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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内脏大神经交感节前神经元

的定位和分布节段一用H R P法研究

田九畴 高奇峰 雷治海

(西北农业大学 兽医系 )

摘 婴

用 H R P 法对奶山羊内脏大神经的节前神经元在脊髓的分布部位及 节段 进行 了研

究 ,
结果表明

,
内脏大神经的节前神经元分 布于 胸 ( T 。

— 腰 ( L
,
) 的十 二个节

段
, 越向胸 髓尾端

,
标记细胞趋于增多

, 主要集中于 T 卜 , 。节 内 ,
而 以 T

: 、

一
、 2

节标记

细胞最多
, 其高峰在 T : : ,

标记细胞分布于脊髓手术同侧 的五个区
, 即中间外 侧核 主部

(I L
P

)
、

中间外侧核索部 (I L
f

)
、

中介核 (I C )
、

腹角外侧缘核 ( L M )
、

中介核旁

室管膜部 (I C p e) , 但 95
.

51 % 的标记细胞集中在 I L
P 。

标记细胞多为梭 形
、

三角形或

椭圆形
。

50 微米以下者 占73
.

35 %
,

50 微米 以上者仅 占2
.

” %
。

此外
,

在腹 角 中央外侧

区 ( C L ) 也发现标记细胞
。

内脏大神经是支配腹腔器
`

自均重要神经
,

一直成为兽医临床
、

针灸针麻原理研究和

医学
、

生物学等学科教学
、

科研感兴趣
.

沟重要课题
。

尽管早已有人
〔吕, ` “ , ’ ? , 对各 种家畜

内脏大神经做过研究和描述
,
但都只限于大体解剖水平

, 没有涉及 到节前 神经 元
。

本

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 国内外不少人在大 鼠 〔 , ` , 、

豚 鼠 t` 2〕
、

兔 〔 7 , 、

猫 t Z
, . , ’ 0 , ` . , 、

狗

” ’ ` . , ` ” 等动物上用 H R P法从不同角度进行实验
,

探讨内脏大神经节前神 经 元 的 定位

及分布节段
。

从他们 的实验结果可 以看 出
,
内脏大神经节前神经元在 脊髓内 的 定 位和

分布节段
,

不同的动物
, 具有某种共同的规律

,

但不是千篇一律
。

关于奶山羊内脏大神

经节前神经元的定位和分布
, 目前尚未见报道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此项研究
,

供兽医临

床
、

针灸针麻原理和有关学科教学
、

科研 参考
。

材料和方法

选 10 日龄左右叮奶山羊羔
,
性别不限

。

腹膜腔麻醉后
, 暴露左侧内脏大神经

。

以 10

微升 30 % H R P (上海东风厂
, R Z 二 2

.

5一 3 ) 或 10 微升 C T 一 H R P (霍乱毒素一辣根过

氧化物酶
, 上海东风厂 ) 或二者 (每种量不变 ) 分点注入每只动物的神经干内

。

或注射

H R P后 , 继 以 H R P糊涂抹神经干的近侧断端
。

在注射和涂酶过程中
,

采取了防止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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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组织的措施
。

术后第三天
,
穿心经主动脉依次灌注含。

.

9% N
a

CI 的。
.

I M P B S (州
7

.

4) 4 00 毫升
,
含 2 % 多聚甲醛和 1

.

25 %戊二醛的 P B S ( 4 ℃ ) 1 5。。毫升及含 10 %蔗搪

的 P B S ( 4 ℃ ) 4 00 毫升
。

务求在一小时灌注完毕
。

随即取脊髓 ( q 一 L 3 ) 置 含20 % 蔗

糟的 P B S中
,
在 4 ℃下过夜

。

冰冻连 续横切
,
片厚 50 微米

, 隔九取一
, 以 T M B 反应

, ”

中性红复染
,

明视野观察
。

标记细胞 以具有胞核
,
标记物清楚者为观测计数对象

。

共实

验九例
,
选结果有代表性的五例进行分析

。

观察结果

一
、

出现标记细胞的脊位节段

标记细胞出现于 T
3

一 L
.

