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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用 H RP 法研究 了猪左心 室外侧壁的交感神经 节后神经元 的分布
,

结果表明
.

标记细胞位 于左侧 预中神经 节
、

右 侧推神经 节
、

双侧 颈胸神经 节及第二至第四胸 交

感神经 节
。

标记细 胞 以 颈胸节最 多
,

占5 9
.

4%
。

左侧 出现的标记细 胞数明 显 多 于

有侧
。

标记细胞为多突起的星形运动神经 元
,

以直径 20 ~ 3 0拼 为主
,

占67 %
。

项胸

神经 节内的标记细胞
, 大部芬位 于节的箭腹侧部` 琐前神经 节内未发现标记细胞

.

关健词
:
猪 ,

’

左心室 , 辣根过氧化物酶
,
交感神绎节后神经元

文献报道
,

支配家畜
、

心胆加交感节前纤维随前 4或 5个胸神经的白交通支出脊髓
,

入颈中

神经节
、

中间神经节
、

椎神经节
、

颈胸神经节及前数枚 〔在马
,

第二至第七 , 在牛和绵羊
,

第三至第六 , 在猪
,

第一至第七多 在猫和狗
,

第三至第八或至 第 五 ( 六 ) 〕胸 交 感 神 经

节
〔 ` ’ ,

交换神经元后
,

分别经颈中心神经
、

中间心神经
、

椎心神经
、

颈 胸 心神经及胸心神

经入心丛而支配心肌
。
H oP ik sn et

、

al 〔“ 〕
将 H R P 注 入 狗 的 心

`

脏乡 证 明 支 配 狗 心 脏 的

交感节后神经元位于双侧颈中神经节
、

双侧星状神经节的前部及沿心肺神经分布 的 小 神经

节
,

另外少数标记细胞出现于颈上神经节
,

偶尔还出现于胸交感干神经节
。

K如
e t a l `

, ’
用

H R P 法证明猫左心下神经中的传出神经元位于同侧星状神经节
,

少数例子还位于同侧第 四

至第七胸交感神经节
。

关于支配猪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分布的确切位置未见报道
。

我们 将

H RP 水溶液注入猪左心室侧壁
,

观察了支配猪左心室侧壁的交感节后神经元的定位及其 在
交感神经活丙的分布情况

。 _ 、

1 材料和方法
月一 少

_
「

1

用一月龄
、

体重 3 ~ 6 k g的仔猪 6 头
,

用 20 % 的氨基甲酸乙醋作全身麻醉
,

取掉左侧第
四

、

旅肋骨及肋软骨
,

开胸
,

暴露心脏
,

在左心室侧壁分点注入 10 % H RP ( R z ) 3
.

。 ,

上海

东风厂 ) 水溶液80 ~ 100 拼 1
。

·

为防止过度牵拉心脏而导致仔猪死亡
,

每注射一个点后休息一

本文子 1 9 8 6年 4月 7日收到
。

1 ) 本课题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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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

以便心脏维持正常搏动
。

术毕
,

动物存活 3 天
,

按 R os e h “ et al 〔 ` ’ 固定方法 I
,

经主动

脉顺次灌注生理盐水磷酸缓冲液 4 o o m l
,

含 1 %多聚甲醛和 .1 25 %戊二醛的磷酸缓 冲 液
,

含

10 %蔗糖的磷酸缓冲液
。

取双侧颈前神经节
、

左侧颈中神经节
、

右侧椎神经节
、

双侧颈胸神

经节及第二至第七胸交感神经节
。

将上述材料放入 20 %蔗搪磷酸缓冲液中置冰箱内 ( 4 ℃ )

过夜
。

冰冻切片 50 “ 。

用 T M B法作成色反应
。

中性红复染
,

明视野观察
。

2 实验结果

6 例猪交感神经节出现标记细胞的情况见表 1
。

表 1 交感神经节出现的标记细胞数

动 物 号 _ 累 计
_
_ _

又
_

_

。

神经节名称
P i P三 P三 P P压 P` 单 侧 双侧 单 侧 双 侧

左侧娜中神经节

右侧椎神经节

2 0 2

2 3

1 6 2 l 0

5

15 5

3 3

6 0 9

9 8

1 0 1
。
5

1 1 7
。
8 2 5

。

6

16
.
4

匕Jób月了,l

左

钡胸神经节
右

2 7 8

5

3 6 0 1 1 2 2 3 2 0 5 1 2 9 8 2 1 6
。
3

2 7 1
。

2 5 9
。
4

3672盯1213 00

肉了.Ut子1323

3000423
三甩月任11自弓1 99 3 2 9 5 4

。

名

左
胸 2交感节

右

2 1 7 3 6
。

2

4 8 1 0
。
5

. .

