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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中脑中央灰质的分区 

穆 祥  ̈ 田九畴 樊卿云” 

(普 旺景 ) 

擒 薹 用Nissl氏法，Well氏法和Golgi--Cox氏法染色的猪脑干额状面，矢状面和水 

平面连续切片研究了猪中脑中央获质 (CG) 的形志和构筑。猪CG根据细胞的形志．太小、密 

度及神经纤维的走向可分为 四部和一千校，① 内懊『部，包围中脑水管I@背棚部，位于内 侧 

部的背棚I@腹棚部．位于内侧部的腹调，@外棚部，在背棚 部和腹棚 部之同，位于内侧 部 

的外棚I@背外棚缘接，里楔形嵌于外懊『部的背外懊I绦。 

关■调 中脑中央获睫，形志，猪 

中■分羹号 $825．1 

自中脑中央灰质 (cG)的镇痛作用被认识以来，引起不少学者对CG的研究 趣。 

关于猪CG的形态学和细胞学方面的资料不多，仅见到Gillian~Brcazile的简要描述 ， 

作者在观察猪脑连续切片时，发现猪CG的形态和细胞构筑与文献 [1)报道 的 不完全相 

同，故对此作专题研究。 

l 材料和方法 

用体重约5 kg的仔猪1 3蔓。 2蔓经腹膜腔麻醉后，立即取 脑干，浸~Golgi--Cox液 

中固定、媒染和镀染18个月，按低粘度硝化棉 (LVN)包埋要求 处理，制 成 厚 度 为 

100 Ilm和160 Ilm的 额状 连续切片。11蔓猪经腹膜腔麻醉后，经心一主动脉依次灌注适量 

温生理盐本和足量的1O 中性甲醛液，立 即 取 脑 干，置1O％中性甲醛液中后固定 2～ 

3个月 (换固定液3次)，其中4例以石腊包埋，制成厚度为l5 m的额状连续 切片，隔 

4取 1，以Nissl氏法染色。 7倒以LVN包埋，其中 1例制成35 m厚的额 状连续切 片， 

以Well氏法染色I 4倒制成35 Fm厚的额状连续切片， 1例制 成35 m厚的矢状连续 切 

片， 1倒制成35 m厚 的水平连续切片|后8种切片都用Nisd氏法染色。光铙观察。 

2 结 果 

2．1 CG的位置和形态 

猪CG由密集的中小细胞组成，围绕中脑水管，纵贯中脑垒长，长约6．5 mm，最大 宽度 

约5．Om I前端在后连台平面移行为第兰脑室室厨灰质}后端移行为脑桥中央灰质I背侧 

和背外侧为中脑顶盖，外侧邻三叉神经中脑核，腹侧邻内侧纵束，动眼神经核簇和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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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核。 

2．2 CG的分区硬神经元 

按Liu~flHami／ton(19'80)／~．Beitz(1985)的方法 ” ，根据细胞 的 密 度 (按 ． 

Weibel’79的算式 ⋯ 求得)、大小及纤维的走向等，在 Nissl氏洼~HGolgl—Cox法染色的 

切片上可将cG划分为内侧部、背侧部、外删部和腹侧部；外侧部的外缘有背外侧 缘 核 

(图 1)。 

2．2．1 内侧部 为半环形窄带，围绕中脑水管，与邻 

接的背伽部、外侧部和腹侧部相互移行，无明显分界。 

在Nissl氏法染色的切片可见内侧部的细 胞 都 是5 ITI 

以下的小细胞，梭形(图2—5)和椭圆形细胞占59．2 ， 

三 角 形 和圆形细胞占40．8 ，梭形细胞的长轴多指 

向中脑水管。内侧部的细胞密度为10 970个／111111。． 

2．2．2 背侧部 位于内侧部的背侧，纵贯CG全长， 

外侧移行为外．畹4部，内侧沿正中面与列侧相应部密接， 圈l 猪中脑中央捉质分区 

并 以 成 自颗粒细胞的背嵴相隔，背侧部由直径 8～ D．背侧部，L．卦侧部 M．内侧部j 
15岫 的小细胞组成，三角形 (图2—6)和圆形细胞 占 V·腹侧部，箭头指背外侧 缘校 