脊髓节段
。

其中除 T ,和 L
,

两节的出现率各为 3 / 5以外
,

T一
: 3

十节在每例均有标记细胞出现 (表 1 )
。

二
、

各脊髓节段内标记细胞的数量关系

各脊髓节段 出现的标记细胞数
,

有从颅侧向尾侧明显增多的趋势
。

五例在 T
: 一 L

:

十

二个脊髓节段共出现标记细胞 2 , 3 15 个
, 其中 1 , 9 60 个分布于 T 。 一 ; 3

六个节段
,
占总 数的

8 4
.

6 7% ; 1 , 5 7 3个分布于 T
: 。 一 , 3

四节
,
占 6 7

.

9 5 ;百 ; 7 6 5个分布 于 T
, , 一 , 2

两节
,

占3 3% ,

T
, :

一个节有标记细胞 54 。个
,
占23

.

32 % (表 1 )
。

表 1 脊被各节段出现的标记交感节前神经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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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标记细胞 (交感节前神经元 ) 的定位

标记细胞分布于脊髓手术侧五个区
,
各相当于 eP t r a s和 C u m m i瑰

s 『̀ ’ 〕
命名的 相 应

核团 (表 2 , 8 )
。

1
.

中间外侧核主部 (I L
,

)
; I L

,

紧挨中间带外侧缘
。

五例共出现标记 细 胞 2 ,

21 1

个
,
占脊髓标记细胞总数 ( 2

, 3 1 5 ) 95
.

51 %
,

标记细胞出现率为 5 / 5
。

分布节段为 T : 一 L
: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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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臀翁中出现标记 细胞核昆的分布节段

L丁TT动物

、
\

、

标记

脊髓节

…
T

3

}
}

…1 7

T
4

细胞 \

T
。

I T
: 。

合计

I L P
7选 7 3 7 9 9 1 1 4 3 2 2 0 3 1 9 40 9 5 2 4 2 5 9

21 1

3 乃}3 3 0 !3 5 7!4 2 1 16 4 7 19 9 5114 盛3}1 8 50 123 了0{1 1 71}0

I L
f

1 0

2
.

9 8 8{2 20 5 9 11 1 76}29 41 }5 8 8 }1遵71

00

一n口一八自一ù乙勺ù,一土

数%一数%一数%一数%一数%

I C

…竺…兰
{

”

1

}土{
-

{
0

}

…上…兰
} O

{
}

“ }

)
1

…竺
1 0

1
。

1

1 1

3 3 13 3 3 }3 3 3【3 3 313 3 3 }6 6 7 }3 3 3 136 67 }23 3引1 3 J3

L M
1 3

_

0 1.4 3 5 }26 09 113 0 1 7
.

39 3 5 {1了
_

39

0

1

一 O七

I C P e

C L

……
万 }

, …`

{
8

{
O

{
3

{
1

{
。

土…竺…竺 {燮}土…燮…竺…上
.

。
…
“ …1

{
“
}

1

}
。

{
”
{
”

。 …。 …2 5
·

o
{
5 0

·

o {2 5
·

o…。 …。 …“

2
-一00

. .一à

数%

裹 3 各核团标记细胞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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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666 2 4111 2 777 444 666 888 000 000 888 000 000 888 22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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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 1 888 刁 1 111 8 333 444 444 444 000 000 222 111 111 333 111 111

44444 11111111111 111 11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OOO 000 OOO 00055555 1 222 8000 3 6 333 666 555 888 感感 000 444 222 000 000 11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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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合 计计 5 888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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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
, 2 1 111 3 444 3OOO 2 333 1 333 444

%%%%% 9 5
。

5 111 1
。

4 777 1
。

3 000 0
.

9 999 0
.

5 666 0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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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十二个节段
。

在 T
。 一: 3

六节共出现标记细 胞1
,
8 74 个

,
占本核标记细胞总数 (2

, 2 1 1 )

84
.

76 %
.

