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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颈部食管传入神经元胞体的分布

一一用 H R P法研究
l )

李育良 田九畴 刘力生
“ ) 王万意2)

(西 札农业 大学兽医 系 )

摘 要

将 H R P注入食管两侧壁
,

在两侧结状节出现大量的标记细胞
。

在颈 1一 8 和胸 l 一 6 脊神经

节中出现标记细胞
,

似颈 2 一 6 和胸 1一 3 节中标记细胞较多
,

但标记细胞最多的 节是颈 6 和 胸

2
。

脊神经节中的大
、

中标记细胞相对多于结状节
。

根据计数
,

结状节中标 记 细 胞 占 总 数 的

63
.

7 %
,

而脊神经节山乙6
.

3 %
,

即食管的
L

东觉经由迷走神经传入占优势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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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脏 {专入神经
一

在消化道的反封活功中起着重要作用
。

一

长期 以来
,

因受研究方法的限制
,

对于消化道各段传入拐经元的分布部位及节段都还没有确切的资料
。

近年来
,

H R P追踪法的

间世
,

使这一问题的研宜处于非丫活跃的状态
。

人们对消化器官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

但关于

食管传入神经方面的 J手歹狈组很少见到
。

本研究用 H R P法逆行追踪了小猪颈部食管的传入神经
少L
胞体的分布

。

现将结果报道如 !;
。

l 材料和方法

选用 沈月龄左右的健康仔猪
,

将 8 一功 % H 尺 P水溶液 ( iS g m a V I
.

R Z
.

3或上海东 风

厂尺 Z乡 3) 劝 一
_

100 微升分 叔注入顶部食钱
一

壁的两侧或一侧
,

每点 3微升左右
。

沈射过酶的动物存活 2 一 3天
,

用含 1 % 多聚甲醛和 l
,

2 5 %戊
=
醛 o

.

I M磷酸盐缓冲液
( 。 } 17

.

灼 6 。。一 1 0 。。二 1经心脏灌注
,

取左右结状节和预 1一胸 i0 脊神经节
,

作 4。林m 厚的连

续冰冻切片
,

按M 。 s 们二 : ` ’
8{) )

’

丁M 玛法反应成色
,

材料全部贴片
,

用 中性红复染
,

置明视

野显微跳下观察
,

对 、 、

中
、

小标记细胞分类计数
。

实验共做 9 例
,

选其中数据齐个行 6 例
,

双侧注射者为 (尸
` ,

P
。 ,

F
7 ,

P
: ,

P
,

) 5 例
,

一例 ( }
二 、

) 为一 侧注射
,

作为对照
。

2 结
’

呆

左右结袱 诊汉青神经 {办 }
`出玩 l {: 怀记细胞洁况见表 1 , 2及 图 1

。

2
.

1 迷走神经结状节布出现的标记细胞

木 文 于 i日8 6午 3 月1 1 日
,

{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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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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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酶注射于食管两侧壁的五例 ( P
; ,

P
。 ,

P 7 ,
P

: ,
P

。
) 中

,

左右结状节均出现 杖璧

的标记细胞
,

以 P 。
出现的标记细胞最多

,

左侧为 1
,

1 9 5个
,

右侧为 1
,

肠 1个
,

左右结 次节 中

出现的标记细胞数差别不大
。

在 P
: ,

仅将酶注射于食管右侧壁
,

其右侧结状节的标记细 胞 为

53 9个
,

而左侧仅 5 5个
。

标记细胞在结状节内弥散分布
,

无明显的定 位关系
。

标记细胞呈口形

或卵圆形
,

直径 25 件m 以下的小细胞占76
.

87 % ( 5 0 8。 )
,

26 ~ 3 5脚二 灼 中型细 胞占 1 7
.

蛇%

( 1
,

1 8 8 )
, 3 6一 4 5林。 以上的大细胞占5

.

25 % ( 3 4 0 )
,

且直径很少超过 4 5协 , n 。

2
.

