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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穿线钩针示意 

图 3 穿线套管结扎洼示意图 

Pa：肺动脉 I a b、 均为塑料瞥 

度来决定。试验中发现该塑料管的长度可决定 

肺动脉缩窄的程度。若其长度小于左肺动脉的 

周长，则结扎后可完全阻断肺动脉血流 反之， 

则因其过长而在结扎岳，在其中间留有一定空 

隙，使左肺动脉不完全阻断。若只做血流完全 

阻断实验 ，也可不用小塑料管 a，直接用线结扎 

肺动脉 。具体结扎法为：将结扎线的两端同方 

向穿过一个长约 3厘米、内径 0．1厘米的塑料 

管 (『见图 3中b)，并将此管轻移至左肺动脉处。 

轻拉结扎线两端 ，并再将一个长约 1厘米的小 

塑料管 (图 3中cj夹在两结扎线之间固定。根 

据需要该塑料管可在关胸后固定在胸腔外。剪 

开此管则结扎线即被打开。 

2．有 8只动物经放血处死后立即取下心 
· 

肺 ．充分暴露左、右支气管、肺动抹主干以及 

左右肺动脉胸外段 ，自然展平后测量各段长度。 

另有 4只动物在完全结扎左肺动脉后放血处死 

前 ．自耳缘静脉注射墨汁，以判断该侧血流是 

否完全阻断 。取完全阻断左肺动脉 1O小时的肺 

组织做光镜以及电镜切片观察，并用硝酸镧块 

染法 ]，电镜观察细胞通透性改变。 

(二)实验结果 

1．肺动脉分支走 向特点及其与周围结构 

的关系 兔肺动脉主干在与主动脉略呈 3O度 

角度向背侧偏左 弓背状延伸 在分支处左肺动 

脉仍沿此主方 向向左侧肺门部延伸，在左支气 

管的腹侧面进入肺门。右肺动脉分支处与主干 

有一较大角度向右偏转延伸到右肺 门。 

肺动脉分支处有较明显的标志点。剪开其 

索状结构 (长约 0．5厘米J未见出血 。左肺动 

脉的腹侧面及底部是左心耳等结构，背侧面有 

肺静脉的相应分枝 。右肺动脉腹侧面是主动脉 

以及右肺和胸膜等 ，背侧面则有腔静脉等结构。 

肺动脉分支处的切面与支气管分支处的切面之 

间的夹角约为 9O度左右，其间有主动脉以及大 

静脉等结构。 

8只兔肺动脉主干、左右肺动脉以及左右 

支气管肺外段长度的平均值 f见表 】) 在活体 

内，左肺动脉可分离出约 0．5厘米 。右肺动脉 

不易被分离出来。 

衰 1 8只兔軎段长度测量平均值(era) ±sD 

体重(kg) 2 705_O．20 

肺动脉 主干 

左 肺动脉 

右 肺动脉 

左支气管 

右支气管 

】．0士0 】 

1 2士 0． 

』．5± 0．1 

1．1± 0．1 

O．§士 0 1 

注 l 均为肺外段 ；2．每免符段均测量 

2．大体及形态学观察 4只注射理汁的动 

物取肺后见右肺均被显著染色，而左肺均无染 

色。说明左肺动脉结扎是完全的。肺大体观 、结 

扎左肺动脉 1()小时后见结扎恻肺 邑略暗红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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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肺萎陷 (与对侧相比)，切面无液体渗出 

光镜下可见肺组织结构较完整．未见明显肺不 

张区和气肿区 肺泡壁轻或中度充血，无炎细 

胞浸润 透射电镜观察．结扎侧肺组织与正常 

肺组织相比，仅见部分血管腔内红细胞淤滞 ，细 

胞结构未见破坏 ，偶见个别 Ⅱ型上皮细胞少量 

脱颗粒。硝酸镧透性实验显示．硝酸镧胶体颗 

粒仅在细胞间隙分布．细胞内均未见其黑色沉 

淀。未结扎侧肺组织无明显形态学改变 

(兰)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只要操作仔细， 

熟悉解剖结构．可以在保持兔胸膜腔负压、动 

物 自主呼吸的情况下分离出左侧肺动脉，并进 

行血流阻断等操作。本结扎法结扎牢固．不易 

脱落 ，并且容易打开，同时也避免了困负压环 

境破坏所有可能导致的肺不张 及关胸后抽气 

所致的再复张性 损伤 此外，兔耐受性也较强。 

在另一些实验中，曾将免左肺动脉结扎后关胸 

48小时，动物情况依然良好 从肺动脉的走向 

米看．左肺动脉与肺 动脉主干延伸方向没有较 

角度。这也解释 r在预备实验时 ．剖伤性肺 

动昧插管容易进入左肺动脉，而不易插入右肺 

动咏的原因 

至于阻断肺动脉后是否会田肺缺 l而发生 

明显损伤?Huber 等 的实验表明，单纯结扎 

犬一侧肺动脉 24小时内，肺组织几乎无明显形 

态学变化 ．仅 见小部分区域有轻度出血性肺不 

张。长时间缺血 (3—5天或 1周)，才发生明显 

的形态、功能和代谢的变化 Malik 等人在进 

行的肺缺血再灌注损伤研究中发现，短期 r 6— 

12小时)内肺动脉缺血后再灌注不会发生肺损 

伤．长时间 (24—48小时)的肺动脉缺血后再 

灌注 ，才有明显肺损伤和肺水肿形成。目前，用 

镧标记膜通透性在研究缺血性细胞损伤中广为 

应用。⋯本实验结果表明，单纯结扎一侧肺动脉 

10小时 ，至少不曾发生膜的通透性改变 从肺 

组织本身对氧的消耗较低“ 这一点来看 ，肺组 

织对缺血缺氧也具有较强的耐受性 ．不会因 10 

小时的缺血而发生明显病理变化。 

综上所述 ，本法制做方便 ．效果可靠，且 

经济可行 ，更接近于胸腔的生理条件，是研究 

单侧肺血液动力学等实验较为可行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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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腰顶部则多为 卜 6 ，分散活动觅食。总 

之黄河三角洲越冬鸹类的数量是可观的，这里 

是迄今为止所知丹顶鹤最北的沿海滩涂越冬 

地 

二、食 性 

锯剖灰鹤发现 胃内容物主要是玉米、花生、 

麦苗 、水草、小鱼 1 986年 3月拾到一只农药中 

毒灰鹤，浑身发抖瘫倒在地，喂给 l，4片阿托品 

和复合维生素，症状减轻，第五天开始捕食水桶 

内小鱼，行走不稳，啄击靠近的人；喂给小米、高 

粱、玉米等看出它喜食玉米．饲养一月后性情温 

顺 ，不再啄击喂养者，3月底 4月初表现烦躁不 

安，展翅鸣叫．在 8×7米院内常从 端跑至另 
一

端 ，做展翅欲飞的动作，这种表现与野外观察 

的(居留期 10月中下旬至 4月初)迁离时间相 

吻合，可能与迁徙生理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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