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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 B C 法研究结果表明
,

催产素 ( O T )样神经元在鸡下丘脑中分布于一条前端尖

细
、

中央宽厚
、

后端钝圆的长梭形细胞带内
,

带的前端达前联合核
、

皮质联合床核
,

后端达乳头

体各核团
,

中央部分包括视上核
、

室旁核
、

视文叉上核
、

腹内侧核
、

腹外侧核
、

背内侧核
、

背外侧

核
、

弓状核
、

室周核等
.

O T 样神经纤维主要分布在第三脑室室周和正中隆起的中间带和外侧

带
.

通过 O T 释放途径的观察
,

对 O T 在体内的含量变化进行了讨论
.

关键词 下丘脑
,

催产素
,

鸡
,

A B C 法

中图分类号 5 8 52
.

16

催产素 (o x
yt

o 。 in O T )是 由下丘脑分泌有关生殖的重要神经 内分泌激素之一
。

关于产

生和分泌 O T 的细胞定位研究报道甚多
,

主要集中在哺乳动物如大 鼠
、

豚 鼠
、

犬
、

猫
、

猪
、

牛
、

猴和 人等 1[ 一 ’ 〕
.

但有关禽类这方面的研究报道甚少
,

刘波等 37[ 曾用 P A P 法研究过 O T

在鸡下丘脑的定位叫
。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
,

应用特异性强
、

灵敏度高的免疫组化

A B e 法 ( ^ v id i n 一 b io t i n 一

p e r o x id a s e e o m p l e x m e t h o d )
,

对鸡T 丘脑中 O T 样神经元的定位

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

为发展家禽生殖内分泌的基础理论提供形态学方面的资料
。

1 材料和方法

动物 选择健康
、

成年的罗斯蛋鸡 4只
,

体重在 2 k g 左右
.

切 片制作 颈 动脉放血将鸡致死
,

心脏灌注 aZ m b o in s 固定液
,

持续 l h 后取脑
,

分离

切取下丘脑
,

再固定 4 h
, 3 。%蔗糖溶液保存 (4 ℃ )

,

取出后作冰冻连续切片
,

片厚 40 拌m
,

隔

2取 1
.

共制得 3套切片
。

染 色 第 l 套切片 A B C 染色
。

主要步骤为
: ① 0

.

5 % H
:
O

:
3 0 m i n

( 3 7 oC ) ; ② 0
.

3 %

T r i t o n X
一

10 0 l h ( 3 7℃ ) ;③ l
:

2 0正常羊血清 3 0 m i n (室温 ) ;④ 加一抗
,

l
,

7 0 0 0 O T 兔抗

血清 (美国 IN C 产品 )孵育 6 5 h ( 4 ,C ) ;⑤ 加二抗
,

l
:

22 0羊抗兔血清 l h ( 3 7 ,C ) ;⑥ 加 A B C

复合物 ( 1
:

1 1 0 ) l h (美国 V e e t o r
产品 ) ;⑦ 0

.

0 5% D A B加 0
.

0 3% H
Z
O

:

呈色 5一 1 0 m i n
.

以

上各试剂均用 P B S液配制
,

各步骤间亦用 P B S 液充分漂洗
。

最后按常规脱水
、

透明
、

封片
。

第 2套切片作对照试验
,

用 P BS 液代替一抗
,

其余步骤同上
,

以确定本试验免疫反应的特

异性
.

第 3套切片作 iN
s s l 染色

,

以确定 O T 阳性神经元的位置
。

观察 明视野显微镜下将所制切片逐一进行观察
,

参照 uJ gn h e r r [’]
,

iT en h o ve n 〔 ,〕及

收稿日期
:

1 9 9 5
一

1 1一 10

,

陕西省科委基金和杨陵荃金资助顶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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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BC 法研究 1 7

见到串珠状
,

大量见到的是密集分布的大小不等的圆形分汪颗垃
,

有些大的黝壮直径可达

1
.

5 拌m 左右 (附图
一

3
,

4 )
。

2
.

3 O T 样神经元和神经纤维的分布

禽类下丘脑各区的分界不如哺乳动物的清楚
,

各核团的各称及位置亦不完全相同
,

禽

类又有其 自身固有的一些特征
,

因此禽下丘脑可分视前区
、

腹侧区
、

背侧区
、

外侧区
、

尾侧

区五个部分
,

各区内均有 O T 样阳性神经元及神经纤维的分布 (详见附表 )
。

附表 O T 样神经元及纤维在鸡下丘脑的分布

分 区 核 区
各例 阳性 细胞 数 (个 ) 平 均

(个 )

比率
( % )

比率

顺序
阳性神经
纤 维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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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前区 斜角带核

前联 合核

皮质联 合床核

视前室旁核

视 上弥散核 (前 )

总 数

腹侧区 视上核

文叉上核

弓状核

欢内侧核

腹外侧核

正中隆起

总 数

背侧区 室旁核

室周核

背内侧核

背外侧核

V :

室周区

总 数

外侧区 前外侧区

后外侧区

总 数

尾侧区 视上弥散核 (后 )

乳头体内侧核

乳头体外侧核

乳头体间位核

乳头体后核

总 数

总 计

4 3 6 5 0 3 3 9 3

1 0 2 7 5 4 5

9 0 6

3 0 4 2 2 1

10 9 5

0 0 0

5 8 7 6 2 9 4 7 0

1 1 35 8 6 7 6 2 6

18 9 5

2 7 1 8 1 5

5 7 0

0 0 0

1 1 85 9 0 1 64 6

12 1 4 3

2 1 0

14 1 5 3

15 1 0 9

6 5 3 2 4 2

26 2 2 5

23 3 5 1 2

3 1 1

13 2 1 00 6 9

19 4 6 1 6 7 3 1 2 0 0

28 0 4 9 1
.

