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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用尼氏染色，在光镜下婀察了大鼠脑视前区性双形核的位置、立体重塑和细胞组成 

结果表明，该校团是一对凰柱形小校团，在视前区第三脑室两侧对称分布 ，头琵两端较细，中部稍嘭大 ， 

其总长鹱雄性为 262土35 m，雌性 205 4-32~Im。校团内由大 中 小三种神经元组成。雄性核团还可分 

为眭 刮和背内侧二个亚群，腹外侧亚群主 由中神经元组成，背内侧亚群以大 神经元占多数，雌性棱匝 

无明显的分群现象。 

视前区是调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和性行 

为的关键结构，它与边缘系统连系，接受杏仁内 

侧核及终纹床核的传人，控制雌性动物的动情 

周期和排卵；它也与下丘脑弓状核连系，形成视 

前区一弓状棱一正中隆起系统控制促性腺激素的 

持续释放 。 

人们很早就发现了视前区在调控生殖活动 

中有睨显的性分化，近年来有关规前区一前下丘 

脑形态结构上性差是的爨遵 王墨 动塑 其 
中最明显的是大鼠视前区性双形 核 (Sexually 

dimorphic nucleus 0I the preaptic area，SDN- 

POA)，该核团的体积有明显的性差别，并且受 

新生期性激素环境的影响。但是该核团的确切 

定位 ，立体形态和'弛胞组成了解的甚少 

材 料 和 方 法 

(一)动物 成年 Wistar大鼠 2O只，雌 

雄各半，体重为 l8O一250克。 

(二)标本的制备 动物于戍巴比妥钠腹 

腔注射麻醉下，经心脏灌注 Bouin氏液固定． 

开颅取脑，从视交叉向后切 2— 3ram 厚的冠状 

脑块，将其放人原固定液中固定24／J~时，常规脱 

水，石蜡包埋，冠状连续切片，片厚 l 0 m，用 

0,5弼天青 II一0 l％ 焦油紫混合染色o 

(三)现察统计方法 

1．核团立体形态 的建 立 在 台 有 SDN— 

POA的连续冠状切片，用显微镜投射到计算纸 

上，用捌撒尺校正，使计算纸上每小格 (1× I 

rflm )的面积代表 核团 0．02× 0．02mm 的 面 

积，描出每张切片中棱团的轮廓 ，用重塑法建立 

SDN—POA 的立体重塑模型o 

2 核团体积的计算 用求积仪，在绘有核 

团轮廓的计算纸上求取每张切片上 SDN-POA 

的面积，再乘以切片的厚度，即求得每张切片上 

核团的体积，将此相加，即求得核团的总体积o 

3．神经元的分类和计数 在每隔 3片取 一 

片的切片上，计数井分类右侧 SDN-POA 内所 

有的神经元，计数和分类按 Konigsmatk标准。 

结 果 

(一)SDN—PoA 的位置 核团在视前区 

第三脑室两侧对称分布，头端开始处较难观察， 

约在前连合交叉后 0．32±0 02 mm (雄性)或 

0 37±0 04ram(雌性)处，基本上伴随前连合床 

核一起 出现 ，后沿第三脑室侧壁从腹前内侧向 

背后外侧延伸。其内侧界与视前室周核之间有 

一 细胞 稀疏带 ，此稀疏带在雄性比雌性 明显。核 

团背侧界比较清楚，核团内多为较大的细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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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1 太■ SDN-POA 位量和太小(单也 m) 

性别(n) 第三齄室外 视交叉上 前连台下 头尾长 背腹高 内外佳 

畦(xrO l52士19 ●B9士2l 716士3 20 士32 23B士2B 1 5B+I6 

雄(1O) 120士l5 309士25 6，6士● 262士i5 J72士艴 3 +23 

与掳团外的较小细胞形成明显的分界。核团的 

外侧常有一条自背外侧向腹内 侧 走 行 的 微静 

脉，此静脉的背内倒有一细胞较少的带，可作为 

核团的外佣边界。核团的腹侧界，特别在头端 

比较难以划分，随着核团向后延伸，其腹侧界逐 

斯清晰。核团(最大切面)在视前区的位置、太 

小见图 l，2(图 1—4，见封 2下)和表 1 o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雌雄性太 鼠 SDN— 

