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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颈交感干节前纤维的起源
` ’

田九畴 李育良 孟鹤新
2 ) 刘晓良

2 )

(兽医 系 )

摘 要

将辣很过氧化物酶 ( H 父 P ) 召
_

入奶 山 准一 侧颈交感 {
几, ,

血司追踪投射到颈交感干的脊髓交感

节前神经无胞体的分布节段及定位
。

标记细胞出现于第 1 至第 9 节胸髓 ( T : 一 。 ) 同侧的中间外侧

核主部 ( IL p )
、

中间外侧该索部 (工工 , )
、

中介核 ( I C )
、

中介核室管膜旁部 (I C , 。

) 和腹角外

侧缘部 ( V H )
。

标 ;己细胞总数的 9 1
.

17 汤集 : }
`
在 T :

一 。
髓节

,

下毓峰在 T : 舱节
,

占2 9
,
8 7 %

。

标记细胞总

数的 91
.

能 帕分市于 T : .

髓节 I L
。 ,

7 9
.

9 8肠采中在 T : 。
髓节 I L , ,

高峰在 T : 髓节 I工
矛

, ,

占29
。

15 肠
。

关键词 交感节前神经元
;

脊髓
;

颈交感 厂
, H R P法

;
奶山羊

前人曾用 H R P法对狗
〔 〕 、

猫 L
`

乙
’

:`』 ,

豚 鼠 〔 ’ 〕 、

大鼠 L S J 、

兔
〔召 」
和奶山羊

〔 7 」
等动物的 脊 髓

交感节前 冲经元分布节段及定位进行了调查 都肯定了 P c t r o s和 C u 二。 , i n g 〔
8 〕用染质溶解 法

在猴体上所得的研究结果
。

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研究报道表明
:

①交感节前神经元妒胞体位于

胸腰髓的 I L
。 ,

I L , ,

I C和工C
, 。 ,

在
_

! :述的各种动物中无种 i句差异 ; ②投到到一定器官 或 文

感讨经节的背髓交感节前件经元胞体的分布 诊段
,

在不 同种属的动物
,

并非同一个模式
,

甚

至有明显差异
。

为了完成对奶山羊 自主补经汤全面调查
,

对本题进行了研究
。

l 材料和方法

将 15 ~ 3。日龄的奶 山羊羔 汀 ;别不限夕 全身麻醉后
,

J 颈根部向一侧颈交感干多点注入

2。% H R P液 , c一 20 卜二
,

存活义 一 72 h
,

按 l
一

{ R P法常规灌注
,

取脊髓
,

置于 20 %蔗 糖 磷 酸

缓冲液 印 H 7
.

4 , 。
.

压玲
,

在 4 ℃条件下过夜
,

制成 5f) 林 m厚的冰冻连续切 片
,

隔 4 取

1 ,

按文献 〔 9 〕 报道帕
_

洲二
、

进行 T M B成色反应
,

以
`
}
、

性红复染
,

明视野观察
。

2 结果与分析

共做 “ 例实验
。

各例断;。标记细施均局限在 T
: 。

髓节段术侧钧 I L
p ;

L[
, ,

I c
;

I c
p .

和 v H

五部 (图 1 )
,

手术对侧未出现标记细胞
卜

这表明奶山羊顶交感干中的节前纤维 白胸髓同侧

前 9 节段的这五部发出
,

除 3 例因数据不全未统计外
, 7 例实验结果归纳成下表

,

本丈 于 1 98 8年 4 月 19 日收 王 l

」
.

1 ) 本课题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贡助 项 目
.

2 ) 本校 兽医 系本科 1 98了年毕业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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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脚此各节段和核团出现的标记细脸数

IL -

于一 T66

丁。 1410

T : 2 356

T一 14 04

T . 829

T一 319

T ,
2 2 1

.T 1 18

T . 了

合 计 74 30

占总吸耳 9 1
.

92

占总饭拓

109 7

1465

2 41 4

1 49 4

899

34 8

240

119

7

8 083

13
.

5了

1 8
.

13

2 9
.

87

1 8
.

48

1 1
.

1 1

4
.

3 1

2
.

97

1
.

4了

0 0 9

2 7 6

3
.

4 1

IC , 。
V H

3 0 0

2 6 2

19 了

8 4

3 0

0 0

0 2

0 1

0 O

8 6 16

1
.

06 0
.

20

合 计

标记细胞的分布节段

如表所示
,

标记细胞出现在前 9 节段胸髓
, 7 例共 8 0 8 3 ,

其中 T
, 一 。
五节段合 计 7 36 9 ,

占总数的9 1
.

17 %
,

高峰在 T
3 ,

计 24 14
,

占总数 i勺29
.

8 7 %
,

自T
S

向后
,

标记细胞数急剧 递

减
。

2
.

2 标记细胞的部位和形态

标记细胞出现在固定的五个区 (图 1 )
:

①中间外侧核主部 (I L
p

) 在所有实验例
,

在胸髓 T
、 一 。

范围

内的任何节段
,

I L
,

中 出 现的标记细胞均较其它部位多
,

7 例合

计 7 4 3。 ,

占 总 数 的 9 1
.

9 2 ;石; 以 T
3

节段最多 (高峰 )
,

计 2 3 5 6
,

占艺9
.

2 5早不, 其次为 T
`

和 T
:

节段
,

分别为 1 4 9 4 ( 2 8
.

4 5% ) 和

1 4 6 5 ( 1 8
.

