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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山羊胸腺的神经纤维起源

赵慧英 ,李育良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 ,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　用 HRP法研究证明 ,支配山羊胸腺的初级传入神经来源于双侧 C1～ T5脊神

经节 ,以同侧为主 ;其标记神经元的分布呈双峰型 ;在双侧结状节也出现少量标记细胞 ,山羊

胸腺的感觉经两侧神经传入 ,以交感途径占优势 ;交感节后纤维来自双侧颈前节、颈中节、星

状节及 T2～ T5椎旁节 ,其中颈中节和星状节的标记细胞最多 ;在双侧 C1～ 2节脊髓腹角和延

髓疑核出现标记细胞较多 ,延髓迷走神经背核、面后核和脊上核出现较少的标记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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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作为免疫系统中枢淋巴器官和内分泌器官的双重角色 ,在免疫 -神经 -内分泌网

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以往对胸腺神经支配的报道 ,多是有关其内部组织中神经纤维

的分布及类型的研究 ;对胸腺神经纤维起源的研究 ,仅有对成年大白鼠和小鼠胸腺神经纤

维起源的报道 [1～ 4 ] ,但由于使用的方法和动物不同 ,其结果存在差异。为此 ,对山羊胸腺的

神经纤维起源进行了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2月龄奶山羊 4只 ,戊巴比妥钠腹腔麻醉 ,手术暴露胸腺 ,将质量分数为 20%的

HRP溶液 60～ 70μL从吻侧端向尾侧端刺入 ,边注射边退针 ,分点注入一侧胸腺 ,存活 48

～ 72 h;心脏插管快速灌流生理盐水 400～ 500 m L,继用含 10 g /L多聚甲醛和 12. 5

m L /L戊二醛的 0. 1 mol /L磷酸缓冲液 ( pH 7. 2～ 7. 4) 500～ 700 m L灌注固定 ,再以 4℃

100 g /L蔗糖磷酸缓冲液 400～ 500 m L置换固定液。取双侧 C1～ T8脊神经节、颈前节、颈

中节、星状节、 T2～ T8椎旁节、结状节及延髓和 C1～ T8节脊髓 ,置于 200 g /L蔗糖磷酸缓

冲液中 , 4℃冰箱过夜。做冰冻连续切片 ,神经节切片厚 35μm全取 ,延髓和脊髓切片厚 40

μm隔 3取 1; TM B-SN F法呈色 ,常规脱水、透明、封片、观察。

2　结　果

2. 1　山羊胸腺的感觉神经来源

　　将 HRP液注入一侧胸腺 ,双侧 C1～ T5脊神经节出现标记神经元 ,同侧与对侧标记神

经元之比为 6. 31∶ 1. 脊神经节中的标记细胞数从 C1～ T5数目呈双峰型变化 ,即在 C3～

C4和 T2～ T3两处的标记细胞最多 ,在此两处之前方和后方 ,标记细胞数分别为剧增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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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递增和递减的特点 ,颈部与胸部脊神经节标记神经元数目之比约为 4. 4∶ 1(见表 1)。

标记细胞呈圆形或椭圆形 ,大 (> 40μm )、中 ( 25～ 40μm )、小 ( < 25μm )型均有 ,小型占

26. 89% ,中型占 38% ,大型占 35. 11% ,以中、大型居多。 双侧结状节也出现标记细胞 ,但

为数较少 ,细胞呈椭圆形 ,以中、大型为主。提示山羊胸腺的初级感觉神经来自双侧 C1～

T5脊神经节以及结状节神经元 ,主要来自脊神经节神经元。

表 1　脊神经节中标记神经元的出现情况 个

例数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T1 T2 T3 T4 T5 合计

例 1 7 26 366 262 29 3 3 6 12 52 45 34 4 849

例 2 53 67 116 49 22 1 0 0 7 24 16 12 1 368

例 3 15 44 201 72 28 4 1 3 10 40 23 15 3 459

例 4 3 29 96 63 12 0 1 2 8 34 16 6 2 272

合　计 78 166 779 446 91 8 5 11 37 150 100 67 10 1948

占总数
百分率 /

%
4. 00 8. 52 40. 00 22. 90 4. 67 0. 41 0. 26 0. 56 1. 90 7. 70 5. 13 3. 44 0. 51 100. 00　

2. 2　山羊胸腺的交感神经支配

图版　支配山羊胸腺的不同来源的 HRP标记细胞

A.颈前节内的标记细胞× 200; B.星状节内的标记细胞 × 400;

C.脊髓腹角的标记细胞 × 200; D.延髓内标记的凝核 × 100

由图版可见 ,将 HRP液注入山羊一侧胸腺 ,双侧颈前节、颈中节、星状节和 T2～ T5

椎旁节均出现标记细胞 ,同侧多于对侧。其中 ,颈前节中标记细胞数少 ,多散布于神经节的

吻侧端 ,细胞染色较深 ,有的为双核细胞 ,多呈梭形和多角形 ,为突起明显的中、小型多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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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 (图版 A);颈中和星状神经节中标记细胞最多 ,密布于整个神经节 ,几乎整个视野