3／5．6 ，梭形 (图2-t)和椭圆形细胞占42．4 OA，多角形 细 胞占 22 ．细 胞 密 度 为 

1 880／111m a，后部，即后丘平面，密度增至21 940／mm。．在这些主细胞之问散布着许多颗 

粒细胞。 

2．2．3 腹侧都 位于内侧部的腹侧，纵贯 CG 全长，背 外删移行为外侧 部，由 直 径 

15 m左右的细胞组成，棱形和椭 圆形细胞占4 8％，三角形和圆形细胞占33 ，多 角 形 

占l9 ， 密度为16 G00／,n,n0． 

2．2．4 外侧部 在内侧部的外侧，位于背侧部和腹侧部之间，与毗邻部互相 移行，细 

胞大，卜不一 (5~20 m)，棱形韶椭 圆形细 胞占48 ，圆形和三角 形细 胞 占33．3％， 

多角细胞占1 8．7％，细胞密度 为18 850／111111。． 

2．2．5 背外侧缘核 (图 2～3) 位于CG前半部的背外侧角，前端达后连 合 后缘平面， 

但不达CG的前端，后端与外侧部融台。背外侧缘桉横切面 (图2一1)的轮廓在动 眼 神 

经主核前3／4平面最清晰，其矢状切面 (图2—2)为一背凸的弧形细胞 带，位 于CG的 

背侧缘，后端融合于外侧部I水平切面 (图2—3)为一狭窍的外凸的弧形细胞带，位于 

CG的外衡缘。背外侧缘核长约3．2111111，宽度和高度均不足O．3m ；由15 m左 右的 细 

胞组成，三角形和圆形细胞 占41．7％，多角形细胞占45．8％(图2-7)，锥形细 胞占12．5％ 

(图2-8)，细胞密度为2 9100／mm。，细胞染色较深，核团颇为醒 目。 

2．3 CG的抻缝纤维 

在Well氏法染色的切片上 (图2—9)，可见CG内有髓神经纤维的数量明显地少 于 周 

围结构如前丘、后丘和内佣纵束者，而且染色较浅。cG&部神经纤维的数 量及分 布 各 

不相同t内侧部的纤维极少|背侧部近中缝处的纤维多排列成网状， 中缝纤维在后丘平 

面向两侧辐射，在前丘平面多纵走，部分纤维排列成网状；外侧部内 侧 份 的 纤 维 多 

环绕内侧部，外侧份的纤维在后丘平面很少，在前丘平面多从前丘仲向中脑水管；座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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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l “大”代表直径在1 01tin 上的细胞_ “小”代表直径在lOlt~以下的细胞． 

3 讨 论 

● 

3．1 关于C6的捌分 

CG是否划分为若干不同 的 部(区)，尚有争 议。Ma~yh 用 Niss]氏、Well氏 

和Golgi氏三种染色法，并结合酶标技术研究了大鼠、猫和猴的CG细胞构筑 和 纤 维 联 

系，认为CG是由弥散的神经元所组成的小功能单位镶嵌而成，没有划分为部的 依 据。 

Gioia等用Niss]氏法对猫CG的神经细胞作了数量分析 ，认为CG的不同区域神经元 的 

密度是一致的，各区的细胞构筑无明显区别，因而认 为 CG无分部 (区)可 言。March- 

and~lHagino将示踪物分别注入大鼠CG的背侧区、外侧区和内侧区，结果相同，也 认为 

CG不划分为不同的部 (区)。但 是，持 相反观点的也不乏人。早在]923年，Castaldi用 

Goligi氏法研究了豚鼠CG，认为CG~7"分为与顶盖一同发育的背侧部和与被盖一同发 育 

的腹侧部。美国密执安州大学比较神经学宴验室研究了猫 、狗、马、羊、猪、负鼠、猴 

和人的CG提出CG可分为背侧部、外侧部和腹侧部，井得到Taber、Altman和Bayer等人 

的支持 ⋯ 。1954年，Olszewski和Baxter用Niss]氏法研究了人的CG ，将其分为背侧 

部、外侧部和内侧部，并得到Breazile， Hamiltan，Laemle，Lin和Brodal等人的实验结 

果的支持 “ 。近年来Beltz等根据自己一系列实验的结果 ，认为CG~-T~1]分为一 

内侧部，一背侧部、一外侧部和一腹侧部。Moss和Watanabe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证明腹 