2 脊神经节中出现的标记细胞

脊神经节出现标记细胞的范围从第一 颈神经延续到第六胸补经背根 官
,

以须 2一 6 和胸

1一 4 脊神经节中出现的标记细胞较多
,

而以颈 G和胸 北 声中最多
,

其余节中的味记细胞较

少 (见表 1 )
。

将酶注射于食管左右两侧壁
,

则可见标记细胞呈两侧性分布
;
在一些例 ( P

、 ,
p 。 ,

尸
。

)
,

两侧标记细胞数差别不大
,

而在另一些例 ( P
7 ,

P
:

)
,

则左侧多于右侧
。

将酶仅注入食管右侧

表 1 各例脊神经节及结状节标记细胞统计表

奋节序数
P -

左 右

P 7 P s P -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各冬节平均数

x1161243ZT1712xZT了

18

3 7

左 右

1 3
.

2 5 12
.

75

3 9
.

8 0 1 3
.

4 0

4 1
.

6 0 2 2
.

6 0

4 3
.

0 0 2 4
.

4 0

4 2
.

8 0 3 3
.

00

6 1
.

2 0 4 0
.

8 0

11
.

2 0 14
.

6 0

1 1
.

6 0 14
.

2 0

412304359671926
OJ一了门曰月匕心lù匀即已O曰é

53717

1 4

6

12

2

3

16

6

6

6 1

9 1

3 3
.

嫂0 3 4
.

0 0

4 8
.

8 0 4 8
.

8 0

3 9
.

6 0 3 3
.

2 0

2 7
.

2 0 2 2
.

6 0

12
.

6 0 9
.

4 0

3
.

0 0 2 80

33887T2544313622564942214811251840548932231868论65盯400056241917010025弘482372030403554910192248131440411829131240

0 0 0 0 2 0 0 0

lT几sT几几eT肠几||l||/|l||||||||

的段

3 7 6 5

6 G0 8

360366 20T翔累计数

结状 节

3 8 2 3 5 5 3 5 5

8 9 7

6 3 8 3 8 7

1 19 5 10 5 1

3364260396

7 3 1 53 4

18 4

6 3 1

注 :
有 x 者为缺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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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脊神经节和结状节大
、

中
、

小标记细脑救及百分比

.通ō省

9428401,331,58s4T25915314T474155

大 中

75 21 1

7 5 2 5 4

6004022203
14 5

7 2

2 8 0

2 52

1 0 2 5

7 2 6

1 8 5

18

12汤

10 2 2

15 2 8

2 246

54 T

487舟巴OPPPPP

合计 及

百 分比 (多 )

脊节与给状节

总标记数形

1 1
.

5 8

1 1 2 T

2 9
.

9 3 3 8
.

5 1

3 T6 5

10 0

3 4 0

5
.

15

1 18 8

1 7
.

98

5 0 80

T6
.

8 7

6 6 08

1oo

3 6
.

3 0多 63
.

7 0多

注 : 小 型标记细胞立径 25 “ m以下
,

中型 26 、 3 5 卜m
.

大型 36 “ m 以上
. _

显微影照片

1
.

结状节中的标记细胞 x Zo氏

2
.

颐 6 脊神经 节中的标记细胞 X 20 。 ;

3
.

务神经节中的双极标记细胞 x 谧00

壁 ( P
:

)
,

右侧脊神经节出现标记细胞面4
,

而左侧寥寥无几
。

标记细胞呈圆形
,

卵 圆形或梭

形
,

多数为假单极细胞
,

偶而可见双极细胞
。

在双侧注射的 5 例中
,

左右脊神经节共出现标记细胞 3 7 65
,

其中大细胞 4 36
,

占1 1
.

58 %
,

其中有些大细胞直径超过 6 0卜m
,

中型细胞为 1 1 2 7
,

占 2 9
.

9 3 %
,

小细胞 2 2 0 3
,

占 5 5
.

5 1 %
,

脊神经节中的大
、

中细胞相对地多于结状节
。

5 例脊神经节和结状节标记细胞总和为 9 37 3个
,

其中脊神经节为 3 7 6 5
,

占3 6
.

3。%
,

结

状节为 6 6 0 8 ,

占63
.

70 %
,

表明颈部食管的感觉以迷走神经传导 占优势
,

但是在 P . ,

结状节

为 54 7
,

脊神经节为 7 2 6 ,

结状节标记细胞少于脊神经节
。

3 讨 论

3
.