T : 。一 :
四节有标记细胞 1

,

51 1个
,

占总数 6 8
,

34 %
。

T
,: 一 , :

两节有标记细胞 93 3个
,

占4 2
.

2。%
。

高峰在 T
, 2 ,
有标记细胞 5 2 4个

,

占23
.

” % 。
标记细胸为多极梭形或近 圆形

,

分布于核的各处
, 或密集成群

, 或零星散布
,

2
.

中间外侧核索部 (I L
,

)
. I L

,

在邻近 I L p的侧索内
,
标记细胞出现率为5 / 5

,
分布

节段为 T一 L
,

( T
: 3

节中断 )
。

五例共出现标记细胞 34 个丁
`

占脊髓标记细胞总数 1
.

46 %
,

多为中等梭形细胞
,
横向排列

。

3
.

中介核 (I C ) . IC介于 I L p与中央管之间
。

标记细胞出现率为 4 / 5
,
分布节段为

T`
, : :

连续十节
。

四例共出现标记细胞30 个
,
占总数 1

.

30% , 主要为中等梭形细胞和小脚

形细胞
。

4
.

中介核旁室管膜部 (丁C p e) . I C p e
紧挨中央管的背侧或背外侧

,

标记细脸 出现

率为 4 / 5
,
分布于 T卜

: :

之间不连续的八个节段内 ( T 。 , , 川三节中断 )
。

四例共出现标记

细胞 13 个
,
占总数队。

.

56 % , 主要为中
、

小梭形或椭圆形细胞
,
横向排列

。

5
.

腹角外侧缘核 ( L M )
:

L M位于腹角外侧缘中部
,
细胞顺长排列

,

出现率 为 4 / 5
,

分布节段 T
, 一 L

J , 四例共出现标记细胞 23 个
,
占总数 0

.

” % , 主要为中等长多极细胞
。

另外
, 在两例的 T 。 一 l :

节段
,
在腹角中央偏外侧区 ( C L ) 共发现四个标记细 胞

,
占

标记细胞总数。
.

17%
, 因未见报道

,
名称及英文缩写是根据位置暂定的

。

分析与结论

1
、

方法学探讨

关于 H R P和 C T一 H R P的敏感度以及固定剂
、

反应剂
、

动物 个 体 和 其 他 因素对

H R P实验效果的影响等问题
, 早 已为人们所关注

。

现仅就实验中所采用的 方法 对 其效

果的影响进行分析
。

实验中
,

对动物采用 了四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

第一种
,

只给神经干内 注 射 10 微升

30 % H R P ( 4 号例 ) ; 第二种 , 只注封 10 微升 C T一 H R P ( 1 号 ) ; 第 三 种 , 在注 射

H R P后又以 H R P糊涂抹神经干近侧断端 ( 3 号 )
; 第四种 ,

除了注射 H R P外
,

另 加注

同样量的 C T一 H R P ( 2 号
、

5 号)
。

从标记细胞 出现的脊髓节段 (表 1 ) 来看
, 1 号 ( C T一 H R )P 在 T

:

(最 前 ) 和 L
,

(最后 ) 两节 , 2 号 ( H R P + C T 一 H R P ) 在 T
l

节 , 4 号 ( H R F ) 在 L
,

节没有 出 现标

记细胞 , 这是不影响全局的两个节
。

而且出现标记细胞最少的 4 号与效果最好的 2 号情

况相似
,

都少一个节
。

效果 优于 4 号的 1 号却少了两个节
。

说明不同处理方法对标记细

胞出现的范围没有绝对性的影响
。

从出现的标记细胞总数 (表 1 ) 来看
, 注射 H R P的 4 号最少 ( 8 3 ) , 注射 C T一 H R P

的 1 号稍多
·

( 2 5 9 ) ; H R P 注射加涂抹的 3 号更多 ( 5 3 2 )
; 注射 H R P + C T 一 H R P

的 2 号和 5 号最多
,

分别为 6 5 2和 7 5 3
。

这个结果从三个方面深化了我们原 来 的 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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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CT 一H R P的敏感度明显高于H R P ;2
、

神经断端涂抹效果优 于 神 经干内注射扩

3
、

加大H R P用量
,

会显著提高效果
, 出现更多的标记细胞

。

从表 忿和表 3 还可看出
,

占标记细胞总数 9 5
.

