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静脉系 左右颈总静脉同等发育，所汇合

的静脉分支情况亦左右大致一样。左颈总静脉

汇集了外颈静脉、内颈静脉和齿静脉三大支。

外颈静脉汇集的血管与外颈动脉伴行，内颈静

脉汇集了脑内静脉与上颌静脉。上颌静脉汇集

的血管与上颌动脉伴行。齿静脉包括来自下颌

齿、上颌齿、腭齿、翼齿诸齿的根静脉，均较粗

大，在右侧，直接汇入内颈静脉和外颈静脉，在

左侧均直接汇入内颈静脉（图!和图"），不与

同名动脉伴行，此乃蛇头部静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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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鸽小肠绒毛微血管铸型的扫描电镜观察!

俞诗源
（西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兰州 -"..-.）

高慧霞
（甘肃省环境保护局信息中心 兰州 -"..".）

摘要：用扫描电镜观察了123丁酮溶液灌注的家鸽小肠绒毛微血管构筑情况。家鸽小肠绒毛血管丛由

输入小动脉、毛细血管网和输出小静脉组成；小肠绒毛血管丰富，并相互吻合成单层密集网；输入小动脉

既可从肠腺周围血管丛发出，也可直接由粘膜下动脉丛发出；绒毛下部血管表现为微直血管形态，可能

部分具有门静脉性质。

关键词：家鸽；小肠绒毛；微血管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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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鸽（!"#$%&’#()(’）是常用的实验动物，

研究其器官循环及微血管构筑，对于生理学研

究和比较解剖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567869［!］

曾报道了大鼠小肠微血管构筑情况，2:;;7<=［(］

报道了猪小肠血管构筑情况；国内真炳攸［"］报

道了家兔、豚鼠、猴等的小肠绒毛微血管构筑情

况；鲁宏［’］报道了人小肠绒毛微血管构筑情

况；有关鸟类小肠绒毛微血管构筑情况目前国

内尚未见报道，为了查清鸟类小肠绒毛微血管

构筑特征，本文于!$$&!!$$-年对家鸽的小肠

绒毛微血管构筑作了铸型扫描电镜观察，现将

结果做如下报道。

$ 材料和方法

选成体健康家鸽%只，放血处死后打开体

腔暴露心脏，经体动脉弓插管灌注!.>123
（1：丙烯腈，2：丁二烯，3：苯乙烯）丁酮溶液，至

内脏各器官表面均匀发红，结扎体动脉弓和后

大静脉，灌注标本置于流水中冲洗’!&小时，

待铸型剂凝固后，取下空肠、回肠各!.?<放入

".>@750溶液中腐蚀两周，用流水冲去残余

组织，然后将标本入超声波清洁器中继续清洗

".分钟，制成铸型标本，再将标本脱水、干燥，

以ABC,((.型离子镀膜机真空喷金，用日立

3,’). 型 扫 描 电 镜 观 察、摄 片（ 加 速 电 压

(.DE）。

! 结果与讨论

!"$ 家鸽小肠绒毛形态 家鸽小肠绒毛血管

丰富，密集的毛细血管铸型保持了完整绒毛的

大体形态，从小肠内面观，家鸽小肠绒毛密集，

其形态多呈舌状或扁叶状或指状，绒毛横径与

小肠长轴一致，各绒毛间一般呈镶嵌型排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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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见封"，下同））。人和哺乳动物小肠内