的细胞都被标记 ,细胞突起十分明显 ,呈多角形和梭形 ,双核细胞较多 ,标记细胞为中、小

型 ,小型居多 (图版 B)。 T2～ T5椎旁节中也出现 HRP阳性神经元 ,但数目较少。

2. 3　支配山羊胸腺的神经在中枢的定位

2. 3. 1　脊髓　 HRP注入胸腺后 ,在同侧 C1～ 2节脊髓腹角腹内侧出现标记神经元 ,个别例

对侧出现零星标记细胞 ,平均每例 52个 ,细胞呈大多角形 ,具有明显的突起 (图版 C)。

2. 3. 2　延髓　在两侧吻侧端疑核密集分布着较多的标记神经元 ,有的视野可达 7～ 8个 ,

标记细胞呈大、中型的多角形或卵圆形 ,同侧的标记细胞多于对侧 (图版 D)。 在迷走神经

背核可见到少数突起明显的小梭形细胞 ,两侧面神经后核和脊上核出现少量具有明显突

起的多角形细胞。

3　讨　论

3. 1　胸腺初级传入神经的起源

　　关于胸腺初级传入神经的起源 ,不同的研究者由于使用的方法及实验动物不同 ,所得

的结果也不完全一致。 Soloviyev
[1 ]
首先用溃变法研究小鼠胸腺传入神经时发现 ,切断 C1

～ T5脊神经节时胸腺中出现溃变的神经纤维。 杨海亮等
[2 ]
用 HRP法对大白鼠胸腺的传

入神经起源的研究结果证明 ,其初级传入神经纤维仅来自结状节 ;支晔等
[ 3]
用 CB～ HRP

法则证明大鼠胸腺的初级传入神经主要来自双侧结状节 ,少数来自 C1～ T5脊神经节。本

试验将 HRP注入小山羊一侧胸腺 ,在双侧 C1～ T5脊神经节见到较多标记神经元 ,同侧的

标记神经元明显多于对侧 ,两侧之比为 6. 31∶ 1,在双侧结状节见到少量的标记细胞。 提

示胸腺的初级传入经由两侧神经共同传入 ,以同侧传入占优势 ;山羊胸腺的初级传入以交

感 (尤其颈交感 )传入途径占优势。

山羊脊神经节中的标记神经元数目呈双峰型变化 ,这一特点与大部分脏器初级传入

神经元“既分散又集中的分布模式”不同 ,杨海亮、支晔等 [2～ 3 ]对大白鼠胸腺传入神经元分

布的研究结果未提到此特点。作者推测 ,一方面可能与山羊胸腺的解剖学位置有关 ,幼山

羊的胸腺从甲状腺附近延伸至心前纵隔 ,成年后仅胸部留有遗迹 ;另一方面 C3～ 4节段的

感觉可能随膈神经传入。

3. 2　胸腺的交感神经支配

胸腺组织内交感神经的存在早已证实 ,而对这些神经纤维的来源研究却极少。对野鼠

和裸鼠的研究表明 ,交感神经来源于胸交感神经链的星状神经节和其他小神经节
[5 ]
。杨海

亮等 [2 ]证明 ,大白鼠胸腺交感节后纤维来源于颈上、颈下及 T1～ 2交感节。本试验证明 ,支配

山羊胸腺的交感节后纤维来源于双侧颈前、颈中、星状节及 T2～ 5交感节 ,比大白鼠的范围

广。充实了交感神经支配胸腺的形态学资料。

3. 3　胸腺的中枢神经支配

来自脊髓的神经支配 , Bulloch
[4 ]和杨海亮等 [ 2]用 HRP法分别在小鼠和大白鼠 C1～ 4

和 C1～ 7节脊髓观察到标记神经元 ;本试验取了山羊 C1～ 8节脊髓 ,仅在 C1～ 2节脊髓腹角见

到 HRP标记神经元 ,比小鼠和大白鼠颈髓的标记神经元要少 2～ 5个节段。研究结果均证

实 ,颈髓腹角运动神经元发出纤维到达胸腺 ,在胸腺组织内含有类肌细胞 ,其结构与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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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相似 ,而且它的膜上有 Ach受体 ,具有骨骼肌的作用 ,提示脊髓腹角运动神经元可能支

配胸腺内类肌细胞 ;也可能是副神经的脊髓部副神经核。

对于延髓的标记神经元 ,多数研究报道证明 ,疑核和迷走神经背核都发出纤维支配胸

腺 ,疑核发出的纤维较多 ;但 Bulloch特别强调迷走神经背核不支配胸腺 ,与本试验见到

极少标记细胞的结果基本相同 ,进一步证实了迷走内脏神经对胸腺活动的支配。同时也证

明面后核和脊上核也发出纤维支配胸腺。

本研究结果为中枢神经系统直接支配山羊胸腺提供了形态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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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s of thym us gland innerva tion in goat

ZHAO Hui-ying, LI Yu-l iang
(College of Anima l S cience and Veter inary Med icine, Northwestern

A gricultural Universi ty ,Yang lin g , Shaanx i 712100,Ch ina )

Abstract: HRP w as injected into the th ymus gland monola teral o f goa t. The resul ts

w ere as fo llow s: The primary afferente nerv es of the thymus gland of go at originated

f rom bilateral C1- T5 do rsal roo t ganglion, mai ly in homo lateral. The number of the la-

belled neurons changed with two peaks. A few of labelled cells also appea red in nodesum

gang lion bi laterally. This indica ted tha t the sensory nerv es of the thym us g land of g oat

af ferented f rom bi lateral, wi th the sym pathetic w ay being dominant. The sympa thetic

caudalis ganglion fibers originated from cranial cervical gang lion, cerv ical medium gan-

g lion, stellatum ganglion and T2 - T5 pa raveterbral g ang lion. The majori ty of labelled

neurons w as located in the cervical medium gang lion and stella tum ganglion. The m ajo ri-

ty label led neurons w ere found in the anterior horn of the fi rst and second cervical spinal

cord and the nuclei am biguus, and small number neurons appea red in the nuclei v etroam-

biguus and the nuclei supraspinalis.

Key words: thym us gland; dorsal roo t g ang lion; sym pathetic g ang lion; spinal co rd;

m edul la oblongata; go at; HRP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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