5 1%的 I L p 核
,

在每一例 都 反 映出它

是交感节前神经元的主要巢穴
。

尽管 4 号动物出现的标记细胞极少
,

但 98
,

80 %招 2 / 8 3)

的标记细胞集中在工L p核内 , 对本实验结果更富有说明性
。

认
,

2
、

关于交感节前神经元的定位

P e tr a s t , . , 在猴
、

于恩华等
t幻 在猫

、

杨振铎等 国 在狗都以 H R P法证明交感 节前神

经元分布于术侧四个区域
, 即 I L p

、 ;

I L
, 、

I C和 I C eP
。

K u 。
等 〔“ J和 李 群 等

『,J 还在 L M

内发现标记细胞
。

我们在奶山羊焦上几乎在每一例的这五个 区都 找 到标 记
,

细 胞
`

(表

3 )
, 结果与上述相符

。

关于 L M核 ,
按照 P e t ar

s 和 C u 坦 m in 蜘
〔 ls1 的 描 述

,
认为是

从 IL p沿灰质外侧缘迁徙到腹角的少数细胞
,
一般将其计入 IL p细胞数内

。

值得住 意的

是 ,
我们在两例 ( 2 号

、

3 号

一
表 3 ) 的 T 。 一 , ,

节发现少数标记细胞
, 只 占 总数 的

0
.

17 % (表 2
、

3 ) 位于腹角中央偏外侧
, 未见报道

,

暂按其位置名为腹角中央外侧区

( C L )
, 是否也可解释为从 I L p迁徙来的

,
有待进一步探讨

。

。

3
、

关于各核团标记细胞的比例

由于所用动物和注射 H R P的部位不同
,

各人 的结果互 不 一 致
。

H
a
cn oC k等

〔“ , 以

H R P液浸泡大鼠的腹下神经
,
在相当于 IC p 。的灰质后连合出现了占总数胜% 以 上 的标

记细胞
。

C五n n g等
f。 ’ ` 。 , 在猫的星状神经节注射 H R P后 , 两次在 I C和 I C p e 出 现 的标记

细胞 占总数的 3 %或 6 %
。

D al s g a a
dr 等 l2[ ,

在豚 鼠肠系膜后神经节和颈前神经节 注射

H R P后 , I C和 I C p e
二核标记细胞分别占 1 / 3 和 1 / 5

。

于恩 华 〔乞 〕
在猫腹腔 神经 节注

射 H R P后
,

I C和 I C p e 二核标记细胞占n % ;
李乐然等

〔“ ’
在兔肠系膜后神经节注射 H R P

后
, 此二核 占3 6

.

6 4%
。

杨振铎 阁 断端涂抹 狗 的 内 脏 大 神 经
, I L p 占8 7

.

9 2 % , I L .

5
.

7%
, I C 4

.

2 9% , IC P e l
.

4%
。

我们在奶山羊羔上为结果 是 I L P 9 5
。

5 1%
,

I L
;
1

.

4 7% ,

I C I
.

3% , L M o
.

99 % , I C p e o
.

56 %
, C L o

.

17 %
。

这是否意味着不同的核团发出的节前

纤维终止于不同的椎旁节或椎下节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4
、

关于标记细胞 的分布节段

几村源藏等
『7 , 用 H R P法证明大穿

.

内脏大神经交感节 前 神 经 元 分 布 于 T `
一 L

I ,

K n 。 〔川 在猫上的结果是 T
:

一 L
: ,
杨振铎等 同在狗上的结果是 T

、

一 L
: 。

我 们 在奶山羊

羔上的结果是 T :
一 L

: , 与上述相符
。

但各节段标记细胞的相对数及 百 分 比
,

则互有出

入
,
除了动物不同之外

, 也可能与其他 因索影响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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