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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颈部食管传出神经元的起源

用 H R P 法研究
辛

李育良 田九畴 王万意” 刘力生料

( 西 北 农 业 大 学 兽 医 系 )

摘 要

将 H R P注 入 颈部食管壁后
,

在延髓 的两侧面神经后 核 出现大量密集的中
、

小 型 标记细 胞
,

在疑核的 全长可 见散在的 大型细 胞
,

在迷走神经 背核可 见少量

小型细胞
, 以 核 的前区 月夏外侧缘标记细 胞较多

。

在门以 上 的孤束内侧核和 第一

颈髓 的中间外侧核 (疑后核 ) 也看到零星标记细 胞
。

项 前神经 节和星状神经 节

出现 大量标记细 胞
,

而 以 颈 前节标记细 胞较多
,

还 多次发现小 标记细 胞紧偎 着

大标记细 胞 配时的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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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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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食管是否仅 由起源于疑核的特殊内脏传出纤维支配
,

有无起源于延髓的副交感

节前纤维
,

其传出神经元在延髓有无定位关系
,

有无种属差异性的存在
,

诸如 此 类 问

题
,

在一些神经解剖专著中无详细记述
。

近年来
,

研究者们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法重新审

查以前的结论
,

但猪颈部食管的神经支配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

为此
,

对猪颈部食管的传

出神经元的起源进行了研究
。

材料和方法

选 l 一 2 月龄的健康仔猪 9 只
,

在颈腹侧切开皮肤
,

分离组织
,

暴露食管
,

将 8 一

1 0% H R P ( S i g m a V l R Z 3 或上海东风厂 R Z 》 3 ) 的水溶液 8 0一 0 0微升注 入 食 管

壁
,

其中 6 例 ( P
` ,

P
。 ,

P
。 ,

P
7 ,

P
。 ,

P
。

) 从左右两侧等量注入食管壁
,

约 3 0个

点左右
,

另外 3 例 ( P
, , P : ,

P
3

) 只将酶注射于食管一侧作为对照
。

术后 存 活 2 一

3天
,

用含 1 %多聚甲醛和 1
.

25 % 戊二醛的 O
.

I M磷酸盐缓冲液 ( P H 7
.

4 ) 经 心 脏 灌

往
,

取下脑干和第一颈髓
、

两侧颈前神经节
、

星状神经节以及颈中神经节
,

作 40 微米厚

的连续冰冻切片
,

隔片取一
,

按 M es ul u m ( 80 ) T M B 蓝色反应法成 色
,

中性红复染
,

在光镜下观察
,

并描绘了标记细胞分布的典型断面图
。

,

本课题为中国科学院基金资助项 目
。

, ,
王万意一本组研究生

,

刘力生一河北农业大学
。

本文于 1 9 8 6年 3月 n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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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9例实验中
,

标记细胞出现的状况大体一致
。

将酶注入食管两侧壁者
,

标记细胞在

延髓呈两侧性分布
。

而注入一侧者
,

标记细胞主要出现子同侧
,

对侧甚少
。

为了表示传出神经元的定位关系
,

以 门为标志
,

将迷走神经背核划分为四个区
: 门

以上至背核吻极长约 4
.

2毫米左右
,

等分为二 区
,

即前区和前中区
; 紧连门以下相 当 于

门以上二分之一切面数 ( 2
.

1毫米左右 )
一

划分为后中区
;
由此向后直至延髓尾端 以 及 第

一颈髓中央管背侧皆划入后 区
。

将这四个区用六个断面表示
: l :

背核吻极断面
,

与面

神经后核前极相对应
; 2

.

背核前区中部断面 ; 3
.

背核前中区中部断面
; 4

.

背核后

中区中部断面
; 5

.

背核后区断面
; 6

.