POA 在视前 区的位置有明显差别 (p< 0．01)， 

较团的大小也有明显的差 异 (p( 0．01)。 说 

明核团具有性双形性，雄性核团明显太于雌性 

核团。 

(=)SDN—POA 的立体形态 用连续切 

片重塑法，基本上描出了雌雄核团的立体形态 

(见图 5)。SDN-POA 是一对类似圆柱形的小 

核团，头尾两端较细，中部稍膨大，雌雄核团的 

形态基本类似，但雌性小的多。核团在视前区， 

位于第三脑室两侧，对称分布。 

(兰)SDN—POA 的体积 在连 续 切 片 

上，对雌雄核团的体积进行了统计，结果雄性核 

团的体积为 19．5土1．4× 10 mm’，雌性核团的 

体积为 6．3士O．7× 10 EQtla 。核团的体积有 明 

显的雌雄差别 (p< 0 01)，雄性核团 体 积 是 

雌性的 3．1倍。 

(四)榷团内神经元分类爰分布趋势 

1．神经元的组成 棱团基本上由大、中、小 

三种神经元组成。大神经元直径 ≥13．2 m，胞 

体多呈圆形或卵圆形，细胞核大，多偏在，核仁 

大而明显，染色质稀巯呈纤网状。 胞质染色深 

浅不一 ，尼氏体呈细粒状，有的均匀分布在全胞 

质，有的簇集于核两端的胞质周边部。中神经 

元直径6 6--1 3tan，数量多，形状不一。棱大呈 

空抱状，核仁清楚，胞质多少不等，尼氏体星灰 

尘状，稀疏分布于咆质内。 小神经元直径小于 

6．6~m，多呈圆形，有时轮廓不清 ，胞质很少，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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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DN—POA 的立体形春 A．冠状面现， 

cI前联台'c0视交卫，v第三脑室；B．矢状 

断面； G．水平断面 

质内无明显可见的尼氏体。雄性核团内大神经 

元所占比例高于雌性，雌性校团内中 小神经元 

所占比例高于雄性 雌雄性核团内备类神经元 

所占的比例(见表 2)。 

2．核团的分群 雄性核团可分 为 两个 I皿 

群 ，即腹外侧亚群和背内铡亚群(见图 3)。 殖 

外侧亚群主要由中神经元组成，间以大神经元 

和小神经元9 背内侧亚群大神经元比例较高。 

雌性核团无明显的分群现象(见图 4)。雄性棱 

团二亚群内各类神经元所 占比例见表 3。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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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 z 雌螭性 SDN—POA 内神经元组 成 

性制 (n) 神经元数 大神经元(％) 中神经元(％) 小神经元(％) 

雄 1O 4l45 6．62+ 1．，0 

雌 1O 1 560 zO．26± 4．66 69．̈ ±6． 9 

衰 3 雄性棱团：亚群内神经元的组成(％)(nlo) 

大神 经元 I中神经元l小神经元 

腹卦侧砸群 ．． 背内僵5亚群 

讨 论 

在 Gorski等提出 SDN—PoA的存在以前， 

长期来把这一区域统称为视前内侧区或视前内 

侧核，这是因为该区内细胞分布较弥散，不如下 

丘脑内其他核团细胞密集，所以较难与周围组 

织形成分界，划分出明显的核团。这样给核团 

的确切定位，核团体积的统计带来了困难，出现 

了很大的波动范围。 。 为此我们参考 Gor ski 

。的描述，在镜下连续切片上，根据细胞大小，形 

状，细胞分布疏密程度和血管等，发现在核团的 

四 周边界还能找出一些较明显的标志作为其边 

界。为了证实所确定的边界是否正确，还对核 

团内和边界外细胞密度进行了统计比较，证实 

了边界内细胞密度高于边界外 (将另篇报道)，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体积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 