月.二,目1二. .二

ōbo山自J,l

左
胸 3交感节

右

1 7
。

7 3
。
9

4
。
8

左
胸 4交感 节

右

2
。
2 0

。
5

0
。
2

,上口̀0.勺山1孟77,自̀l

661840
ù勺
,1叹口月自ù勺0..0 1合̀U

心J,1

每例合计 2 9 8 8 4 8 3 3 3 6 5 1 5 8 5 5 3

70 7

1 6 2 7

2 8 8

10 6

1 3

2 74 1 4 5 6
。
8

表 2 交感神经节标记细胞分类衰

须中
、

椎 颈 胸 胸 2 胸 3 胸 4

细胞类别 累计 %
神经节 神经节 交感 节 交感节 交感节

6 2 0

1 83 7

2 2
。
6%

6 7
。
0%

2 84 1 0
。

4%

6丹人“ùR
心
18nó,序̀Ont了八舀

J且二

J口肠了一七口匕几̀1甘,曰.上. .二

月且

几b皿ù丹舀口OJ怪n甘,上̀任J且ō1 9 u 以下

2 0一 3 0 u

3 1 u 以上

合 计 7 0 7 1 6 2 7 2 8 8 1 0 6

2

1 1

0

1 3 2 7 4 1

.1 1 标记细胞位于左侧颈中神经节 ( 右侧无颈中神经节 )
、

右侧椎神经节 ( 左侧 椎 神

经节合并入颈胸神经节 )
、

双侧颈胸神经节及第二至第四胸交感神经节
。

标记细胞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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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颈胸神经节
、

颈中神经节及第二胸交感神经节
,

其中以 颈胸神经节为最多
,

占5孕̀ 4%韶左

侧交感神经节出现的标记细胞数明显多子右侧 ( 见表 1
、

图 l )
。 `

一 「 ’

L

·
’

, `
.

’ _ 、

包
-

士耳立二立兰-
一一一一一一娜月丝几一儿一互几

5 0 30

右 侧

1 0 0 0 1 0

标记细胞撒

一
~ , 一~ ~ ,尸 , , ,下一. 网, , 一 , ~ , 一一叫 一 , ~ ~ , ~ 一

~

甲 ~ ~ ~ , . 一 , 尸一 , - , , , 尸, . .甲 ~内 , , . .

3 0 5 0 7 0 90 1 1 0 1 30 、 5 0 17 0 1, 0 2 10

左 侧

图 , 标记细施翻喃
交感神经节丙夯布示意 .

,

CC G : 颐前神径节
; CM G

:

顶中 ( 左 )
、
椎 ( 右 ) 神经节

,

C T G : 颈胸神经节
, 叭:

一 T三
:

第 2至第5胸交感神经节
盔

_

标记细胞为多突起的星形运动神经元
。

它们的直径最小为 13 “ ,

以 2 0~ 3 0 “ 的最多
,

占标记细胞总数的67 % ; 1 9 拼以下的次之
,

占2 2
.

6% ;

少
,

仅占1 0
.

4% ( 见表 2 )
。

最大为 50 “ ,

其中

3 0 “ 以 上 的 最

1
.

3 标记细胞在文感神经节内一般呈散在分布
,

但在颈胸神经节内
,

一

标记细眼则蜜 集

分布于节的前腹侧 ( 见图 2 )
。

图2 探记细袍在姗脚神经节的分布杀意口

颐脚神经节的外形
,

琢胸神经节的切片
,

示标 记细胞密集分布于节的前腹侧
.

1一椎神经
, 2一接颈中神经节

,

3一胸心神经
; 4一锁下骨拌 ; 5一接脚交感干

AB

1料 颈前神经节内未发现标记细胞
。

3 讨 论

.

,

2
.

1 支配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的位里

G毗 y e t
.

o

llt
,
指出

:

从颈中神经节
,

中间神经节
、

椎神经节
、

颈胸神经节及前数枚 〔在马

第二至第七 , 在牛和绵羊
:

,

第三至第六 ; 在猪第一至第七
;
在猫和狗

·

,

第兰至第八或至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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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胸交感神经节分别发出颈 中心神经
、

中间心神经
、

椎心神经
、

颈胸心神经及胸心神

经支配心脏
。

但未肯定这些交感节后纤维的细胞体的位置
。

H oP k ins e t a l `
“ ’ 用H R P法证明支

配狗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位于双侧颈中神经节
、

双侧星状神经节的前部及沿心肺神经分布

的小神经节
,

少数还位于颈前神经节
,

偶而还见于星状神经节后方的胸交感神经节
,

但主要

位于颈 中 神 经节
。

K u o et “ l 〔
3 1 用 H R P法证明猫左心下神经中的传出神经元位于 同侧星状

神经节
,

少数例子还位于第四至第七胸交感神经节
。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

支配猪左心室侧

壁的交感节后神经元
,

位于左侧颈中神经节
、

右侧椎神经节
、

双侧颈胸神经节 ( 即星状神经

节 ) 及第二至第四胸交感神经节
,

与G e t yt
〔 ” 描述的基本一致

,

但胸交感神经节的范围仅限

于第二至第四
,

不到达第七胸交感神经节 , 与 H
o p ik sn et “

l[
“ ’
的实验结果不同 之 处在于

。

①在狗支配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极少或不位于胸交感神经节
,

因而他们认为心脏不受星状

神经节后方的胸交感神经节的支配
。

而在猪
,

支配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还位于第二至第四

胸交感神经节
。

②在狗
,

颈前神经节出现少数标记细胞
,

而猪的颈前神经节没出现 标 记 细

胞
。

③在狗
,

支配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主要位于颈中神经节
,

而在猪则主要位于颈胸神经

节
。

猫左心下神经中的传出神经元位于第四至第七胸交感神经节
,

比猪的位置靠后
。

这些都

表明
,

在不同种动物支配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分布的范围不完全相同
, `
存在着种 属 间 差

