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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象兔 丁例肠系膜上节注射 HRP 后脊神经节各节段标记细胞的分布 

脊 神经 节 1# 2# # ■ 7# 纲咐 合计 比例％ 

T 1 0 9 4 0 7 3 24 1．03 

T 6 0 O 14 l1 17 1 4B 2．0 5 

T ， 7 5 68 13 a 33 l6 20D 8．54 

Te 34 17 11{ 52 7 5I 36 311 13．28 

T。 54 40 186 4 16 9I 66 457 19．5 2 

T1- 93 23 97 · 41 a6 l06 64 510 2I．79 
_ 

Tll 4 33 5B 43 54 43 24 299 12．7 7 

Tll l3 6 92 19 65 85 29 309 13．20 

Ll 2 B 15 0 24 4a 31 I 28 5．4a 

L2 0 3 l2 l 3 l2 l3 44 1．醐 

L3 0 0 3 0 0 5 3 1I 0．45 

台计 24a 1B5 66B 1aB 26B 49a 2B6 2341 1O0 

微米以下的小型细胞占 79．1弗，30—50微米的 

中型细胞占 20．9移。 

7例动物所有脊神经节切片共见标记细 胞 

2341个。 各例各节段两侧标记细胞总数及其 

所占百分比 (见表 1)，依上述各节段标记细胞 

出现的百分比绘成频率分布图，可清楚地显示 

出标记神经元主要集 中在 Tt—T 脊 神 经 节 

中，高峰在 和 T (见图 5)。 两侧脊神经 

节内的标记细胞数无显著差异 (见表 2)，分布 

模式也很相似 (见图 6)。 

在T 脊髓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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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 5 塞兔 7例晒系腆上节注射 HRP 后脊神经 Tj TI T6TLTeTgT-口T1 12LIL2L3 L,i L s" 
节各节段标记细胞的频率分布 神经节节段 一 

璧 标记 胞出现于Ts--L,脊髓节段 囝6塞兔7倒晒系睡上节注射HRP后脊神经 的双侧侧角处
， 较集中分布于 T。一T ， 高峰 节备节段左右侧标记细胞曲频率分布 

■̂v翟 硇孽  骣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衰 2 素兔肠系骥上节注射 崃 P后两翻脊 

神经节内标记细胞总数比较 

动 物 左 侧 右 侧 

1 78 I，0 

2 149 36 

3 4I8 2S0 

4 54 134 

5 I25 143 

6 l78 3 Z0 

7 137 149 

i土sD l62．7+I20．2 1 71．7士90．6 

3 讨 论 

我们在解剖中注意到大多数家兔的肠系膜 

上神经节，尽管其头端与左侧腹腔神经节之间 

借窄带相连，但两节各自的轮廓范围仍明显可’ 