最近 Robinson等 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的结 果 

相 符合 。 

我们用连续切片重塑法证明 SDN—POA基 

本上是一对圆柱形小核团，头尾较细，中部膨 

大，在视前内侧区第三酗室蔺侧对称分布，从腹 

l内侧向背外侧延伸，头尾长262±45(雄)，205± 

s2(雌)o具有性双形性。 

视前 区性 双形性形 态结构 ，还见于其他动 

物 ，Bleier等 发现豚鼠、仓鼠和小鼠的J性 双 

形性结构不局限于 SDN-POA，而且还包括视 

前内侧核，视前室周核，下丘脑前核，室周核前 

部和终纹床核的尾侧部，并统称为视前内侧一 

前下丘脑性双形核 复 合 体 (SDNC—MPAH)。 

Swaab等 还发现人的视前内侧区也有性双 形 

核，与大鼠的 SDN—POA 类似。这说明视前区 

性功能上的性差别是与形态结构上的性差别密 

切相关 ，也进一步提示视 前区性双形性细胞结 

构，不局限于 SDN—POA，而且还可能包括视 

前区一前 下丘脑区较为广泛的区域。 

核团内细胞是由大、中、小三类神经元组 

成，这与 Gorski等 的结果是一致的，也与下 

丘脑某些核团细胞组成相类似。我们还观察到 

雄性核团不但体积大，而且细胞有分群现象，其 

中背内侧亚群以大细胞占优势，腹外侧亚群以 

中细胞占多数，而雌性核团未见有明显的分群。 

这表明核团组成上的复杂性，也提示功能上的 

多样性。关于校团的功能和棱团内大、中、小神 

经元的性质还不清楚。放射自显影证明，赣团 

内 一雌二醇及 H一睾酮标记细胞高 达 70— 

80％ 以上，高于视前内恒6区其他部位 o 因此 

可以认为 SDN—POA 是台性激素神经元 的 聚 

集部位，可能是性激素反馈作用部位之一。但 

是免疫组织化学证明 SDN—POA 内缺乏 递 质 

和神经酞类 ，这说明 SDN-POA 内神经元性 

质与视前区其它部位神经元有明显的不同，也 

提示它的功能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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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柠檬酸脱氢酶 (IDH)在小鼠胚胎 

发育中的变化 

王 方 元 
(四JIl大学生榜工程系) 

摘要 本文采用淀粉凝驶电泳对异柠檬酸脱氢酶 (IDH)在小 鼠发育中的改变进行了研究，结果证 

明肝脏中 IDH的改变抿有代表性。妊娠 10天胚胎、出生前一天胎鼠和出生后一天胎鼠之间IDH的带 

有明显变化，可作为小鼠不同发育时期有关基因表选的指标。 ＼ 

Markert等 对乳酸脱氢酶 (LDH)在小鼠 

胚胎发育中的变化进行过出色的研究。他指出 

在胚胎组织中同功酶分布的图象与成体不同。 

大多数胚胎组织最初主要含有 LDH，；随着发 

育的进行 ，LDH 话性逐渐 向 LDH—I移 动。” 

Markert等人的工作奠定了借助于同功酶活性 

的变化来探索发育中基因表达的基础。 以后 ， 

Donahue 和 Epstein等 对异柠檬酸脱氢 酶 

(IDH)在小鼠胚眙发育中的变化曾作过研 究， 

接着 Engelm报道了小鼠发育中线粒体酶合成 

的开始时间。Felderua对小鼠同功酶的生化和 

发生遗传学作了专文评述。本文对不同小鼠品 

系中 1DH 的组织分布和发育中的变化全过 程 

进行了研究，有 Ⅱ于前人的工作 ，并且认为IDH 

在小鼠的发生遗传学研究中是一种很有用的遗 

传标 志。 

材 料 和 方 法 

(一)本实验于 1 983年 3—8月，以小鼠品 

系 C57BL／6J和 DBA／2J的新鲜心、肝、肾脏组 

织为材料进行研究。其中以 C57BL／6J品系为 

主要材料。妊娠雌鼠见栓为妊娠霉天。 

(二)小鼠在冷冻条件下处死，取出 新 鲜 

心 ，肝和肾脏组织o 1克，加 1毫升脱离子水 ， 

充分匀浆，然后离心 (1500rpm[25分钟)，吸 

取上清液。 取新鲜或冰冻的上清液样品 作 垂 

直淀粉凝狡电泳。电泳所使用的电极缓冲液为 

0．136mol／L Tris和 0．633 mol／L 柠檬 酸 ，pH 

7．0；凝胶缓冲液为 27毫升电极缓冲液加脱离 

子水 400毫升。电泳以 13V／cm 1 6小时完成。 

取样、匀浆，离心和电泳均在低温(5℃)下进行。 

(三)采用异柠檬酸 (1socitric acid) 100 

mg，NADP(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z0 

mg，氯化镁 100rag，NBT (氯化硝基 四氟 唑 

蓝)20mg，PMS(甲硫酚嗪)5mg，加人于 100 

ml10．144 mol／L Tris·HG1(三羟甲基氨基甲 

烷一盐酸)缓冲液中进行染色，直到同功酶谱清 

车文是作者，在 Yale大学 Dr—Mazke rt实验室昕完 

成工作 的一部分。整个工作是在 Dt．M4f ¨ 的指 

导和帮助下进行的。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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