5 0

64 3 8 1 7
.

7 5

3 8
。

7 5

2 1 2 0
.

2 5

0 3
.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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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0 7
.

2 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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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1 8
.

2 5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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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1 3 3 8
.

0 0

0 13
.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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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0 1
。

2 5

3 5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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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9 9 7 1 4 54
.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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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
.

1 O T 样神经元在鸡下丘脑分布

从附表所示 O T 样神经元在鸡下丘脑分布的范围可以看出
,

向前可 伸至视前 区的前

联合核和皮质联 合床核
,

整个视前 区的阳性神经元仅占总数的 1
.

39 4 % ; 尾侧可达乳头体

各核
,

占 5
.

77 6 % ; 腹侧区主要含视上核等
,

比率达 33
.

80 % ; 背侧区主要含室旁核等
,

比率

高达 5 8
.

44 1 % ;
外侧区的分布甚微

,

仅含 0
.

56 7 %
.

从整个分布范围的三维结构来看
,

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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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 O T 神经元的分布构成一条前端尖细
、

中问宽厚
、

后端钝圆的长梭形细胞带
,

这条细

胞带覆盖了下丘脑的大部分
.

据 H 。 r ld[
, 〕对大鼠脑 内各部位 O T 含量的测量

,

在中央导水

管周围灰质
、

脑桥及延脑内也都含有较高量的 O T 样活性物质
.

试验中观察到乳头体后部

亦有少量的阳性神经元
.

因此
,

这条细胞带是否还有向后延伸的可能
,

则有待于进一步的

试验
。

3
.

2 O T 样神经元的分布与哺乳动物之比较

本试验结果表明
,

禽类 (鸡 )也和哺乳动物一样
,

下丘脑亦是产生和分泌 O T 的重要区

域
。

除了公认的在室旁核和视上核中含有较多的 O T 样神经元和神经纤维外
,

应用 P A P

法又将阳性核团扩大到视前区的室旁核
、

大细胞核和外侧核
,

此外还有室周核
、

弓状核
、

下

丘脑外侧核及背侧区等 3j[
。

本研究应用 A B C 法
,

证明上述核区均有 O T 样神经元的分布
,

另外还在视前区的前联合核
、

皮质联合床核 (禽特有核团 )
、

视上弥散核
、

腹内侧核
、

腹外侧

核
、

外侧区及尾侧区的乳头体各核等 20 个核区 内发现了 O T 样神经元及神经纤维 的存在
。

用 A B C 法又检出的核团
,

在过去有关禽类的报道中未曾见到
,

说明 A B C 法用于定位研究

更为精细
,

也说明 O T 样神经元在鸡下丘脑的分布是 比较广泛的
,

而且与有些哺乳动物的

分布有不少相似之处
【吕〕 。

3
.

3 O T 与 L H R H 神经元在分布上的异同

鸡的下丘脑
,

田玉山等
〔 , 〕
曾用 A B C 法作了促黄体激素释放激素 (L H R H )样物质的分

布研究
,

可知在鸡下丘脑中有很多核团既能分泌 O T 亦能分泌 L H R H
,

如前联合核
、

皮质

联合床核
、

室旁核
、

交叉上核
、

背内侧核等
,

但也有一些核团只能分泌其中的一种
。

L H R H

样神经元分布在下丘脑位置较为前移
,

前可达端脑隔区
,

且含量较多
,

视前区次之
,

背侧和

腹侧分布较少
,

尾侧区则无
,

形成一条前宽大后窄小的细胞带
.

动物的下丘脑可分泌 11 种

之多的肤类激素
,

分泌这些激素的细胞的形态
、

分布
、

相互关系及调控
,

将是神经内分泌学

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3
.

4 O T 的释放途径及与含最的关系

经典的概念认为
,

O T 在神经元内合成并与运载蛋白结合后呈颗粒状
,

然后沿轴突经

正中隆起被运至垂体神经部贮存
,

当机体需要时
,

再释放入血而作用于靶细胞
。

但 已有很

多实验证明 O T 还可直接释入毛 细 血管和脑 脊液 内
〔卜

’ 0] 。

本 试 验也 观 察到 这 种现 象

(附图
一

1 )
,

特别在正中隆起阳性神经纤维集中在中问带
,

大多数的纤维下行达神经部
,

部

分纤维则由此伸向外带的初级毛细血管丛
,

少部分则伸向内带
,

通过伸展细胞的突起可将

分泌物转运入第三脑室而进入脑脊液
.

故认为下丘脑内 O T 样神经元的分泌物直接进入

血液或脑脊液
,

可保持 O T 在体内的相对稳定性
。

而贮存在垂体的 O T 则根据动物不同的

生理阶段
,

在下丘脑的调控下呈阵发性脉冲式的释放
,

脉冲的间隔和释放的量均有不同
,

这样 O T 的含量又表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而具有一定的波动性的特点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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