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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内脏大神经交感节后纤维的起源

_
用 H R P 法研究

命

田九畴 雷治海 高奇峰

( 西北农业大学兽医系 )

摘 要

将辣根过氛化物酶 ( H R P ) 或霍乱毒素结合辣根过氧化 物 酶 ( C T H R P ) 注

射或断端涂抹于 奶山羊 内脏大神经
,

用四 甲基联 笨胺 ( T M B )显 色
,

以研 究奶 山

羊内脏大神经 交感节后 纤维 的起源
。

H R P 标记细胞 出现于 同侧 T
。 一 , 。

推旁节
,

集中于 T l 。 一 ; 3
四 节

,

占总数的 96
.

6 % ; 高峰在 T
, :

节
,

占 4 0
.

1 % ; T
, 。
前方 诸

节的酶标细胞 急剧减 少
。

标记细胞多为校形
、

椭 圆形或圆形
,

细 胞体直径在 20

一 50 微米之间
。

在一例
,

L
,

推 旁节出现 少数标记细 胞
,

表明 它有纤维 沿 交 感

干前行
,

_

入内脏大神经
。

关键词 内脏大神经
; 交感节后 神经元

; 椎旁节 ; 辣根过氧化物酶法
; 奶山羊

一般认为内脏大神经由发自胸髓中间外侧核的交感节前纤维和胸背根节细胞的周围

突组成
。

L a n
gl

e y 〔 ` ’
认为内脏大神经可能含有交感干椎旁节发来的节后 纤 维

。
R a

sn
o n

iB ill n gs le y 「7 ’ 在猫的内脏大神经中找到了交感节后纤维束
,

但由于受当时研 究 技 术的

限制
,

未能证明其 来源
。

K uo / K ar ut h a m e r 〔 3 〕
将 H R P 结晶涂抹在猫的内脏大神经中枢

断端
,

在 T
; _ , 。

椎旁节发现了大量的标 记细胞
。

G ho
s ha l/ G

e t t y 〔“ ’
对奶山羊

、

绵羊和牛

腹腔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节作了详细的描述
`

,

但只限于 大体解剖水平
,

未涉及到神经纤

维的来源
。

为了给教学和科研提供依据
,

我们用 H R P 法对奶 I白羊内脏大神经中交感节后

纤维的起源进行了研究
。

材料和方法

选 1 0日龄左右的奶山羊羔
,

性别不 限
。

腹膜腔麻醉后
,

以 10 微升 30 % H R P 液 ( 用

于 4 号动物 ) 或 10 微升 C T H R P ( 给 1 号羊 )
,

或以 30 % H R P 液及 C T H R P 各 10 微

升 ( 给 2 号和 5 号羊 ) 分点注入左侧内脏大神经干内
。

或者于神经干内注射 10 微升 30 %

H RP 液后
,

继以 H R P结晶涂抹于内脏大神经中枢断端 ( 3 号羊 )
。

在注射和涂酶过程

中 , 孚取了防止酶浸染周围组织的措施
。

动物存活百天
。

按 R OS “ ”
e/ M es ul “ m 〔 ` J 的 方

法灌注固定
。

将所取的术侧交感干 T 。 一 L
:

椎旁节做成 50 微米厚的连 续 冰 冻切片
,

按

M咖孩m 〔“ 〕
法进行 T M B 反应

,

以中性红复染
,

明视野观察
。

本文于 1蛇 6年 9月 0z 日收到
。

.

本课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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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共实验九例
,
结果具有代表性者五例

。

按上述方法处理动物之后
,

H R P 经内脏 大 神

经的不同性质的纤维分别被逆向运输至脊髓
〔 ” 、

背很节和稚旁节
。

下面报道椎旁 节 内

交感节后神经元被 H R P 标记的情况
。

1
.

在手术侧 ( 左侧 ) 交感干 T
。 一 L ,

连续九枚椎旁节内出现了 H R P 标 记 神 经

元
。

标记神经元集巾分布于尾侧诸节
。

在 T , 。 一 , 。

四节
,

标记神经元合计 约 占 总 数 的

96
.