第一颈髓前端断面 ( 见下图 )
。

各核出现标记

细胞的情况如下述
。

( 一 ) 面神经后核 ( r e t r o f a c i a l n u c l e u s )

此核位于从门至面神经核后极之间的前 1 / 2 区域
,

延髓被盖的腹外侧
,

与面神经

核排列在一条纵轴上
,

其范围相当于上述迷背核前区断面
。

在 40 微米厚的额状切面上
,

标记细胞出现的范围达 7 x s m m Z

标记细胞排布密集
,

界限清晰
,

一个切面上出现的标

记细胞最多者达 50 个
,

成为肉眼可见的深蓝色团块
。

标记细胞形状多样
,

有三角形
、

卵

圆形
、

梭形和多角形等
。

直径 35 微米以上的大细胞较少
,

而以 35 微米以下的中小细胞居

多
。

面神经后核中的标记细胞占延髓标记总数的 85 % 以上
,

表明颈部食管主要由位于面

后核的传出神经元发出的轴突支配
。

、、、̀ZjZ丫产
J了皿月 .尸 |IJ

H R P 标记细胞在延傲的分布状况

I
。

迷走神经背核 吻极 断面

y
。

迷走神经背核后中区 中部断面
D

.

迷走神经背核
`

R f
。

面神经后恢

1
.

迷走神经背核前区中部断面

V
.

迷走 神经背核后区断面

S
。

孤束和孤束核

R
.

第一 颈髓中间外侧核 ( 疑后核 )

1
.

迷走神经背核前中区中部断面

硕
。

第一颐髓前部断面

A
。

疑核

砚
.

舌下神经核

( 二 ) 疑核 ( n u e }e u s a m b i g u u s )

猪的疑核较发达
,

`

已从下橄榄该的尾极向前伸展到而神经核后极
,

其前端的细胞比

后部的小
,

其后段位于被盖的中部
,

中段位于外侧网状核的背内侧
,

前段 位于面神经后

核的背侧
,

在其中段 40 微米厚的叨面上常可见 20 多个大多极神经元
。

在疑核的全长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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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切面
,

可断断续续地看到三五成群或一二 个散在的
、

直径为 35 微米以 上大的多

极标记细胞
。

( 三 ) 迷走神经运动背核 ( n u e l e u s n 。 ; v i v a g i d o r s a l i s m o t o r i u s )

在背核的全长都可看到零故的标 记细 laJ
。

在额状切面上
,

看不出有某 种定位关系
,

但向吻端
,

标记细胞明显增加
,

在核的腹侧或 腹外侧
,

可见六七个或二三个标记细胞
,

在背核消失以后
,

其前端 自̀切画上 育时仍然可看到二三个标记细 lat]
。

标 记细胞主要为圆

形
、

梭形或三角形
,

直径在 20 微米以下的小细胞
,

但在背核的背侧偶然可见稍大的多极

细胞
。

( 四 ) 孤束内侧核 ( m e d i a l n u e l e u s o f 5 0 ! i t a r y t r a C t )

在门以上特别是在背核的前区
,

在背孩与孤束之间的地带
,

看到零散的标记细胞
,

有的细胞紧靠孤束的内侧缘
。

以孤束与背核腹侧之间地带的标记细胞较多见
,

标记细 咆

几乎都是梭形或三角形
,

直径在 20 微米 以下的小细胞
。

( 五 ) 在第一颈髓前部的中间外侧核
,

也偶然 ( P
; ,

P
。

) 看到了零星标记细胞
。

( 六 ) 在颈前神经节
、

颈中神经节 ( 左侧 ) 和星状神经节见到大量的交感神经的节

后神经元被标记
。

标记细胞都是直径在 3 5微米以下的中小细胞
,

颈前神经节中的标 记细胞数多于颈中

和星状神经节
,

而且主要集中于该节的尾部
。

此外
,

在颈前神经节
,

不止一次地看到小

标记细胞紧偎大标记细胞配对出现的现象
。

讨 论

1
.

