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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胃的动脉分布

孙艳香 姜国诚
（广西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桂林 &$!++$）

摘要：为了积累猪的解剖学资料以及为人胃的动脉分布提供比较解剖学依据，选用猪的离体内脏，将血

管注射乳胶研究胃的动脉分布。结果表明，胃左动脉分为四种类型，来自脾动脉基部的-型最多

（&+.++/）；憩室动脉分为三种类型，来自脾动脉的-型也最多（($.#(/）；胃十二指肠动脉有六种类型，

在第一肝固有动脉之后分出的-型最多（$+.’#/）；胃右动脉有七种类型，在第二肝固有动脉之后分出

的-型最多（$#.)&/）；胃短动脉有三种类型，与脾头动脉合干的-型最多（&’.*’/）。结论：猪的胃动

脉分支和起点与人的相似，但是起点部位变化比较大。

关键词：胃；动脉；猪

中图分类号：0"&$.&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01)+2324)5*6)27,85+369+3*

123456,78569 :;-3<<=>,?@A69
（!"#$%&’"(&)*+,)-)./，01$(.2,3)%’$-4(,5"%6,&/ 01,-,( &$!++$，78,($）

’0/)(,8)：B@A95CDE8F5EDAE85GH8CDE8I=D8>686CJ86AJ5CCD=H8AHIKLA56C>M86NAFD869D@AG5DAO
J8D@D@AF>G>EC86D>95CDE8F5EDAE8AC%B@AEA5EAM>=EDKPAC>M>E8986>6D@AGAMD95CDE8F5EDAE8AC%
B@ADKPA-D@5DF>LAME>LD@AI5CA>MCPGA68F5EDAE8AC8CD@AL>CD>6A（&+%++/）；B@AEA5EA
D@EAADKPAC>MD@A>E8986C>6D@AH8CQAE8F=G5E5EDAE8AC%B@ADKPA-D@5DF>LAME>LD@ACPGA68F
5EDAE8AC8CCD8GGD@AL>CD>6A（($%#(/）；B@AEA5EAC8ODKPAC>MD@A>E8986C>6D@A95CDE>H=>,
HA65G5EDAE8AC，L>CDF>LAME>LD@AI5FR>MD@AM8ECD@AP5D8FPE>PE85G5EDAE8AC（DKPA-，

$+.’#/）；B@AEA5EACAQA6DKPAC>M>E8986C>6D@AE89@D95CDE8F5EDAE8AC%B@ADKPA-F>L869
ME>LD@AI5FR>MD@ACAF>6H@AP5D8FPE>PE85G5EDAE8AC8CL>CD（$#%)&/）；B@AEA5EAD@EAA
DKPAC>MD@A>E8986CME>LD@AC@>ED95CDE8F5EDAE8AC%B@ADKPA-J@8F@@5CC5LADE=6RJ8D@FE5,
685GCPGA68F5EDAE8AC8CL>CD（&’%*’/）%?>6FG=C8>6：B@AEA5EAC8L8G5EE5L8M8F5D8>6C56H>E8986C>M
95CDE8F5EDAE8AC86CJ86A56H@=L56IA869，I=DD@AG>F5D8>6C>MD@A>E8986CQ5EK>IQ8>=CGK%
:*;92(</：1D>L5F@；-EDAEK；1J86A

