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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山羊颈迷走神经传出神经元胞体

的定位和形态学特征
’

李育良 田九畴

〔兽 医系 )

摘 要 将 R P H注入颈迷走神经千后
,

在迷走神经背核的全长出现标记细胞
,

但该核的

尾部以特征性的巨
、

大或中型梭形标记细胞为主而 区别于核的前和中部
。

在孤束内侧核有 散

在的类似于背核的标记细胞
。

在疑核可 见大
、

中
、

小三型标记细胞
,

但在疑核嘴侧部的 腹侧

群即面后核无标记物
。

在疑后核
、

上颈髓中间带区有类似于胸髓交感节前神经元的中型标 记

细胞和分布特征
。

在脊上核的背侧群和上颈髓的腹角背内侧核和副神经脊髓核有一些大多 极

标记细胞
。

主肠询 迷走神经
,

传出神经元
,

乳羊
,

形态特征

迷走神经中支配呼吸器官和胃肠平滑肌及腺体的传出纤维起源于迷走神经运 动背核

( 以下简称背核 )
,

已为切断迷走神经后在背核出现 明显的染质溶解变化以及将 H R P 注

入胸腹腔脏器壁
,

背核的细胞被标记所证实
。

G e tz 认为在兔的背核内能找到所 支 配 器

官的代表区 ( 背核 的最尾部支配气管
、

支气管
、

食管
,

中部支配心脏和腹腔脏器
;
前部

支配腹腔器官和肺 ) 厂` 〕 。
B e ll 认为支配反当动物前胃的迷走神经的传出纤维主要 起 源

于背核的嘴侧半
,

疑核的传出纤维仅分布于颈部器官而不分布于胸腹腔
仁2 , 。 K it c he n对

反当动物和非反当动物的背核进行了比较研究
,

认为支配胸腔器官 的代表区在背核的尾

侧部
,

而腹腔器官在背核的嘴侧部
,

反当动物的背核比非反当动物的发达
〔 ” 〕 。

李 育 良

等证明支配猪胃的节前神经元纵贯于背核的全长
,

支配颈部食管 的传出神经元主要位于

面后核 `毛 ’ 5 」。

许多生理学家研究表明
,

迷走神经背核既不含有 内脏运动神经 元
,

也 不

含有心抑制神经元
,

电刺激背核不 引起心动徐缓
,

破坏背核也不导致心抑制反应消失
。

K e e r
认为背核可能提供内脏腺体分泌纤维

〔 。 J 。

T ho m us 认为迷走神经支配心脏的传 出

纤维起源于疑核
〔 ’ 〕 。

从以 上可以看出
,

用不 同的方法在不同动物上所得结果存在 着 阴

显差异
。

关于奶山羊迷走神经传出神经元的定位和形态特征
,

未见报道
。

本研究 旨在为

比较神经解剖学及生理学 的研究提供 资料
。

1 材料和方法

选 15 ~ 20 日龄的健康奶山羊
,

用 20 %氨基甲酸乙醋 ( 馆 / k g ) 腹膜腔麻醉后
,

将 10 %

H R P ( iS g m a
VI R Z = 3或上海产R Z 2

.

5
一

3 ) 水溶液 3 。件L多点注射于颈 中部迷 走神 经 干

内
,

术后存活 2 ~ 3天
,

依次经心脏灌汀生理盐水 3 o o m L ,

含 1
.

25 % 戊二醛朴班%多聚 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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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磷酸缓冲液 ( p H7
.

4 ) 1 0 00 ~ 1 5 O 0mL ,

含10 %蔗 糖 的磷酸缓冲 液 5 00 m L 。

灌 注 完

毕
,

立即取脑干和第 1~ 3颈髓
,

置 10 %蔗糖磷酸缓冲 液 ( p H 7
.

如 4℃ ) 过夜
,

做 5 0卜m

厚的连续冰冻切片
,

脑干隔片取一
,

颈髓隔四取一
,

按M se lu u m 的 T M B 法
〔 “ ’
反 应 成

色
,

中性红复染
,

明视野观察
,

并参照相似年龄的奶山羊脑干尼氏染色连续切片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迷走神经运动背核

