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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胃的迷走神经节前纤维的起源

—
用辣根过氧化物酶( HP R )法研究

翅苏 健犷 自
门

闷 卜幼 卜人卜

( 西北农学院牧医系解剖教研组 )

摘 要

用 HP R法逆行追踪了到胃壁去的迷走神经节前纤维 的起源
。

将 7 ~0 1%HRP 100 一

0 2。微升分点注入仔猪的胃壁
,

将脑干连续冰冻切片用邻联茵香胺绿色反 应成 色 , 置明

视野显微镜下观察了标记神经元的分布
。

1
.

不分注射部分
,

H R P标记细胞在两侧背迷核中大致呈对称性分 布
, 而 无一侧优

势的存在
。

2
.

H R P注射于全 胃壁
, 标记细胞分布于背迷核除前 中区和后中区外 侧缘 以 外的全

长范围内
,

尾端可延伸到第一颈髓
。

幽门部注射川标记细胞分布状况基本 同全 胃组
,

但幽

门部标记细胞主要沿着核的 内侧部分布
,

且在核的尾端无标记
。

3
.

背迷核 中标记细胞
,

以前中区最多
,

后区最少
。

4
.

在各例 胃壁注射 H R P后 , 在 门和门以上的亚极后区有零星的标记细 胞
,
这 与胆

碱醋酶法和 电生理学方法的结果相一致
, 在门以下时孤束 内侧核尾侧半未见标记细胞 :

5
.

除三例幽门部注射外
,

在第一颈髓的巾间外侧核出现成簇的标记细胞
, 在中间外

侧核与中央管之间的地带也有零星标记细胞
,
有两例在灰质背连合核出现标记细胞

。

这

个结果未见文献报导
。

以上结果表明支配胃的迷走神经节前纤维起源于背迷核 的全长
,

而以核的前中区最

多
。

亚极后区
、

第一颈髓的中间外侧核
、

背连合核也发 出少量迷走节前纤维支配胃
。

6
.

本文对背迷核 的功能进行了讨论
。

砚沪 嘴护
`

明声昭少司户叫卜叫户叫 p
.

砚产砚卜创夕吠夕 司卜
.

` 乒喊夕硒 , 叼葵` 诏笋弓乡谈价
叫西加诏户心卜 诏夕侧毖, 昭价昭产喊夕喊多、心沪司户褪笋司产司夕司户叫产

引 言

迷走神经 中的副交 感节前纤维是内脏反射中的重要传出通路
,

因而为临床实践及针

灸原理研究所重视
。

1 8 9 7年 M a r in e s c 。 根据切断迷走神经后
,

迷走运动背核出现的染色

质溶解现象提出迷走神经内脏运动成 分的节 前纤 维 起 源 于背 迷 核
,

以 后 又为 C aj al

( 1 9 0 9 ) 采用 G ol g i技术所进一步证实 ( K c e r 1 9 6 7 )
。

迄今为止
,

在一般神经解剖学的

专著中似乎 已为定论
,

皆认为迷走神经副交感节前纤维起始于迷走运动背核
。

本世纪 以来
,

特别是 70 年代很多新技术 的问世
,

研究者们 由子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以及不同的实验对象
,

其结果常常有差异及分歧
。

文献 中已见 到用 兔 ( G et z和 S ir n es

染质溶解法 1 9 4 9 〔̀ ’
李 继 硕 等 H R p法 1 9 8 2 工̀ 8 ’ )

,

猴 ( M i t e h e ll和 w a r w i e k ,

染 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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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 5 5 9〔2 ’ )
,

猫 ( M o h i u d d i n 染质溶解法
、

];反行 溃变法 1 9弓3 t 3 ’ ,
Y a m a m a t o

等H R P法
〔` 〕里见肇等 H R P 法 2 9 7 7 〔` “ ’ ,

N a v a r a t h a n 和 L e w i s
胆碱醋酶法 1 9 7 5 〔6 ’ ,

K e e r 生理学

方法 1 9 6 7
、

1 96 9 ’ “ “ ? 〕 )
,

绵羊
、

山羊 ( B o l l染质溶解法 1 9 6 0 工8 ’ ,

H
a r d i n g 和 L e e k 电生

理学方法 〔 g ’ )
,

牛 ( K i t C h e l l染质溶解法 2 9了7 「̀ 。 ’
)

,

大白鼠 ( L e w i s
等胆 碱 醋酶法

1 9了。 `

川 ) 等动物作实验对象进行了这方面时研究
,

猪的资料还未见报导
。

目 前对于诸

如迷走运动背核是否为迷走节前纤维的唯一妞始核
,

.