侧部含组织胺和血管活性肠多肽}~ennes和Kiyama~明含神经降压素 胆囊收缩 素 和P物 

质的轴突多集聚在内侧部。本实验表明猪CG可划分为内侧部、背侧部、外侧部 和 腹侧 

部，与Beltz的结果基本一致 ，但本文提到的 背外侧缘核 或相当于此核的细 胞 群 

在以上所有文献中均未提到。事实上，这群细胞密度大 (29 100／mm。)，染色 较深， 

细胞大小均匀，与周围结构区分明显，引人注 目，按其位置暂名为 背外 侧 缘 核 。 

Wyss和Srlpanidknl Chai将 (。H)标记的氨基酸注入大白鼠扣带皮质IRca区，标记的区域  ̂

相当于 背外侧缘核 ， 由此推测，大 白鼠CG也可能具有背外侧缘接，只是他 们 没有 

对标记区域作形态学描述。 

3．2 关于cG的细胞袖筑 

Ma~yh和Beitz都证明大鼠CG神经元的密度是自内向外逐渐增j3Ⅱ的 ， 。本 实 验 

表明，猪CG神经元的密度也具有这种现象，即靠近中脑水管的内侧部，细胞密度 较 低 

(10 970／mm。)，远离中脑水管的背侧部 (11 880／mm )、外侧部 (18 85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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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腹侧部 (16 6O0／mm s)细胞密度较大，居cG边缘区的背外侧缘核，细胞密 度 最大 

(29 lO0／1nm ) ． 

猪CG神经元的类型与Mantyh[ ，Lin等 j~Beitz：a 在大 鼠CG中所 看到的基本相 

似 。 

关于CG各部神经元的类型，Mantyh和Gioia认为无明显 差 异 】。Beitz，Lin等 和 

Hamihonn认为在CG不同区，各种类型神经元所占的百分比是有明显差 异 的 ”】。 

本实验表明 (见附表)猪CG各种类型神经元在各部所占的比例差异不显著，但大小 神 

经元的比例，各部之间差异显著}而且 ，并不是每一部都齐具各种类型的神经元，如内 

侧部无多角形和锥形神经元}背外侧缘核无棱形和椭圆形神经元，但却独具锥 形 神 经 

元。Mantyh描述大鼠CG锥形神经元主要分布于外周，其轴突投射到上丘。各种类 型 神 

经元投射点及其功能不甚清楚 ⋯ 。 

3．3 关于CG的神经纤维 

Mantyh认为CG内的神经纤维自内向外逐渐增加，纤维的排列由环形逐渐变成辐 射 

状 ⋯ 。Beitz描述内侧部的纤维极少，背侧部和外侧部的纤维环绕内侧部的背 外 侧，腹 

侧部的纤维呈网状分布 】。本实验结果与Beitz描述的近似，但背侧部的纤维呈 网状 分 

布，外侧部的纤维 自内向外由环形逐渐变成辐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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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猪中脑央央灰质的分医 

圈 纛 避 啊 

猪CG壤状切面，过动眼神经主棱前三升之一平面。Nissl氏苦枭色×10．前头指霄外侧馨拔· 

摧CG矢状切面，过动眼神经韫外缘平面．Nissl法染色x 5J箭头描背外髓埭棱· 

猪CG水面切面，过内橱朦状体霄缘平面。Nis sI氏法染色×5，箭头指背外徊椽筷· 

猪CG内的大槛形缅胞，G gi—Cox氏橐色·x SO0· 

猪CG内的小桂形细胞 ．Golgl—Cox氏橐色．x250· 

猪CG内的大，小三角形细胞 ，Golgi—Cox，氏染色x250f 

靖CGO的大多角 细臆，GoIgi—Cox氏橐色，x S00) 

藉CG臂外佣缘攘内的鞋形细胞．Golgi—Cox氏染色， x 25Of 

猪CG中部新状切面，示CG内的圩堆升布。L，井侧部，M．内佣部}V．虞佣部。Weill~染色，×25 

1  2  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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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divisions of the Midbrain 

Central Gray in pig 

Mu Xia8 Tian JiuchoU Fan Oingyun 

(Deparfment ot Yeferinar．y Science，the N orthwestern AgricMlural University) 

Abst ract The serial sections of pig midbralns staining by anatomical 

staining methods including Nissl，W ell and Golgi—Cox stain have been used to 

evaluate the possibility of morphological subdivision within the midbrain central 

gray (CG) ．AcCording to the neuronal size，shape and density and the arrange- 

merit of nerve fibers，it appears that the CG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ubdi— 

visions and One nucleu s：the medial subdivision encirde the CG{the dorsal sub— 

dlvis~on is dorsaI to the medialI the ventraI subdivision is ventraI to the mediaIl 

the latera1 subdivislon is 1atral to the medial and between the dorsal and yen— 

tral subdivisionsl the do rsolatera1 margina1 nucleus 1ies 谴 the dorsolatera1 

cornc2 of the rostra1 half of C G，and is cunei如m in transver se section。The 

later is an undescribed cell group in published literature． 

Key wor ds midbrain central gray， subdivision，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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