奶山羊的背核为延髓中一纵长不规则细胞柱
,

前极达舌下神经前置核后 l / 3稍前平

面
,

尾端平延髓脊髓结合处
,

零星的神经元向后伸展到前颈髓
。

将 H R P注入颈迷走神经

干
,

在核的全长可见大量标记细胞
,

在核 的前部即门以上部分
,

核 的体积较大
,

标记细

图 1 迷走神经传出神经元胞体分布示意图

I第一颈髓横切面
, I 锥体交叉横 切面

。

, 疑核尾部横切面
, 万迷走神经背核 中部横切面 ,

V迷走 神经背核前部横切面
·

代丧标记细胞 的部位

D 迷走神经背核 S m 孤束内侧核 R a 疑后 核 A 疑核

R f 面后核 5
, 脊上核背侧群 D m 上颈盆背内侧核

I L 中间外侧核 IC 中介核 I C p e 中介核室管膜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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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数相对多于后部
。

标记细胞呈多极
、

圆形
、

梭形和三角形等
,

大 ( 直径 30 ~ 40 协m )
、

中 ( 2 0 ~ 3 0拼m ) 和小 ( 20 卜m 以下 ) 三 型细胞均可见到
,

但以 中型为主
。

所有细胞排列

均无明显一致的极性
。

在 门 以 下 愈 向 核的尾部
,

标记细胞排列紧密
,

以大中甚至巨

型 的梭形或锥形细胞为主
,

其长轴从背内 指 向 腹 外
,

标 记 细 胞长 60 ~ 12 郎 m ,

宽

1 0 ~ 2 0

部者
,

元胞体伸延于迷走神经纤维束中
,

这种特征性神经元
,

既区别 于 核前
、

猫
、

兔和大白鼠等其它动物 ( 图 1 ,

图 2
一 。 ,

b
, c ,

图 2 见 图版 )
。

标记

细胞主要见于注射侧
,

偶而在门以下的对侧核中可见到零星的标记细胞
。

以上结果表明
,

迷走神经的副交感节前神经纤维起源于背核
。

问题在于背核中各种

形态 的神经元与功能有什么联系
。

N a va r a t an m 用组织化学方法证 明
,

在猫背核至 少可

以识别出两种类型的神经元
,

即真胆碱醋酶 ( A C h E ) 类 ( 约占 4 / 5 ) 和假胆 碱醋酶类

( uB hC E ) 神经元 ( 约占 1 / 5 )
,

而且后者主要位于核的尾部
〔 ’ 」。

本实验在背核尾部

见到大中梭形细胞 明显区别于核的前部
,

这些神经元与假胆碱醋酶类细胞是否一致
,

尚

难以下结论
。

而且这种形态的神经元未见于其它动物
,

是否与奶 山羊某种特殊功能相联

系
,

均有待证实
。

2
.

2 孤束内侧核

在门以上的孤束内侧核
,

即背核的背侧和外侧与孤 束内侧之间的区域
,

出现散在的

标记细胞
,

其形态与背核中基本相同
,

而且孤束核中的细胞与背核 的运动神经元交错分

布
,

相邻之处无严格界限 ( 图 1
一

W
,

图 2 一
d )

。

关于孤束 内侧核是否发出纤维经迷走神经向外周脏器投射的问题争论 已久
,

本文的

结论是肯定的
。

但这些被标记的神经元并不聚集成团
,

而以 弥散的形式存在
,

因而认为

是由背该扩散于孤束核去的
。

N “ v a r武 an m 用组织化学方法证 明
,

在猫的亚极后区即 孤

束内侧核
,

切断迷走神经后
,

和背核一样
,

一些神经细胞的胆碱醋酶活性消失
,

表明此

处有神经元发出轴突加入迷走神经向外周投射
仁“ 」 。

H a r d i n g 用电生理学方法证实 孤 束

内侧核有激发绵羊瘤胃收缩的运动神经元
「 ’ “ 〕 。

本文 的结果证实他们的结果是可信的
。

而且作者分别在追踪支配猪胃和颈部食管的传出神经元时发现
,

胃的传出神经元多位于

孤束内侧核的背侧
,

而颈部食管 的标 记神经元位于孤束 内侧核的中部和腹侧
,

表明还存

在某种背腹定位关系
〔咭’ 5 1 。

至于 K “ Iia 等在大白鼠等动物的迷走神经传出神经元的 H R P

法追踪时
,

在孤束 内侧核未见到标记细胞
仁 ` ’ ,

这是由于种属差异性
,

还是由于标记细

胞少而被忽视
,

在此不妄加推测
。

2
.