早
.

否江有 甘它核团也发出迷走节前

纤维
,

支配胸腹腔脏器 的迷走节前神经元六背迷权 中
一

育无 一 宁的定位关系
,

如何解释不

同方法
、

不同实验动物研究结果 之间的分歧等问题上尚无 定沦
。

为此选 用猪 以 H R P法

对其迷走节 前纤维起源 的定位进行了研究
。

材 料 和 方 法

选 20 日令左右 (体重为 1
.

了一 3 公斤 ) 未断奶的健康仔猪
,

将 7 ~ 1 0’ % H R P (S ig
-

m a

VI R Z 3 或上海东风厂 R Z ) 3 ) 10 。~ 2 0。微升注入胃壁
,

均匀选点
,

共 40 ~ 80 个

点
。

术后存活 3 天 , 用 含 1 %多聚 甲醛和 1
`

:: 5 %戊二醛的。
二

I M磷酸盐缓冲液 ( p H 7
.

4)

经心脏灌注
,

取脑干和第 一颈髓作熨卜厚的连续冰冻切片
,

按 E d w 。 r ds (
’ 7 9) 邻联 简香

胺绿色反应成色
,

材料全部贴片
,

一套不复染
,

一套用 中性红复染
,

用明视野观察
。

共用仔猪 1 3只 夕 全 胃壁注射 6 例 ( P
。

P
:

P
。

P
; 。

P l ; P : :

)
,

各例酶注射点 均遍布

子胃各个部位
,

其 中 P
l l

为切断一 侧颈迷走神经干的 对照 实验
。

责 门 侧 注 射二例 ( P .I

P : ,

)
,

将酶注射于胃小弯至大弯中部连线的胃左侧前后壁
。

幽门部注射三例 ( P
。

P , P户
,

其中 P
4

仅将酶环形注入幽门
。

胃前壁注射一例 ( P
: :

) 和 胃后壁注射一例 ( P
Z。

)
, 其注

射点分别遍布于整个前壁和 后壁
。

选材料完整者 6 例 ( P
、 。

P , :
P : 。 P 1 7 P

。
P , ) 按分

区进行标记细胞计数
,

并描绘了标记细胞分布状况图
。

结 果

一
、

猪迷走神经运动背核 ( N u 。 l e u s n e r v i V
a g i d o r s a l i s m o t o r i u s ) 的 分区和

范围
。

为了便于定位
,

将背迷核 以门为标志划分为四 个区
: 前 区

、

前中区
、

后 中 区
、

后

区
。

门至前极等分为二区
:

前区和前 中区
夕

门以下
,

由于尾端界限难 以划定
,

将背迷核

紧连门以下的部分相当于门以上阴二分之一切片数划分为后 中区
,

后中区以后全划入后

区
。

猪 的背迷核粗而长
,

和反色动物的相似
夕

特别是门以上的前中区最粗
。

在背核相同

部位的横切面上其细胞数多于猫
、

兔
、

猴 等动物
。

背核门以上长约 3
.

2一 3
.

8毫米
,
前极

达舌下神经核前极较前方
, 髓纹出现的断面

。

门以下长约 7 毫米 以上
夕

后区核变细
, 从

舌下神经核尾极以 后断续地伸达第一颈髓 (成年动物未作观察 )
。

背迷核的横切面长轴在后 中区呈内外方向
,

向前随着第四脑室的开张
,

逐渐转为腹

背方向
,

至前极核变细
,

远离脑室位居深层
,

该核主要由 3 5件以下的中小细胞 组成
,
以

2 5件以下的小细胞 占多数
,

40 卜左右的大细胞很 少
二

二 、 支配 胃的迷走节前神经元在延髓及第一颈髓中间带 的分布状况

1
.