关于颈部食管传出神经元的中枢定位

一般认为
,

颈部食管是由疑核发出的特殊内脏传出纤维经由舌咽神经的咽支和迷走

神经分出的喉返神经支配
。

F r y s
ca k 〔 2 3

将 H R P 注入大鼠颈部食管壁
,

发现其标记细胞

仅出现于两侧的疑核
。

N i
e

l 〔 3 〕用 H R P 法证实支配猫食管下部括约饥的节前神经元位于

迷走神经背核
、

疑核以及两核之间的地带
。

本实验的结呆表明
,

支配颈部食管的传出神

经元来源极为广泛
。

两侧面神经后核出现大量的标记细胞
,

标记细胞密集
,

核团界限清

楚
,

一个 切面上有 }对标记细胞多达 50 个以上
,

其标记细胞占延髓标记细胞总数的绝大多

数
。

无疑
,

面后核是支配颈部食管的最主要起始核
。

此外
,

在疑核的全长可断断续续地

看到标记细胞
,

在背核的全长可见零星的标记细胞
,

但以前区腹侧缘较为集中
,

其标记

细胞甚至超出背核吻极范围
。

正门以上
,

特别是在背核前区平面的孤束内侧核可见零星

的标记细胞
,

但以该核的腹侧部较多
。

在部分例的第一颈髓前部中间外侧核也看到标记

细胞
,

这与前人的结果相比
,

猪预部食管的传出神经元比其它动物者史为广泛
,

可能与

动物种属差异性有关
。

本实验结果还表明
,

颈部食竹传出神经元的分布具有弥散和相对集中的特 傲
。

它们

弥散地分布于面后核
,

疑核和背核的全长
、

孤束内侧核
、

第一颈髓中间外侧核
,

但最集

中的部位在面后核
,

其次是背核的吻端
。

作者
二’ 」在猪胃迷走神经节前纤维追踪时 也 同

样证明支配胃的副交感节户帅朴经 币分布弥散和相对集中 J你待傲
,

胃 }均节前神经元弥散地

存在于背核从吻极到尾极
_

甘全长
, :王延伸到第一 顶脸中失订背侧及中间外侧核

,

但最集

中的部位在背核的前中 ! K
。

内脏传出钾经元 j兰一分布特 点明派地与驱体 :;三功神经元的严

格定位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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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关于面神经后核和疑核的问题

面神经后核首先是 由 J a o o bs
o h

n(1 90 9) 在人的脑干上确定
,

与面神经核排列在脑

干的一个纵轴上
。

T a be : 等人把它划归为疑核前部的腹侧群
。 B er m a n 仁` ’ 则把它看作一

个独立的核团
,

即面后核
。

作者认为疑核以大多极细胞为主
,

位于延髓被盖的中部
,

而

面后核位于被盖的腹外侧
,

主要 由中小型细胞组成
,

依其细胞形态和位置
,

单独划分出

来是合理的
。

一般认为
,

疑核发出特殊脏传出纤维支配劲部食管横纹肌
。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

面

神经后核是 支配颈部食管神经纤维最主要的起始核
,

而疑核却是较次要的
。

但 N介 l 的

研究表明
,

支配猫食管下部括约肌 ( 平滑肌 ) 的节前神经元
,

不但位于迷走神经背核
,

而且也位于疑核以及两核之间的地带
。

H du
s o n 〔 3 〕 用 H R P 法研究狗的食管神经支配表

明
,

疑核中的神经元支配食管的全长
,

这意味着
,

疑核可能是一个发出特殊脏传出纤维

和副交感节前纤维的混合核
。

关 于面后核
,

早在 1 9 0 7年 K ho sn at m m 就推 测狗面 后 核

与下延核有关
。

有趣的是
,

B lu l oc k ( 1 9 8 2 ) 将 H R P 注入大鼠的胸腺
,

其绝大多 数 标

记细胞出现于面后核
,

零散 的标记细胞见于疑核的全长以 及靠近迷走神经背核 的 被 盖

内
,

而在背核中未见标记细胞
。

这个结果
,

除背核外
,

几乎与颈部食管的结果相同
。

由

此推断
,

面后核也不是一个纯粹特殊内脏传出神经元核
。

究竟面后核和疑核的 性 质 如

何
,

尚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

3
.

关于孤束内侧核

孤束核作为一个内脏感觉核已为人们所熟知
。

但近年来
,

人们用多种方法证实
,

在

背核
、

最后 区与孤束三者之间的地带
,

有神经细胞发出纤维向外周投射
。

N a
va

r a t ha
n 等

〔 6 ’
发现切断猫迷走神经后

,

在亚极后区 ( A e ar S ub p os t r e m a ) 也象背核一样
,

胆碱 醋

酶活性消失
,

因而认为这个区域也有神经细胞发出纤维随 迷 走 神 经 向 外 周 投 射
。

H “ r
id gn 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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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位于背核和背外侧于背核 。
.