3 疑核

疑核为一位于延髓腹外侧被盖内的细胞柱
,

与迷走神经背核相对应
,

所以过 去曾称之

为 “ 迷走神经运动腹核
” 。

奶山羊的疑核从下橄榄核尾极稍后平面伸向面神经核后极
。

疑核尾部的细胞排列松散
,

体积较大
,

向前
,

细胞逐渐排列紧密
,

体积稍变小
。

在门以

上大约 1
.

s m m平 面
,

该核可分成三个细胞群
,

即背侧群
、

腹侧群和环周群
。

背侧群为疑

核柱的直接延续
,

但细胞稍小于核的尾侧部
,

腹侧群位于背侧群的腹侧
,

由一些纤维束

与背侧群分隔
,

以中型细 胞为主
,

常称之为
“

面后核
”

( r e t r of a o ia l n uc le sn )
。

环周群细胞

呈半环形散布于背腹群的背
、

腹和外侧的纤维束中
,

以中型多极或梭形细胞为主
,

也有

一些大型和小型 的细胞
,

这个界 限清晰的细胞分群与其它动物如猪
、

猫和大白鼠等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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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同
。

颈迷走神经干注射 H R P的同侧疑核全长见到标记细胞
,

其标记细胞出现状况除

腹侧群外与前面在疑核中所描述的一致
。

在腹侧群 ( 面后核 )
,

各实验例均未见到标记

细胞 ( 图 l 一 l
,

F
,

V ; 图2 一 e ,

f )
。

在疑核和背核之间的区域有散在的标记细胞
。

一般认为
,

疑核是 由支配咽喉和食管横纹肌的大多极特殊内脏运动神经元组成
。

术

文的结果表明
,

在疑核中可区分出大
、

中
、

小三型标记细胞
,

小型细胞以吸周群较多见
。

那么疑核中有无支配平滑肌的副交感节前神经元呢 ? T ho m u s 认为迷走神乡渺中的心抑制

纤维起源于疑核
〔 ’ 〕 ,

N ie l 用 H R P法证 明
,

支配猫食管下括约肌的节前神经元位于背核

和疑核以及两核之间的地带
石’ ” 习。

C io l 报道
,

大鼠隔下迷走 神 经 起 源 于 背 核 和 疑

核
「` “ 」。

由此 可见
,

疑核中既有支配横纹肌的特殊内脏运动神经元
,

也有支配平滑肌的

副交感节前神经元
,

要将背核和疑核中的神经元截然从功能上区分是困难的
。

李育良等的报告表明
,

支配颈部食管的传出神经元主要位于疑核前部腹侧群 ( 面后

核 )
`” 了。

而木文的结果表明颈迷走神经中的传出纤维不起 源于面后核
。

由此 推 断
,

面

后核发出的支配颈部食管 的传出神经纤维可能经由迷走神经前部的分支和舌咽神经的咽

支等到达颈部食管
。

2
.

4 疑后核

该核相当于上颈髓中间外侧核向延髓的延伸
。

从后向前
,

由于延髓外形的变化
,

该

核 由与 中央管同一水平面渐移向腹外侧
,

后极与第一颈髓中间外侧柱相接
,

且 细 胞 成

团
,

前极接疑核
,

但前部细胞稀疏不易辨认
,

核内主要以 中型多极细胞为主
,

标记细胞

主要位于核的尾部 ( 图 1
一

I )
。

2
.

5 上颈傲灰质 中间带区

在奶山羊的第 一
、

二颈髓的灰质中间带
,

有基本类似于胸腰段脊髓交感节前神经元

配布方式的标记细胞出现
。

在中央管的背外侧即中介核室管膜旁部 ( I C p e ) 为 中 等 梭

形细胞
,

细胞长轴呈 内外指向
。

在中央管与中间外侧核之间的地带即 中 介 核 ( lC ) 也

有零星 的标记细胞
。

中间外侧核与疑后核相延续
,

其标记细胞形态同疑后核
,

不过其体

积不如胸髓的大
,

而且不是每个切面上都可看到
,

个别例在中间外侧 核 的 外 侧 索 部

( I L f ) 也有少量的标记细胞 ( 图 1
一

I )
。

第一
、

二颈髓灰质中间带 出现
`

的标记细胞应属于副交感节前神经元
,

因为将 H R P注

入胃壁均在这些部位看到数量不等的标记细胞
` 寸 了。

2
.

6 脊上核和背内侧核

脊上核位于锥体交叉到舌下神经核尾极平面
,

可分为背侧群和腹侧群
。

其背侧群与

脊髓腹角的背内侧核相延续
,

出现于脊上核和背内侧核的是成团的大多极运动神经元
。

在一张切片上
,

可看到它与位于该核背外侧方的疑后核或中间外侧核的标记细胞团同时

存在
,

但标记细胞 的形态和大小却截然不同 ( 图 1一 I
,

I )
。

2
.