将 H R P分点注入拿胃壁
,

如图 I ( P
; 。 )

、

图 2 ( P : 2

) 所示 (其它各例结果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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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2

图 1
.

2P , 。 P : 2

号猪 全胃壁注射 H R P后
,

背迷核
、

中间外侧核
、

亚 极后 区等 部位

(腹背方 向观 ) 的标记细 胞分布状况示意图
。

( 图中断面 系根据 6 片选 出

一 片的图像
,
后 同 )

相 同 )
。

其标记细胞分布于两侧背迷核 由咀极至第一颈节尾极的全长
,

只有在门上下的

前中区和后 中区
,

核的腹外侧缘部分无标记
。

前区和后区
,

标记细胞在核 内弥散分布
,

无定位关系
。

前 中区的标记细胞最多
,

后 中区次之
,

前区和后区随着核变细
,

标记细胞

数相应减少
,

后 区最少 (见表 )
。

左右两侧背迷核标记细胞数无明显差异 ,
大致呈对称

}生分布
。

在门和日以上的亚极后区
_

( A r e a s u b p os tr e m a) 出现散在标记细胞
夕
与背迷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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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图 3
.

4 P
。 、

P ,
号猪幽门部注针 H R P后

,

记细胞分布状况示意图
。

圈
,

斗
.

背迷核 (腹背方向观 ) 等有 关部 位 的 标

的标记细胞相似
, 唯距背迷核较远部位的零星标记细胞酶反应颗粒浅淡

。

在各例第一颈节 的中间外侧核都观察到成簇的标记细胞
。

该核不连续
夕

向后可延伸

达第二颈节咀端
,

向前可延伸达延髓尾端
夕

压中间外侧核与中央管之间地带也有零星标

记细胞
。

将 H R P注入胃的贪门侧
,

如图 5 ( P ; 。 )
、

图 6 ( P
, 7

) 所示
。

基本 同全 胃注射
。

唯

这两例意外地在第一颈髓中央管背侧灰质背连合核内出现一些标 记细胞
。

P : ,在前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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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5

图 5
.

6 P : 。 P : 7
号猪贪门侧 注射 H R P后

记细胞分布状况示意图
。

图
t
_

背迷核 (腹背方向观 ) 等 有关 部 位 的标

和后 中区标记细胞有向背迷核外侧部集中的趋势
。

P
, ;
为手术对照 ( 图 7 ) ,

仅用 n m g ( 7 % ) 的 H R P注入胃壁
,

立即切断一侧颈迷

走神经
,

在对侧结状节和背迷核全长出现大量的标记细胞
。

和 其它 材料相比
,
标记最

浓
,

数量最多
,

庄前中区的一个横切面上标记细胞最多达 7 6个
。

对侧的亚极后区和中间

外侧核亦出现标记细胞
。

手术侧的结状节
、

背迷核
、

亚极后区和中 间外 侧核均无有标

记
。

2
.

将 H R P分点注入幽门部
,

如图 3 ( P
6
)

、
`

图 4 ( P
7

) 助 补
。

在两侧背 迷核均出

现标记细胞
, 两侧标记细胞数无明显差异

。

在后 中区和前 中区甚至前区
,

标记细胞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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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屯岌
.

{决口 天乡

毯址夕}贬 \ 史

口 }亡二
洲

区

一
、

后且一)一)几今少。。曰必。乙。。,

阉
,

了

图 7 P
: :

号猪切 断一侧 颈迷走神经干
,

将 H R P注 入 全 胃 壁 , 背迷 核 ( 腹背 方向

观 ) 等有关部位标记细胞分布示意图
夕 亚标明背迷核各区和 第一颈 节的大

致范围
。

集中于背迷核的内侧部
, 其 中 P。尾极未出现标记细胞

,
而且后区出现的标记细胞最少

,

仅占 5 %
。

门 以上的亚极后 区亦 出现零星标记细胞
,

两侧第一颈节中间外侧核均未见标

记
。

P
4

因仅注射于幽门
,

标记细胞更集中于背核靠近脑室和中央管的内侧部
,

在后 中区

尾端以后再未见标记 ( 因材料不完整未作细胞计数 )
。

3
.