s m m范围内
,

这个区域相当于孤束内侧核
。

李 继 硕 等
〔 “ 」以及作者分别用 H R P 法在兔和猪胃的迷走神经节前纤维追踪时都在接近最后 区 的

区域看到标记细胞
,

与其它方法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

本实验所出现的标记细胞是在背核

和孤束之间的区域
,

但多位于较腹侧的位置
。

按照 B er m a n 的图谱标注
,

仍然属 于 孤

束内侧核
,

他没有划分孤束腹侧核
。

rF ys ca k 用 H R P 法研究表明
,

颈部食管的感觉纤

维跨节传递以后终止于孤束腹侧核
,

而胃的传入纤维终止于孤束内侧核
,

虽然名称不甚

统一
,

但胃和食管的传出神经元和传入神经纤维终止
,

似乎存在着这种背腹定位关系
。

综上所述
,

可以肯定孤束和背核之间的地区也有散在的副交感节前神经元发出纤维

随迷走神经投射
,

它与背核中的标记细胞可能与食管腺分泌活动的神经调节有关
。

4
.

关于第一颈髓的中间外侧核

作者曾经在猪 胃的迷走神经节前纤维追踪时发现
,

在第一颈髓的中间外侧核出现成

簇的标记细胞
,

个别尚延伸到第二颈髓
。

依其细胞的形态和位置
,

胃的运动由平滑肌引

起
,

可 以断定
,

该核是一个副交感节前纤维的起始核
。

B r ae z il ( 19 6 7 ) 把猪颈髓的这个

核称作疑后核
。

在本实验的部分例
,

也在这个核中发现零星 的标记细胞
,

证实了以前的

结果
。

关于颈部食管交感神经节后神经元的分布状况
.

木实验在颈前神经节看到大 量的中
、

小型多极标 记神经元
,

主要位于该节的尾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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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星状神经节和颈中神经节也看到标记细胞
,

但颈前神经节中的标记细胞最多
。

这表明

交感神经的节后纤维由前部交感链节直接到达颈部食管
。

此外
,

在颈前神经节中不止一次地看到大小标记细胞依偎配对出现的现象
。

在脊髓

腹角有 a 和 下运动神经元对躯体肌肉的活动起调节作用
。

那么
,

在交感节中出现的这种

现象如何解释
,

尚待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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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y m p a t h a t i e a n d p a r a s y m p a t h a t se n e u r o n s c o n t r o l i n g t h

e
l o w e r

e s o p h a g
e a l s p h i n e t e r i n t h

e
C a t

.

B i o l A b s t r .

7 1 ( s ) 1 9 5 1 : 5 6 5 3
.

〔 4 〕 B e r m a n ,
A

.

L
. : T h e B r a i n s t e m o f t h

e
C a t

.

A C y t o a r e h i t e e t o n i e a l t a s

w i t h s t e r e o t a x i e C o o r d i n a t e s , T h e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 i s e o n s i n P r e s s , 1 9 6 8
.

〔 5 〕 H u d s o n , L
.

C
. : T h e o r s g i n s

of i n n e r v a t i o n o f t h
e e s

OP h a g u s a n d t h e

aC
u d a l p h a r y n g e a l m u s e l e s w i t h h i s t o e h e m i e a l a n d u l t r a s t r u e t u r a l

db s e r v a t i o n s

U n i v e r s i t y ,

o n t h
e e s oP h a g u s o f t h

e
d o g

.

P il
.

D
。

T h e s i s ,
C o r n e l l

I t h a e a N
.

Y
. ,

1 9 5 2
.

附显微摄影照片

1
.

面后核中的标记细胞 x 20 q 2
.

迷走神经背核腹外侧缘的标记细胞 x 2 00

3
。

疑核中的大多极标记细胞
x ZOo 4

.

孤束内侧核中的零星小标记细胞 x 40 。

I n `
·

5
。

第一颈髓中间 外侧核 ( 疑后核 ) 中的零星标记 细胞 又 2 00

6
。

须前神经节中的大小细胞配对标记的状况 , 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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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 a
a va rth a n,

V
. , a n d L e w i s ,

p
.

R
. : E f f e e t o f v a g o t o m y o n t h e d i s -

t r ib u t i o n o f e h o l i n e s t e r a s e i n t h e C a t 坦 e d u l l a o b l o n g a t e 。

B r a i n R e s .

