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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漳浦海区常见的海绵为实验材料, 介绍一种简易的海绵骨针制作方法. 该方法应用铬酸溶液在塑料离心管中

直接消化海绵, 具有反应条件温和, 操作简单,骨针完整、清晰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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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绵, 属多孔动物门 ( Porifera), 是最原始的多细

胞动物.海绵中没有器官结构,但其结缔组织较发达,

其细胞可行使多种功能. 海绵的主要营固着生活, 其

外部形态常随附着基底的状况而改变, 因此海绵没有

相对固定的外型,这也是海绵的鉴定比较困难的原因

之一. 目前海绵的鉴定除了依据外部形态外, 主要依

靠其骨针的形态,骨针制作的效果直接影响海绵鉴定

的准确性
[ 1- 3]

.

目前针对海洋中常见的寻常海绵纲 ( Demospong-i

ae)、六放海绵纲 (H exact inellida)的硅质骨针普遍还是

采用 10%的盐酸消化的方法, 该方法由于采用酒精灯

加热、煮沸的方式,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特别不适用于

人员较多的学生实验.本文介绍一种较为简单方便的

硅质骨针制作方法.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  料
海绵样品: 2005年 5月采自漳浦县佛潭养殖海

区,用 75%酒精保存.

铬酸溶液: 取重铬酸钾 ( K2C r2O7 ) 80 g加热溶解

于 50 mL蒸馏水, 缓慢加入 100 mL浓硫酸,用玻璃棒

不断搅拌. 待溶液完全冷却后离心 ( 1 000 g @ 5m in)收

集上层深棕色铬酸溶液.

1. 2 方  法
( 1)取一小块海绵标本 (约 0. 1~ 0. 3 g) , 用蒸馏

水冲洗两遍,洗去酒精以及海绵中的杂质;

( 2)将海绵标本置于 1. 5mL塑料离心管中, 加入

0. 2~ 0. 5 mL铬酸溶液, 盖紧离心管,置于 50~ 70e 水

浴 2~ 5m in,其间不断翻转离心管使海绵消化彻底;

( 3)取出离心管加入蒸馏水, 混匀, 8 000 g @ 5m in

收集骨针;

( 4)重复 ( 3)的步骤两次, 彻底去除溶液中的铬酸

以及消化产物;

( 5)在骨针沉淀中加入 0. 5mL蒸馏水, 震荡重新

悬浮骨针,立即吸取混合均匀的骨针悬液滴加在干净

的载玻片上;

( 6)等骨针标本彻底干燥,滴加中性树脂,封片.

2 结果与讨论

以下是应用改进的海绵骨针制作方法获得的骨

针, 如图 1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用本方法制作的骨针玻片背景

清晰,结构完整,细小的骨针结构依然完整.与传统的

10%稀盐酸煮沸的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 1)由于采用氧化能力较强的铬酸溶液进行消

化, 无需煮沸只需 60e 左右的水浴即可彻底完成消

化, 反应条件温和,避免由于暴沸导致的危险;

( 2)整个反应在离心管中进行, 海绵的骨针没有

损失,制片后剩余的骨针标本可以长期保存在离心管

中. 运用该方法获得的骨针标本不仅可以用于骨针形

态的观察还可以用于骨针的实际含量以及不同形态

骨针比例的研究;

( 3)采用离心管方便骨针的反复清洗, 获得的骨

针标本中不含铬酸以及海绵有机体水解后的产物, 确

保骨针玻片背景清晰. 与 Tabachn ick ( 2002年 )介绍的

在玻片上直接进行海绵消化的方法
[ 4]
相比具有结构

完整,清洗便捷、充分的优点.



 图 1 改进的铬酸消化法制作的海绵骨针

 F ig. 1 The spicu les of sponges produced by chrom at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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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fabr ica tion o f sponge sp icule is introduced in th is artic le. The ma in approach o f this m ethod as be low: sponge spec im en

is added in a 1. 5 mL p lastic centr ifuge tube, tw o or three drop of chroma te so lution is added into the tube, then thewho le tube is incubated in

50~ 60e water fo r 2~ 3 m in. A fter a ll the organ ism is dig ested, the spicu les arew ashed three tim es using d istilled w ater. A fte r that the spic-

ule is ready to ob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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