胃前壁 ( P
Z 、 ) 和胃后壁 ( P

2

0) 注射者
夕

其标记细胞分布状况基本同全胃
,

其中

P
Z ;的中间外侧核标记细胞伸延至第二颈节

。
. · `

: _

4
,

标记细胞的形态多种多样
,

有多角形
、

三角形
、

棱形
、

园形和椭园形等
, 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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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微米 ~3 5微米的中小型神经细胞
,

背迷核尾端和颈髓 中间外侧核的细胞以园形
、

椭园

形的 20 一 2 5微米的小细胞居多
,

迫 背迷核门以上的前中区偶见切微米左右 的大细胞
。

5
.

由 6 例背迷核各区标记细胞数统计结果 (见表 ) 表明 :
背迷核前区共有标记细胞

2 , 2 3 6 ,

占 1 7 士 7
.

3 % , 前中区 5列 6 2 ,

占4 1
.

选士 5
.

6 % ; 后 中区 3 , 5 0 6 ,
占2 6

。 _

8 士 7
.

2 % ,

后区 2 ,
0 3 4 ,

占 14
.

8 士云
.

3 %
。

以紧接门以上 的前中区最多
,

后区最少
。

(见明视野显微

照片 )

讨 论

一
、

关于支配胃的迷走节前神经 元在背迷核中的分布

将 H R P注入胃壁
,

在两侧背迷核出现大量的标记细胞
,

表明胃的迷走 节前 纤维起

源于此
。

但迄今为止
,

用染质溶解法
、

胆碱醋酶法和 H R P法研 究牛
、

羊
、

猫
、

狗
、

猴
、

兔
、

大白鼠等动物胃的副交感节前神经元在背迷核中的分布状况还无一致的结果
。

G e t z 和 5 1: n e s
( 1 9 4 9 ) 用染质溶解法研究的结果表明

,

支配兔腹腔器官的节 前神 经元

位于背迷核除尾端以外的核的全长
,

但主要在核 的紧接 门 以 上 的部 分
。

李 继 硕 等

( 1 9 8 1 ) 用 H R P法 的结果表明
,

支配兔胃前壁的节前神经元位于背迷核 除吻
、

尾端外

的亘核的全长
,

但以门上下最为密集
。

H e s t e n
( 1 9 2 4 ) 的研究表明

,

支配狗的 腹腔器

官的节前神经元位于整个背迷核 ( B e l l 1 9 6 0 )
。

M i t e h e l l和 W
a r w i e k ( 1 9乓6 ) 的研究

表明
,

当切断迷走神经时 , 猴背迷核的外 侧缘
,
大多数小神经细胞没有染质溶解变化

,

认为这是感觉神经元
,

因而提出背迷核是一个兼有感觉和运动神经元 的 混 合 型 核
。

B e n ( 1 9 6 0 ) 用染质溶解法证明
,

绵羊和山羊的胃代表区位于背迷核紧连 门 以上 的部

分
。

K it c h e
ll ( 19了7 ) 在牛上也得出类似结论

:

支配腹腔器官的节前神 经 元 80 % 位于

前极至门
,

大约有 50 % 的细胞位于前中区
。

里见肇和 Y a m a m at 众 ( 19 7 7 )甩 H…
`

R卫法的研

究表明
:

支配猫胃的节前神经元在背迷核 中沿着从咀极到尾极的内侧部分布 的 定
一

位关

系
,

而且可延续到上颈髓 的中央灰质
。

L e w is 用硫胆碱技术 ( T h io 。 h ol in e
`

T e c h in 几 -

ue ) 的研究结果表 明
:

支配大 白鼠腹腔器官的节前神经元位于背迷核的全长
,

而且存在

着左侧优势
,

即左边背迷核主要支配腹腔器官
,

右边背迷核主要支配胸腔器官
。

C io l和

N o k g r e n ( 1 9 8 0 ) 〔̀ 2 ’将大 白鼠隔下迷走神经断端用 H R P 浸泡
,

其标记细咆甚至超出背

迷核咀尾端界限
,

而且也在疑核观察到标记细胞
。

一

本实验的结果和上述提到 的前人的结果都有相似和不同之处
,

归纳起来
,

有 以下几

点 :

1
.