有大量密集的小肠绒毛，是增大小肠内表面面

积，利于消化吸收的重要结构基础，家鸽小肠内

有密集的小肠绒毛，同样是增加小肠内表面面

积，利于消化吸收的结构，各绒毛间呈镶嵌型排

列既有利于食糜与绒毛充分接触，又可使食糜

顺着绒毛间的缝隙婉蜒下流，是利于消化吸收

的一种适应性结构形式。

!"! 家鸽小肠绒毛微血管构筑 家鸽小肠绒

毛血管丛由输入小动脉、毛细血管网和输出小

静脉构成，供应小肠绒毛血液的小动脉起源于

粘膜下血管丛的动脉支，每个绒毛一般可有数

条小动脉供应，其供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

分支供应绒毛，另一种是由粘膜下动脉丛分支

供应小肠腺，然后由肠腺毛细血管汇合成一些

小血管再供应绒毛，即它们先在肠腺周围形成

毛细血管网，再由这些毛细血管汇合成一些与

绒毛纵轴几乎平行的小血管，彼此平行排列于

绒毛的中下部。两种来源的血管支在绒毛中下

部平行排列于周边，很少吻合，表现为微直血管

形态，在绒毛的上半部，这些平行排列的小血管

又分支并相互吻合成密集的单层毛细血管网，

位于绒毛周边上皮细胞之下，在绒毛血管丛顶

端毛细血管网开始汇合形成输出小静脉，沿绒

毛中轴下行，沿途接受毛细血管的汇入而逐渐

增粗，最后汇入小肠粘膜下静脉丛（见图版!：

#）。动物器官的结构与功能密切相关，小肠重

要的生理功能以其复杂的结构为基础，小肠绒

毛上分布有密集的毛细血管网，是利于小肠物

质吸收的结构基础，家鸽供应小肠绒毛的血液

来自粘膜下动脉丛，这一结果与人和哺乳动物

相同［$"%］，供应小肠绒毛的一部分小动脉先在

肠腺周围形成肠腺毛细血管网，然后再汇合成

几条小血管，彼此平行排列于绒毛中下部，上行

至绒毛上半部又分支形成毛细血管网，这与人、

家兔、豚鼠小肠绒毛血管丛一致，而与猴、小鼠

小肠绒毛血管丛不同［&""］。’()*(+设想小肠

绒毛血管丛具有门静脉循环特点，鲁宏的实验

证实人小肠绒毛直小血管具有门静脉性质，因

此，可以认为家鸽小肠绒毛血管丛中，有些微直

血管也具有门静脉性质。由于小肠上皮中的内

分泌细胞多位于肠腺，而小肠绒毛顶部上皮细

胞消化吸收功能最活跃［%］，因此，这种门静脉

性血管，可迅速有效地将肠腺中内分泌细胞分

泌的某些肠道激素，带到绒毛顶部以调节其消

化吸收功能。

家鸽空肠与回肠绒毛微血管构筑无本质差

异，空肠绒毛毛细血管网较致密，回肠绒毛毛细

血管网较稀疏，这种血管构筑的差异性与生理

功能相匹配，进一步说明空肠在消化吸收中具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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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白兔动脉血和脑脊液酸碱

电解质值及其相互关系!

金发光 张颖秋 刘春丽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呼吸内科 西安 DGEEAH）

摘要：AE只正常大耳白兔，经股动脉穿刺插管和枕骨下经皮穿刺入枕骨下池，在严格隔绝空气的情况

下，分别取得动脉血和脑脊液（J6K）标本，用45LA型血气分析仪及JMFNN型生化分析仪检测主要酸碱变

量及电解质值。经统计学处理结果表明：J6K$O及PQ、J+IQ、@&IQ浓度"动脉血，J6K?JRI及OJRSA 、

J,S、M+Q、OQ#动脉血。另外，J6K$O与$O+、J6K?JRI与?+JRI、J6K［PQ］与［PQ］+及J6K［J,S］、

［J,S］+均显著正相关。说明J6K主要酸碱变量及离子值均不同于动脉血，J6K绝不是血浆的滤过液。

关键词：大耳白兔；脑脊液；酸碱；电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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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耳白兔是日本用中国兔选育而成供实验

用的良种兔，但有关正常大耳白兔动脉血和脑

脊液（J#878’)$%(+,K,2%1，J6K）酸碱变量及电解

质值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内报道很少。

GBBH年N!F月间，在大耳白兔肺性脑病发病

机理研究中，收集到AE只大耳白兔共BE例次

动脉血和AE例次J6K标本并测定其酸碱变量

及电解质值，现作一简要分析，以供大耳白兔实

验研究参考。

) 材料与方法

AE只经检疫和适应供研究用的成年、健康

大耳白兔，雌雄不拘，体重（NUEVEUC）>&。用

HNF合剂（长春解放军兽医大学产品，EUI*&／

>&，%*）麻醉下，保持兔清醒和正常呼吸。兔头

固定在立体定向仪上，用特制的N"#号穿刺针

经枕骨下穿刺入枕骨下池，经此取得严格隔绝

空气的J6K标本。在股动脉插管，接三通管和

肝素帽，经肝素帽用肝素化注射器在严格隔绝

空气情况下取得动脉血标本。在实验过程中，

共收集动脉血标本BE例次，J6K标本AE例次。

动脉血和J6K酸碱变量用45LA型血气

分析仪，电解质分析用JMFNN型生化分析仪进

行分析。

实验数据经统计学处理求出均数、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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