1 关于颈部食管感觉冲动经交感途径传入的节段性向题

在 H R P法间世以前
,

由于没有找到须部食管和颈神经的直接联系
,

一般认为 t ` J ,

食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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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冲动
,

经由交感神经传导
,

传递冲动的传入神经元的胞体位于前胸段的脊神经节内
,

尤其是胸 5 ,
6 脊神经节内 , 起自食管前段的感觉冲动由迷走神经传

一

导
,

其传入神经元的胞

体位于结状节
。

F r y s c a k 〔 “ ’
将 H R P注入大白鼠颈部食管

,

观察了结状节的标记细胞 以及 中枢

突终止于孤束核腹侧部的状况
,

但未报道在脊神经节中出现标记细胞 ;介清况
,

D e l a h 。
nt

: 〔 ` 〕

指出
,

用 H R P法研究表明狗的食管传入冲动经颈神经
、

胸神经
、

迷走神经及舌咽神经传导
。

本实验的结果表朋
,

颈部食管的感觉经交感途径传入的节段为颈 1 一 8 和胸 1一 6
。

标记细

胞在较多节段内眺散分布
,

但也有相对集中的现象
,

如在颈段
,

较集中的节段是颈 “ 一 6 ,

而以颈 6 最为集中
。

在胸段
,

较
:
集中的节段为胸 1一 3 ,

最为集中的为胸 2 节
,

这表明颈段食

管同其它脏器一样
,

感觉神经元胞体的分布节段性具有弥散和相对集中的特点
。

用 H R P法研究脏器传入神经元节段性分布的结果表明
,

相邻脏器传入神经元具有节段 性

重叠分布的特点
。

如颈部食管和胃
,

虽然相隔胸和腹部食管
,

但其传入神经元在前胸 段仍然

重叠
二

分布
,

李育良
〔 Z J报道

,

猪胃的传入神经胞体主要存在于胸段脊节中 ( T
, 一 , `

)
,

向前向

后还延伸到颈 ( C 7 ,时 和腰 ( L 卜
:

) 脊节 中
。

这表明猪颈部食管的传入神经元在胸 1一 6 脊

节中段与胃传入神经元重叠分布
。

这与临床所见动物相邻消化管的疼痛 区广泛模 糊 的 现象

一致
。

关于食管的双侧神经支配问题

本实验将 H R P注入食管两侧壁
,

左右结状节和脊神经节 出现的标记细胞数差别 不 止

将酶注射于一侧
,

恤呀标记细胞主要出现于同侧
,

对侧寥寥无几
,

这表明支配颈部食管壁的神

经纤维对称地分布子两侧 ; 而猪胃则不是这样
,

将酶注射于全胃壁
,

前壁或后壁
,

左侧脊神

经节中的标记细胞始终多于右侧
,

存在着明显的左侧优势
。

本实验中
,

有两例 ( P 7
,

P S ) 左

侧标记细胞多于右侧
,

这可能是由于手术时
,

将食管左侧壁暴露充分
,

因注射酶较 多 的 缘

故
。

3
.

3 关于颈部食管传入神经的传导途径

一般认为
,

食管的感觉冲动是由两条途径传入的
,

即迷走神经和交感神经
。

经颈部交感

传入的这条途径对过去的资料记载
,

即上段食管的感觉冲动仅由迷走神经传
一

导的结论
,

作了

补充
。

虽然分布于食篙壁上的传入神经纤维没有直接和颈神经相联系
,

但是
,

颈前神经节
,

颈中以及星状神经节都发出交通支与颈神经相联系
,

推测
,

食管壁上的传入纤维首先到达颈

交感节
,

继而随交感节发出的经交通支入颈神经而到达脊神经节
。

从本文各例脊神经节和结状节标记细胞的百分比看
,

结状节 占 6 3
,

7 %
,

背神经节 占 3 6
.

3 肠

大约为 1
.

7 : 1 ,

以迷走神经传导占优势
。

N 。 u h 。 b e r 〔” ,报道大白鼠胃的感觉通过迷走神经和

内脏神经两条途径传入数量之比为 : 一 3 : 1 ,

作者以前在猪胃上作的结 果 是 2
.

5 : 1
。

这

说明颈段食管经迷走神经传入的优势变小
,

甚至有个别例 ( P g) 结状节的标记细胞还少于脊

神经节
。

脊神经节中所见的标记细胞
,

大
、

中细胞约 占41 %
,

而且个别大细胞直径 可 达 6 0协m 以

上
。

而在结状节
,

大
、

中细胞总和约占13 %
,

而且大细胞的直径很少超过 4 5协m ,

而 2 5协m 以

下的小细胞占绝大多数
。

显然
,

结状节中的标记细胞普遍比脊神经节细胞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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