本实验各例
,

标记细胞均出现于两侧背迷核
,

大致呈对 称性 分布
。

这与大多数

前人的结果一致
夕

唯与 L e w is 关于支配大 白鼠 腹腔器 官 的 背迷 核左侧 优势的 结果不

同
。

“
.

根据背迷核四个区标记细胞计数可以看出
夕

前中区最多 , 其典为后 中区
,

第三为

前区
,

后区最少
。

这与 B e n和 K it c h e ll 在绵羊
、

山羊和牛上所 作竺结爆
, G e tz 和 李继

硕 等在兔子上作的结果都有相似之处
。

3
.

在 背迷核 中标记细胞纵贯于核的全长
, 这与 L e w i : 和 H e s t e n

分别在
’

次白鼠 和狗

上所作结呆一致
,

而且断续地伸延到第 一颈髓的中央灰质
,

这 与 里见
、

Y
a m a m a t O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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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上所作约结果近似
。

在背迷核前中区和后 中区
,

核的腹外侧缘细 胞 无 标 记
,

这 与

M i t 。 h e l l在猴上所 作结果相近
。

4
.

三例幽门部
,

待别是其中一例幽门环形注射例
,

其标记细胞均沿着 核 的 内 侧部

分布
,
未注射幽 门部的 P : 。其标记细胞向核的外侧部 集中

,

恰与 全 胃 出现的 结果相吻

合
,
是否存在这种内外定位关系

,

因例数少
,

尚不足以下结论
。

关于背迷核 中节前 神经元的分布
, 用不同方法在不同动物上所作的结果不一致

夕

其

原 因何在 ? 作者认为
,
染质溶解法和胆碱醋酶法都是以切断迷走神经干后

,

观察背迷核

中细胞 的逆行变化所得
.

沟结果
。

由于受方法的限制
,

很难对支配一个器官 的节前神经元

作出精确的定位
。

N a v a r at h a n 和 L e w is ( 1 9了5 ) 认为
,

在背迷核中按照胆 碱 酷 酶 成

分
,

至 少可 以识别出两种神经元
,

绝大多数 ( 4 / 5 ) 类似于躯体运动神经元
,

仅含 有胆

碱醋酶
。

其余少数神经 元含有拟胆碱醋酶
,

在核的尾 部占优势
,

并非各种类型 的神经元

对 切断轴突都呈现同样 为反应
。

M
a k a p 。 。 ( 1 9 7 8 ) 〔20 ’在文献综述 中 指出

,

当切 断轴

突以后
,

所 表现出的神经元染色质溶解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动物 的种类

、

年令
、

所

追踪 的纤维类型
、

长度
,

从损伤轴突到细胞体 的距离
,

动物感受的时间
,

轴突侧支的存

在或缺失等
,

因而采用这个方法通 常不易得到恒定的结果
。

即使是 H R P 法 由于 成色反

应 ( D A B法
,

O
一

D法
,

T M B法等 ) 灵敏度不同
,

其结果也有差异
。

通过比较 研究表明

动物背迷核的发育有明显的种属间差异 ( K i t o h e ll
、

1 95 6 )
。

由此可见
,

这些研究其所

以结果不一致
,

其研究方法及动物种属 的差异都是存在的
。

本实验采用小剂量多点 的方

式
,

将 H R P注射于全胃壁
,

其结果可 以代表支配 胃的副交感节前神经元在 背迷 核 中分

布的全貌
。

二
、

关于亚 极后 区 ( A r
ae S u b p o s t r e m a) 的一些 细胞 发 出纤维加入迷走神经向外

周才受射 的问题

多年来 由于生理学方法与形态学方法在探 讨迷走神经节前纤维的功能和起源方面出

现矛盾
,

研究者们一直在寻求背迷核以外的起始核
,

然而染质溶解法未能奏效
。

N a

va
-

ar t h a n 和 L e w is ( 19 75 ) 观察到迷走神经切断后
,

不但背迷核的胆碱醋 酶和 拟 胆碱醋

酶在 2 ~ g 周内耗竭
,

亚极后区也同时耗竭
,

这个相对的快速反应不像一个跨越神经元

的变化
,

所 以认为亚极后区一些细胞也发出纤维通过迷走神经向外周投射
。

H ar d in g和

L e e
k ( 1 9 7 1 ) 用微 电极记录了绵羊后脑中门和 门以上 4 m m激发前胃收缩同步发 生 的活

动单位位于背迷核内和 背迷核的背外侧 o
.