1 0 0 , 1 9 75 : 5 9 9~ 6 1 3
.

〔 7 〕H a r d i n g , R
. , a n d L e e

k
,

B
.

F
. : T h

e
l o e a t i on

a n d a e t i v i t i e s o f m
e

d u l l a r y

n e u r o n s a s s oc i a t e d w 主t h r u m i n a n t f or
e s t o m a e h 功 o t i l i t y

.

J
.

P h y s i o l
。

( L o n d
.

) 2 1 9 : 5 8 7~ 6 1 0
.

〔 8 〕李继硕等
:

家兔 胃前壁的神经支 配一 H R P法研究
, 《 解剖学报 分

,

13 ( 4 )
:

1 9 8 2
一 3 89 ~ 3 9 4

-

〔 9 〕 B r e a z i l
,

了
.

F
. : T h e e y t o a r e h i t e e t u r e o f t h e b r a i n S t e : n of t h

e g o zn e e t i e

p 19 ,
J

.

C o m p
.

N
e u r . ,

1 2 9 ,
1 9 6 7 : 1 6 9 ~ 18 8

.

T H E O R IG I N O F E F F E R E N T N E U R O N S O F

T H E C E R V I C A L E S P H A G U S I N P I G S W I T H

H R P M E T H O D

L 1 Y u l i a n g T i a n J i u e h o u
W a n g W

a n y i L i u L i s h
e n g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歼e t e r f o a r 夕 ,

N o r t h二 e s t e r n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U n f o e r s f t夕 )

Ab s t r a e t

T h
e o r i g i n o f t h e e f f e r e n t n e u r o n s o f t h e e e r v i e a l e s oP h a g u s i n p i g s W a s

e x a m i n e
d u s i n g H R P : e t r o g r a d e t r a n s p o r t t e e

hn i q u e 。

A ￡t e r
H R P i n } e e t i o n i n

t h e w a l l o f t h
e e e r v i e a l

e s o p h a g u s .

A l a r g e n u m b e r o f t h
e m e

d i u m a n d

s m a l l一 s i z e d a n d l a b e l l e d n e u r o n s w e r e p r e s e n t i n
’

t h e r e t r of a e i a l n e u e l e u s 。

T h e l a r g e一 s i z e
d a n d s e a t t e r e

d n e u r o n s w e r e f o u n d t h r o u g h o u t t h
e n u e l e u s

a m b i g u o u s n e s s .

A s m a l l n u m b e r o f s m a l l一 s i z e d a n d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w
e r e a l s o

s e e n i n t h e d o r s a l n u e l e u s o f v a g u s , e s p e e i a l l y i n t h e v e n t r
于 l a t e r a l p a r t of

t h
e r o s t r a l r e g i o n o f t h e n u e l e u s 。

A f e w s m a l l一 s i z e d a n d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w e r e

f o u n d b o t h i n t h e m e d i e a l s o l i t a r y n u e l e u o a t t h e l e v e l a b o v e o b e x a n d i n

t h
e

i n t e r m e d i a l a t e r a l n u e l e u s O f C
, s e g m e n t o f s p i n a l e o r d ( n u e l e u s r e -

t r o a m b i g u o u s n e s s )
.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Of t h

e s y m p a t h a t i e p o s t g a n g l i o n i e n e u r o n s i n n e r v a t i n g

* h e e e r v i e a l
e s o p h a g u s w a s o b s e r v e

d
.

A n u m d e r o f l a
b

e
l l e d

一

n e u r o n s w e r e

f o u n d i n t h
e e r a n i a l e e r v i e o l a n d s t e

l l a t e g a n g l i a .

H o w e v e r , t h e n u m b
e r o f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i n t h

e
f o r ,二 e r w a s m u e li , n o r e t h a n t h o s e

i n t h
e

l a t t e r 。

A t

t i m e s ,
l a r g

e a n d s m a l l一 5 1: e d l a b
e

l l
e

d n e u r o n s i n e o u p l e s a p p
e a r e d

,

K e y W o r d s p i g ; e e r v i e a l
e s o p h a g u s ; i n n e r v a t i o n ; e

f纯 r e n t n e r v e

w o l
·

d s 11 e u r o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