异
。

功能和化学研究指出
,

狗的胸心神经
,

成自传入纤维而不是传出纤 维
〔 6 ’ , 了。

圣工。 p k isn

et al 〔 2 二的结果 与此基本一致
。

我们的实验证明
,

支配猪心脏的心交感神经节范围为第 二 至

第四
,

比文献记载 ( 第一至第七 ) 范围小 , 在我们的另一实验
〔 ` 。 〕
中证明猪左心室的传入神

经元分布于颈 4 至胸 7 背根节
,

表明与第五至第七胸交感神经节相连接的胸心神经为传入纤

维
,

而并非传出纤维
。

H oP ik sn e t a l 仁2 ’ 在狗 的颈前神经节看到少数标记细胞
,

我们在猪的颈前神经节未 观 察

到标记细胞
,

这与前人的解剖记载是一致的
。

虽然我们只将 H R P 注射于猪左心室侧壁
,

但标记细胞却出现于双侧交感神经节
,

左侧

明显多于右侧
。

这种分布模式表明
,

除了与各心神经参与形成心丛沿左右冠状动脉分支分布

于左右心室有关外
,

可能还与其生理功能有关
。

eP
o
le 认为

,

人类的交感干支 配 心 的 同 侧

半 , 右侧的心交感神经在调节心率方面较左侧的更为重要 , 左侧心交感神经主要止 于 心 室

肌
,

刺激时通常引起血压升高而无明显的心率改变 , 右侧心交感神经
,

除支配心室肌外
,

也

止于心传导系的组织
。

左心室肌发达而任务繁重
,

左侧交感神经节可能发出较多的纤维到左

心室肌
。

之
.

2 支砚心脏的交感节后神经元的形态大小及其在神经节内的分布

本实验结果表明
,

支配猪左心室的交感节后神经元为多突起的星形细胞
,

以中
、

小型为

最多
。

这与植物性神经节后纤维为细的无髓纤维是一致的
,

因为胞体小的神经元发出的轴突

也较细
。

在颈胸节内
,

标记细胞主要分布于节的前腹侧接近发出颈胸心神经的区 域
。
H oP k i sn

et al 〔” 在狗上的结果表明
,

标记细胞见于星状节的前部
。

K ou
e t al 〔 3 ’

用 H R P法证明猫左心

下神经中
,

传出神经神经元胞体群集于邻近心下神经起源处那一部分
。

这与我们的结果相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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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之理等用 H R P法研究了猫星状神经节中交感节后神经元的定位也指出
,

星状神经节各分支

的节后神经元分别位于该节的不同部位
,

心神经组位于尾端腹侧
,

椎神经组位于头端腹侧
,

胸 1 交通支组位于头端背侧
,

胸 2 交通支组位于尾端背侧
〔”

。

虽然在猫
、

狗和猪各不相同
,

但却表明星状节各分支的节后神经元在节内的分布有定位关系
。

A一 P ` 左侧颈中神经节内的标 记细胞 250
x ,

B一 P
`
右侧推神经节内的标记细胞 2 50 不 ,

C一 P
; 右侧预胸神 经节 内的标 记细胞 2 50 x ,

D一 P ` 左侧第 2交感 神经节 内的标记细胞 , 2 5 o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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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CA L `Z A T`QN OF

邵琴件脚邵吸;职盯卿 N G
-

L I OIN EN CU R SN OI NENR V A I N L T GA E R TA L W A L L

OF L E F V E N T TR I CL E F OH E A R TI N I P GS

L e Z ih h ia iL iu
J iay in

(De Par t o e , t o
f 厂

e t e r i , a r 夕 S
e i e n e e

,

N o r t h o e s t e r , A g r 泣e o l t o r a l

U ” `秒 e r s 畜才y )

A b s t r a e t

L o e a l i z a t i o n o f t h e s y m p a t h e t i e p o s t g a n g li o n i e n e u r o n s O f t h e l a t e r a l w a l l o f ht e

l e f t v e n t r i e l e o f h e a r t i n p i g s w a s s t u d i e d w i t h
`

th e h o r s e r a d i比 p e r o x id a s e ( HR P )

t e e h n iq u七
。

T h e r e s u l t s a r e a s f o l l o w s : ( l ) t h e l a b e l e d e e l l s w e r e f o u n d i n t h e

le f t m i d d le e e r v i e a l g a n g l i o n , r i g h t v e r t e b r a l g a n g li o n ,
b i l a t e r a l e e r v i e o t h o r a e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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