6 %
。

以 T
: 2

节出现的标记神经元为数最多
,

约占总数的 4 0
.

1 %
。

T
; 。

以前诸节的标

记神经元数量急剧降低
。

在一例
,

L
:

节出现少量标记神经元
。

注射 C r H R P Z号
:

注射 C T H R P +
H R P

注 射及断端涂抹 H R P 4号
:

注射 H R P

同 2号

图 4 T
1 3

椎旁节 中的 H R P 标记神经元

( 明视野观察 )

号号号
J.二,Jló口

2
。

标记神经元多为梭形或椭圆形
,

沿推旁节的边缘带分布
,

亦有少数圆形细胞
,

分布于节的深部 ( 图 4 )

石O微米之间者占7
.

药%
,

。

标记神经元的直径在 20 ~ 35 微米之间者古 9 2
.

5吞
.

%
,

在 36 一

在 51 微米以上者绝无仅有 (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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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在以不同方法处理的动物中
,

出现的标记细胞数
,

彼此相差悬殊
:

神经干内注射

F H R P ( 即 H R P ) 和 CT H R P两种酶者 ( 2 号和 5 号 )
,

出现的标记细胞最多
,

平均 每 只

羊占五只羊标记细胞总数的 4 4 %左右 ( 2 号 占62
.

33 %
, 5 号 占25

.

90 % ) ; 神经干内注射

同时断端涂抹 F H R P 一种酶者 ( 3 号 ) 次之
,

占 5
.

72 % ;
神经干内单注射 C T H R P 者

( 1 号 ) 又次之
,

约占 5 % 左右
; 神经干内单注射 F H R P 者 ( 4 号 ) 最少

,

仅 占 1 %

左右 ( 图 3 )
。

讨 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
,

内脏大神经除含交感节前纤维
〔 ` 」和传入纤维外

,

还含有相 当 数

量的节后纤维
。

节后神经元的胞体分布于胸交感干椎旁节
。

这一结果的学术意义在于
:

它证实了 K u 。 〔 “ ’ 实验的可信性
,

为 L a n g l e y 「` ’
的假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

同时补 充 了

R a n s o n
/ B i l l i n g s l

e
y 〔 了 ’ 实验的不足

。

如前所述
,

L a n g l e y 认为 内脏大神经可能 含 有 节

后纤维
。

R a sn o
n/ iB n i n gs l

e y 只证明猫的 内脏大神经含有交感节后纤维
,

而未找 到节后

神经元胞体所在部位
。

关于内脏大神经节后神经元胞体的节段性分布
、

分布 密度的高峰节以及神经元的类

型
,

本实验结果与 K u 。 〔 3 ’ 在猫上所得结果基本一致
。

奶山羊内脏大神经在 T , 。

节 平面离开交感干
,

穿过腰肋弓而入腹腔
,

加入腹腔系膜

神经丛和肾上腺神经丛
。

内脏小神经
,

即腰 1和腰 2 内脏神经
,

直接进入肾上腺丛和腹腔

系膜丛
。

内脏小神经没有交通支加入内脏大神经
〔 2 〕 。

本实验在一例动物的 L
:

椎旁节内

发现少数标记细胞
,

表明 L
,

推旁节可能有轴突或侧支沿交感干前行
,

加入内脏大神经
。

毛 u n d乙
e r g 等 f s 」

将 H R P 注入小肠
,

在胸交感干椎旁节内发现了标记细胞
。

他根据另

一实验结果
,

即须上节和星状节有节后纤维加入迷走神经而支配小肠
,

从而断定
,

胸交感

干后位诸椎旁节发出的节后纤维也随迷走神经支配小肠
。

他的这个推断有待进一步证实
。

在以不同方法处理的动物中
,

其所出现的标 记细胞数
,

相差极为悬殊 ( 图 3 )
。

这一

现象也以同样的模式明显地出现在脊髓
〔 ` 〕和背根节

。

这充分表明
,

实验方法对实 验 效

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就本实验来看
,

神经断端涂酶效果明显优于神经干内注酶的效

果
,

C T H R P 的敏感性明显高于 F H R P
。

关于方法学问题
,

已在文献 〔 1 〕中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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