s m m 范围内
。

这个背迷核背 外侧 部位就 相当

于亚极后区
, 这 与组织化学法的结果相吻合

。

里见
,

Y a m a m at 。
等 ( 19 7 7 ) 在追踪 胃的

神经起源时
,
在 门以下的孤束 内侧核 ( m e d i al s川 i t a r y n u C l e u s ) 尾侧半发现 较多的

标记细胞
,

提出胃是由背迷核和孤束内侧核双重支配的
,

然而业极后区 占据孤束 内侧核

咀侧部
,

他们为发现是孤束内侧核尾 侧半
,

就其部位是不一致的
。

因此
,

他们认为进一

步研究亚极后区的尾侧范围是必要的
。

本实 验未能 在 孤束内侧核的尾侧半找到标记细

胞
,

而在亚汲后区找到散在的零星标记细胞
。

这与李继硕等的结果一致 , 因而从形态学

上证实了组织化学法和电生理方法的研究结果
, 即亚极后区有神经细胞发出纤维向外周

役射
、
但是标记细胞数量少

,

可能与本实验只限于 胃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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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关于第一颈 节中植物性节前神经 元 的分布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

在第一颈节除背迷核 延伸于此外
,

在中间外侧核
、

灰质背连合

核有成簇的标记细犯
,

个别例 ( P
2 1

) 中间外侧核的标记细胞可延伸至第二颈 节
,

从中

央管到中间外侧核之间的地带 也有散在标记细胞
,

这说明猪胃迷走节前纤维的起源还应

包括第一颈髓
,

这个结果未见文献报道
,

这是动物种属差异还是方法问题
,

值得进一步

探讨
。

文献 中曾提到 中间外侧核可能不仅存在于胸腰段脊髓
,

而且分布于脊髓全长
, 不

过较为变小
。

但 lF i e g e r等 ( 1 9 7 9 ) ￡“ ’ 报导
,

猪 的中间外侧核仅从第 八颈 节达 第 5 腰

节
,

而不包括第一颈节
。

B r e a iz l e 「̀ 7 ’描述猪的疑后核是颈髓 中间外侧部向延 髓的延伸

部分
,

向前可伸达下橄榄核尾部四 分之一
。

本实验的尼 氏染 色连续切片观察与此一致
,

颈髓的中间外侧核与延髓的疑后核是连续的
,

但标记细胞出现部位在 颈髓 的中 间外侧

核
。

因而继续研究植物性节前神经元的存在节段是必要的
。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

第一颈髓 中央管背侧的背连合核以及 中间外侧核有标记细胞的

存在
。

H a n c o c k等 ( 1 9了9 ) ￡’ ” ’用 H R P法追踪大白鼠腹下神经的节前神经 元在 脊髓 的

分布时
,

发现大多数 (8 1% ) 标记细胞沿 L
:

~ L
Z

灰质连 合中线形成一个连 续 的细 胞柱

即背连合核
,

少量的出现于两侧中间带的中间区和外侧区
。

N i 。 1 〔 , . ’
( 1 9 8 0 ) 用 H R P法

证 明支配猫食管下部括约肌 ( L o w e r e s o p h ge al
s p h in c t e r ) 的节前 神经 元位 于背

迷核和疑核以及两核之间的地带
。

C io l ( 1 9 7 9 ) 发现隔下迷走神经起 源于背 迷核 和疑

核
。

综上所述
,

在延髓植物性节前神经元位于背迷核
、

疑核 以及两核之间的地带
,

在脊

髓植物伯节前神经元位于中央管背侧到中间外侧核一带
。

可能都与胚胎期中的细胞迁移

过程有关
:

