍上叶。  

（二）雌性  

卵巢分泌的是雌性激素，其生理功能是：（ 1 ）促进付性征和性行为的出现；

（ 2 ）促使幼鱼出现雌性征或雄鱼雌性化。  

总之性激素的功能是促进付性征的出现，和促进性行为。  

四、胸腺  

鱼类的胸腺一般均位于鳃腔两侧，只是集结成胸腺网状构造。  

板鳃鱼类的胸腺位于鳃孔的背内缘，真骨鱼类的胸腺位于接近鳃腔的鳃盖上缘。

胡子鲶的胸腺位于辅助呼吸器的后方。白鲢的胸腺位于第四、第五对鳃弓的背方，

翼耳骨的下方。  

胸腺的机能至今未明。  

五、尾垂体  

鱼类脊髓末端有一特殊构造，称尾垂体。具有神经分泌作用，尾垂体可能与渗透

压的调节有关。  

六、后鳃腺  

后鳃腺是咽部的衍生物，呈囊状构造。  

分泌的激素为降钙素，作用是抑制骨盐的溶解，使血清钙含量降低，维持血钙的

动态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