·’!· 动物学杂志 ?@86ACA:>=E65G>MS>>G>9K *+++#=（$）



关 于 猪 胃 的 动 脉 分 支 情 况，!"#$%&［’］、

()*&$+*,-［.］和张立教［/，0］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描

述。但总的来说，对血管分布的描述比较简单，

类型也是单一的。近年来，有关猪胃血管的分

布情况未见报道。但是，姜殿辅等［1］对狗和人

的胃静脉做过比较研究工作；俞诗源等［2］研究

过家鸽的胃动脉分布。通过参考高克明［3］、鲁

宏［4］以及陈嘉绩［5］的血管研究资料，本文对猪

胃的动脉分布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便积

累猪的解剖学资料。另一方面，猪的解剖结构

与人［’6］的很相似，提供猪胃血管的详细分布情

况，从比较解剖学上为人体解剖提供依据。

! 材料与方法

选用/.头猪的离体新鲜内脏，性别不限。

沿腹腔动脉和肠系膜前动脉进行血管注射。注

射液是用乳胶加颜料配成，常规方法固定。然

后观察分析胃的动脉分布情况。

" 结 果

猪胃动脉分支的变异情况较多，根据本文

观察的结果，每种动脉按其出现的最大比例得

出猪胃动脉的典型分支情况（图’）。由于胃的

动脉分支起点部位变化较大，而且不是单一类

型，根据其出现的比例情况分为几种类型。胃

左动脉分为0种类型（图.）。憩室动脉分为/
种类型（图/），但有’例缺少憩室动脉。胃十

二指肠动脉分为2种类型（图0）。胃右动脉分

为3种类型（图1），以.支出现的占/37168，

其中不分为主支和侧支的为.47’/8；而’支

较大为主支，另’支较小为侧支的有57/48。

另外的2.7168均为’支。胃短动脉有/种类

型（图2），胃网膜右动脉全部来自胃十二指肠

动脉，有.例（27.18），胃网膜左动脉是由胃网

膜右动脉延续而成，而不是常规的来自脾动脉。

# 讨 论

胃左动脉（图.）的起点，资料［’!0］表明是

9型（167668），而本文除见到9型外，还有:
型（.47’/8）和(型（’172/8）。这说明猪的

图! 猪胃动脉（$%）分布

’7腹腔*;；.7脾*;；/7肝*;；07憩室*;；17胃左*;；27脾

头*;；37胃短*;；47胃网膜左*;；57脾尾*;；’67第一肝固

有*;；’’7胃十二指肠*;；’.7第二肝固有*;；’/7胃右*;；

’07肝*;主干；’17胰十二指肠*;；’27胃网膜右*

图" 胃左动脉（$%）分支类型

’7腹腔*7；.7脾*7；/7肝*;；07胃左*;

图# 憩室动脉（$%）分支类型

’7腹腔*;；.7脾*;；/7肝*;；07憩室*;

胃左动脉起点位置变化很大，直接来自于腹腔

动脉主干有27.18（<型）。除9型外，其它类

型未见报道。

憩室动脉（图/）是猪所特有的，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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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胃十二指肠动脉（"#）分支类型

!"腹腔#$；%"脾#$；&"肝#$；

’"胃十二指肠#$；("肝固有#$

图$ 胃右动脉（"#）分支类型

!"腹腔#$；%"脾#$；&"肝#$；’"胃右#$；

("肝固有#$；)"肠系膜前#$；*"憩室#$；+"胃左#$

图% 胃短动脉（"#）分支类型

!"腹腔#$；%"脾#$；&"肝#$；

’"胃短#$；("脾头#$

在文献中显示的均为,型，其它类型未见报

道。

胃十二指肠动脉（图’），本文见到出现最

大比例的为,型（’-")&.），这点与/01234［!］

和56#427#89［%］的结果相同。而张立教［&，’］见到

的该动脉类型在本文中属于5型（!(")&.），

这个起点位置与人类相同［!-］。其它类型未见

报道。

胃右动脉（图(）起点出现最大比例的是,
型（’&"*(.），这与56#427#89［%］所讲的相同，而

张立教［&］提到的未给出名的“一个大枝”实际

上就是胃右动脉主支，它也属于,型。张立

教［&］所提到的胃右动脉，应该是胃右动脉的侧

支。本 文 观 察 到，以 两 支 出 现 的 有 !% 例

（&*"(-.），其 中 有 主 侧 支 之 分 的 有 : 例

（%+"!&.），不分主侧支，%支粗细分支相近的

有&例（:"&+.）。至于张立教［’］所提到的胃右

动脉起点的情况是与人的相同，在本文未见到。

其它类型未见报道。

胃短动脉（图)）是本文根据其分布的部位

是憩室附近的胃体，结合“人体解剖学”名称给

出的，这条动脉在/01234［!］和张立教［&］的资料

中没有提到，56#427#89［%］提的类型属于本文的

,型（()"%).），但他称其为胃脾支。张立教提

的类型也属于,型，他称其为胃脾网膜支。而

本文见到该动脉单一分布于胃，而无脾和网膜

支，因此称其为胃短动脉。至于本文见到的该

动脉起点类型和比例还未见有人详细报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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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自然感染肝片吸虫诱发胆管结石的形成

廖国阳 卢明义 谢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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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研究肝片吸虫诱发猕猴自发性胆结石形成的病理学基础上，采用红外光谱分析、原子吸收光谱

分析和组织化学染色对胆结石的成分及结构进行了测定，初步探讨了本病发生的机理。在一只$岁雌

性猕猴肝总胆管内发现+条肝片吸虫（!"#$%&’"()*"+%$"），胆囊胆汁中检出大量肝片吸虫虫卵。左侧胆

管内有一颗棕黑色结石，直径为#-.、长约&/,-.圆柱形。肝细胞灶性坏死伴有轻度结缔组织增生，胆

管腺体重度增生，上皮细胞胞质内含有中性与酸性混合型粘多糖物质，上皮间有大量杯状细胞。胆石切

面呈环状，环层间含有粘多糖物质。胆石经红外光谱分析出现胆固醇0胆色素混合型胆石和黑色物质

特征性吸收峰；原子吸收光谱分析钙元素含量最高。

关键词：猕猴；肝片吸虫；胆结石；红外光谱；原子吸收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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