背迷核和背连 合核是未曾迁移的细胞群
,

疑核和中间外侧核是迁移了的细胞

群
,

两核之间的细胞代表迁移不全
。

四
、

关于背迷核及有关部位功能的探讨

综 合本实验及前人的结果
,

迷走神经节前纤维有较为广泛的起源
:

包括背迷核
、

亚

极后区
、

第一颈髓
、

疑核等
。

但从标记细胞 出现的数量来看
,

背迷核无疑是 占绝对优势

的起源地
。

k e e r ( 1 9 6 7 , 19 6 9 ) 用猫作实验
,

破坏一侧背迷核
,

动物存活 9 一 44 天后
,

于损伤同

侧与对侧用 电刺激颈迷走神经
,

观察心脏
、

食道
、

十二指肠和肺的活动
,

发现损伤侧和

对 侧均能诱发出迷走神经抑制内脏的反应
,

两侧无明显差异
。

又观察了颅内切断舌咽
、

迷

走和副神经根后
,

刺激颈迷走 神经 的反应
,

实验动物内脏运动反应消失或有不典型的反

应
。

据此认为背迷核与引起内脏壁收缩无关
,

可能发出支配内脏上皮 腺体活动的纤维或

控制其代谢功能
,

而迷走神经中的内脏运动纤维起源于和疑核一起伸延的外侧网状结构

中
。

但这样的推论找不到形态学依据
。

K i t 。 h e n ( 1 9 7 7 ) 认为反自动物拥有发达的瘤胃

和 网胃
,

实际上没有腺体结构
,

然而反色动物却有最发达的背迷核
。

因此对 k
e e r的推想

提出异议
。

H ar d in g和 L e e k ( 1 9 7 1 ) 认为
,

对于内脏运动神经元存在 部位不 一致的看

法
,

是由于迄今不能区别 中间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以及运动神经元的轴突和迷走神经的

感觉纤维
。

他们用 电生理学方法证 明绵羊后脑中激发前胃收缩同步发生最多的单位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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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迷核 内
。

这个结果肯定了背迷核的内脏运动功能
。

此外
,

背迷核范 围很广
,

K e e r 的

实验能否将背迷核从前极第一颈髓完全破坏是值得怀疑的
。

何况亚极后区
、

第 一 颈髓和

疑核的节前神经元以及壁间神经丛中枢外反射孤
.

自存在
,

其代偿咋用都是不 可忽视 氏
。

K e e r
( 1 9 6 9 ) 作舌咽

、

迷走和副神经根切断
,

不但较完全地阻断迷走节前 纤 维 的传出

通路
,
而且破坏了对内脏运动起重要作用 的传 入通路

。

迷走神经 一级 传入 纤维和背迷

核
、

孤束核
、

三叉神经脊束核
、

巨细胞网状核
、

小细胞网状核小脑有较为广泛的联系
,

迷走神经传入纤维尚有皮层代表区
,
内脏运动肯定是 一个复杂的反射活动

,

还受到高级

中枢中脑
、

下丘脑
、

大脑皮层 的调节
,

破坏一侧背迷核
,

刺激 同侧颈迷走 神经的传入纤

维亦可影响到对侧背迷核的功能
。

此外
,

我们在研究下脑干向脊髓的投射时
,

在对侧背迷核中发现了标记细胞
,

据此

可以认为背迷核除了传统地认为是一个副交感节前纤维起始核外
,

还发出纤维向脊髓投

射参与其他反射活动
。

综上所述
,

虽然本实验以及前人的研究从形态学方面证实迷走神经节前纤维起源部

位较为广泛
,

但背迷核及其它部位是如何实现对内脏运动
、

分泌功能的调节
,

背迷核向

脊髓发出的对侧投射有何生理学意义
,

如何达到形态与机能研究的统一
,

有待进一步深

入探讨
。 ’

明视野显微照片说明

1
.

背迷核 中的标记细胞 x 3 3 o

2
.

P : 。
第一预 节灰质背连合核中的标记细 胞 x 33 0

3
.

上预 健中央灰质的标记细胞 x 1 65

4 : P
,

标记细胞分布于 背迷核 靠近脑室的内侧部 X 1 65

5
.

中间外侧 核中的标记细胞
义 16 5

6 ,

第一颐 节中间带区的零星标记细 胞 x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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