7 副神经脊位核

在第一
、

二颈髓腹角有少量大多极标记细胞 ( 图 I )
,

在腹角的中部和腹侧均有
,

各实验例出现标记细胞的位置不恒定
,

这些大多极神经元以及背内侧核和脊上核的标记

神经元可能发出轴突加入迷走神经返神经支
,

因为这与木实验对返神经的起始神经元追

踪所得结果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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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a eti o n a n d Mo rp h o l o gy o fC el l B o d i o s efE f f e rn et

N eu o rn so fth eC e rv i a el V a gu sN ev r e

i n Mi lk G o a t

L 1Yu l i a n g T 1a n J i uC h o u

( D
ePa rto en t o

fV o t e ri , a r 夕 S
c s e ” e e )

A b s t r a e t A f t e r H R P w a s i n i e e比 d i n t o t h e t r u n k o f t h e e e r v i e a l v a g u s

n e r v e o f m i l k g o a t s ,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w e r e f o u n d i n t h e d o r s a l m o t o r n u e l e u s o f

v a g u s ( d m n ) t h r o u g h t h e w h o l e l e n g t h
,

b u t t h e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i n t h e e a u d a l

p a r t o f t h e n u e l e u s w e r e m a i n l y l a r g e 一 s i z e d a n d m i d d l e 一 s h a p e d
,

w h i e h w e r e

d i f f e r e n t f r o m t h o s e i n t h o e r a n i a l a n d m i d d l e p a r t s
。

T h e r e w e r e s o m e s e a t t
-

e r e d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 s i m i l a r t o t h o s e o f t h e d m n i n s h a P e ,
i n t h e m e d i a l n u e l e u s

o f s o l i t a r y t r a e t
.

T h r e e t y p e s o f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

l a r g e ,
m e d i u m a n d s m a l l

一 s i z e d
,

w e r e s e e n i n t h e n u e l e u s a m b i g u u s ,
h o w e v e r , n o n e u r o n s w e r e l a b e l l e d i n t h e

v e n t r a l g r o u p o f t h e n u e l e u s ,
i

. e . r e t r o f i e i a l n u e l e u s .

A e o n s i d e r a b l e n u m b e r

o f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w e r e o b s e r v e d i n t h e r e t r o a m b i g u u s n u e l e u s a n d i n t e r m e d i a l

z o n e o f t h e g r e y m a t之e r o f t h e u p p e : e e r v i e a l e o r d
, t h e d i s t r i b u t i o n a n d s h a p e

o f t h e s e l a b e l l e d n e u r o n s w e r e s i m i l a r t o t h a t o f s y m P a t h e t i e r r e g a n g l i o n i e

n e u r o n s i n t h e t h o r a e i e e o r d
.

A s m a l l n u m b e r o f l a b e l l e d e e l l s w e r e a l s o f o u n d

i n t h e d o r s a l g r o u P o f t h e n u e l e u s s u p r a s i n a l i s i n m e d u l l a a n d n u e l e u s d o r s m e吮

d i a l i s a n d n u e l e u s a e e e s s o r i u s s p i n a l i s o f t h e v e n t r a l h o r m s i n t h e u P P e r e e r v i e a l

e o r d
.

t h e s e e e l l s w e r e l a r g e 一 s i z e d a n d m u l t ip o l a r 一 s h a p e d
.

S u b j e c t w o r d s v a g u s n e r v e , e f f e r e n t n e u r o n s ,

m i l k g o a t , m o r p h o l o g i e a l

e o r d
, e h a r a e t e r 三s t i e s



李育良等
:

奶山羊颈迷走神经传出神经元胞体的定位和形态学特征

图 2HR P标 记的迷走神经传出神经元在脑 干的定位

a
。

门 以 上迷走神经背核中的标记细胞 200 x ;h
。

迷走神经背核尾部的标记细胞 200
x,

右下角为中央管 , c
。

同 2 ,

标记细胞延根纤维束扩 散 4 0 O x ; d
.

背核和孤束内侧核的标

记细胞 10 0 义 , e
。

疑核嘴侧 部的背侧群 及环周群有标记细胞
,

但腹侧群 毛标记 I O O x ;

f
.

疑 核尾部的标 记细胞 2 0 O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