{ 3
_

6 ) ; 再次为 T
,

和 T
。

节段
,

分 别为 10 9 7 ( 1 3
.

5早石)

和色9 9 ( 1 2
.

1 1% )
。

T
I 一 。
五节段 I L

,

共有标 记 细 胞 6 7 6 2 ,

占 总

数 8 3
.

6 6%
。

I L
,

中的标记细胞为中等圆形
、

梭形和多极形
,

它们为 轴突

多沿脊髓腹角外侧缘下延
,

显然是 随腹角运动神经元的轴突一同

出脊髓
。

另有一些细胞的突起向内与工C
,

向外与工L
: 相联系

( 图 2 )
。

图 1 标记细胞的定 位示

意图

1
.

IL p ; 2
.

I L f ; 3
.

IC ;

4
.

I C
, . : 5

.

V H

②中间外侧核索部 ( I L f ) 在外侧索
,

与 I L
p

邻接
。

在各实验例
,

仅在 T
,

一个节段的比
;

有少数标记细胞出现
,

约占标记细胞总数的 3
·

4%
。

工L ,中的标记细胞多为 中型双 极
、

梭 形

或卵圆形
,

长轴指向内
、

外方 , 其一端的突起与工L
p

的细胞相联系
,

另一端的突起伸向外 侧

索的边缘
;
个别细胞零散在外侧索 (图 3 )

。

③中介核 (I C ) 位于脊髓中间带的中部
。

在各实验例的 T
: 一 ?

节段的 IC中都有标记 细

胞出现
,

标记细胞数与 I L ,基本相当
,

占总数的 3
.

41 %
。

I C 中的标记细胞为中等 梭 形 或 双

极
, 细胞的长轴及突起指向内

、

外侧 (图 4 )
。

④中介核室管膜旁部 ( IC
, e

) 在中央管背外侧的灰 质中
。

各实验例的 T
: 一 。
节段的 I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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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有少数标记细厄出现
,

约占标记细胞总数的 1
.

0 6 %
。

I C
, .

中的标记细胞主要为中等梭形

或卵圆形细胞
,

多横向排列
。

⑥腹角外侧缘部 ( V H ) 在部分实验例
,

在 T
Z一 。

范围内的某些节段
,

沿脊髓腹角外侧

缘有中等圆形
、

梭形或多极标记细胞出现
,

细胞的突起循腹角外侧缘下延
。

V H的标记细 胞

极少
,

仅占总数的20 % ( 图 5 )
。

D al s g a a r d及其同事
〔 4 〕用 H R P法证明

,

投射到豚鼠颈上节的交感节前神经元的胞 体 分

布于脊髓 C
。
一 T

7

节段
,

高峰在 T
Z

节段
;
标记细胞集聚成 I L

, ,

I L , ,

I C和 IC
, .

四个大小不等

的核柱 , I L
,

和 I L ￡
中标记细胞出现的节段和高峰亦为 C

。
~ T

7

和 T
: ; I C和 I C

, .

中标记细胞出

现在 T
, 一 : ,

高峰在 T
。 。

马维 义等
〔 6 J
用 H R P法证明

,

投射到兔颈上节的交感节前神 经 元 胞
体在脊髓的分布节段和部位

,

与豚 鼠的近似
。

李群等〔 “ 〕用 H R P法证明
,

投射到猫颈胸节 (星

状节 ) 的节前神经元胞体分布在脊髓 C
。
一 T

工 。

节段
,

高峰在 T
。 。

I L
,

中标记细 胞出 现 的 节

段和高峰亦为 C
。
~ T

, 。
和 T

。 ; I L ,
中标记细胞出现在 C

:

一 C
。

节段
,

高峰在 T
, , I C和 I C

。 .

中

标记细胞出现在 C
S

一 C
, 。

节段
,

高峰在 T
。 , V H中标记细胞分布在 T

, 一 :

节 段
,

高峰在 T
Z 。

我们曾用 H R P 法证明
〔 7 ’
奶山羊内脏大神经中交感节前纤维起源于脊髓 T 3 ~ L

:

节段
,

高 峰

在 T
, 2 ;

节前神经元胞体主要分布在 I L
p , 分布节段与 高 峰 亦 为 T

3

~ L
l

和 T
, 2 , 剩 余 少

量节前神经元胞体分布于 T
。
~ L

,

节段的 IL
,
(高峰在 T

, 。
) 和 T

3 一 , 。

节段的 I C和 I C
。 .

(高峰

在 T
。
)

。

本实验证 明
,

奶山羊颈交感中节前纤维来自脊髓 T
, 一 。

节段 的 I L
。 ,

I L f , I C
,

IC
, 。

和 V H
,

而来 自T
, 一 。

节段 I L
。

灼纤维占绝对优势
。

I 本实验以及别的一些实验
〔 3 ” 怔明VH 中亦有交感节前神经元分布

。

文献川认为VH 是
. L

,

的一部分
,

其细胞是从后者迁徙来的 , 这种分析
,

从发生学看
,

是有道理的
。

图 2 一 5 说明
:

2
.

右 侧中间外侧核主部的标记细

胞 4O0 x ; 3
.

右 侧中问外核索命

2 00 x
.

箭头所指 为 I L f的标记 细胞
,

左上方 为 IL
. 的标记细 胞 ; 4

.

左

侧中介核 200 x
.

箭头所指为 IC 的

标记细胞 ; 5
.

右侧腹角外侧抹部

200 x
.

箭头所措为V H的标记 细绝

(为便于排版
.

图 5 向 左 转 T 90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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