辨。注射 HRP时控制浸渍范围使其局限在肠 

系膜上神经节内，经对注射部位的观察结果证 

实了 HRP 液并未扩散到腹腔神经节，因而可 

以认为脊神经节出现的标记细胞是途径肠系嗅 

上神经节的内脏感觉纤维的起始细胞。其中部 

分细胞的周围支发 出侧支终止于神经节内，对 

节后交感神经元的功能起调节作用 。 

家兔肠系膜上神经节注射 HRP后，脊神 

经节中标记细胞出现于 L·L，共 11个节 段， 

但大多数集中分布于 T一一T 高峰在 和 

T．。。内脏感觉神经的起源这种较为弥散而又相 

对集中的特点，与其他作老对不同内畦 和交 

感神经节 的实验结果一致。 这种特点可以 

认为是内脏感觉定位不准确的形态基础 之 一。 

本文结果显示途径肠系膜上神经节的内脏传人 

纤维起始于双侧脊神经节，而且这些内脏传人 

纤维的起始细胞在左、右两侧脊神经节内数量 

和分布节段模式无显著差别，这与其它作者在 

腹腔神经节 、肠系膜下神经节 注射 HRP 后 

昕见结果一致。说明途径不成对的椎前神经节 

的内脏传人纤维几乎都对称性地起始于双侧脊 

神经 节“ 一。 

买验中陈观察脊神经节中标记的内脏传人 

神经元胞体外 ，还观察了脊髓内标记的交感节 

前神经元胞体的节段分布，该神经元胞体也同 

样地分布于 T，一L，11个脊髓节段，大多数分 

布于 T|一T 高峰在 T，节““。 这种内脏传 

人神经元与内脏运动神经元在节段分布上的一 

致对应关系，还见于一些作者对其它交感神经 

节“̂ ” 的研究。而且注意到标记细胞都是小于 

5O m 的中小型细胞，细胞大小和纤维粗细成 

正比，因而肠系膜上神经节的传人纤维都是细 

髓的或无髓纤维，它们至少一部分与传导内脏 

痛觉有关。 

本研究揭示了肠系膜上神经节传人纤维起 

源细胞的节段性分布 ，实验结果对分析腹腔器 

官的感觉神经支配和内脏反射径路具有一定的 

意 义。 

致谢 本文 第四军医大学组织学胚胎学教研 

室主任苏慧慈教授审阅并瘟由 改 见，特此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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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适中，颈例臻耳后部均有较大褐色块斑，下体 

白色 ，尾羽较其它鸭类明显见长。 

3 由 2人 同时直数后求平均 1直所记录 到 长 尾 

鸭 2487±50只。 由于考察过程中航线两侧有 

长尾鸭往 返飞行现 象 ，可能有重复和漏记。整 

个考察范盈内数量约 2480只，其数量和分布如 

表 1。 

其中从耷拉腰子港到太王家岛之间约 3km 

宽的海域 398±20只，约占总数的 l6 l3 ；大 

王家岛、潭坨子、元宝坨子到小王家岛之间约 

3km 盼海面上 33其，仅 占总数的 1．33呢。 遇 

见率怠别为l 5．3只『km和2．2只]km。前者长 

尾鸭多成 1 0—20只左右的小群活动，而后者则 

基本为 3—5只一起活动。 

在大王家岛北部海湾处 距 岸 2 00—500m 

海面上分布数量最大，共观察到 30群约1150± 

2O只，占总数的 46．37％，其中 8O只以上的 4 

群 ，最大群 12 8只，30—6O只的 8群，30只以下 

的l 9群，零散个体 42只。在石城岛南海湾距岸 

5O一100 m 的水面上观察到 906±10只，占总 

数的 36．43％，其中 40--60只的 6群 ，l1只的 

1群，486只的 1群，为本次考察中所见到的最 

大群。 

在大王家岛沿岸附近长尾鸭呈不规则分布 

在长约 1500m，面积不足 0．5 k恤】的范围内 ， 

群体结构松散 ，群间距 3—50m 不等，有对一 

大群可排开 4O--50m长。在石城岛．486只长 

尾鸭松散分布在长约 600多 m的浅水域 ，加上 

其它 6群及鸥等，几乎遍及整个小海湾。 

大王家岛东、东北及南面，其它几个小岛近 

海域极少有长昆鸭分布。 

4 据观察 。远离海岸的长尾鸭个体活 动 性 较 

大，常从一处飞往男一处，距离 一般为 5O一 70m， 

飞行高度 5 m 以下。 

海岸及岛屿附近的长尾鸭活动性较小，群 

体也相对稳定。偶尔可见到少数个体相互追逐， 

但追逐距离和持续时间均较短。 

长尾鸭在取食时潜入水中，时间可长达 15 

秒。取食频率不高，一般每分钟 l～2次，有时 

可连续十几分钟静止的浮于水面上。常可见到 

有些个体活动，取食于养殖场的漂瓶附近。 

读区域除了有长尾鸭外，还有一些其它种 

类分布，但数量不多。主要种类有鸥、绿头鸭、红 

啕秋沙鸭、斑嘴鸭、红脸鸬鹅、海鸬鹅、凤头瞄鸱 

及潜鸭等。常有一些种类与长尾鸭混群。在大 

王家 岛近海岸的主要混合体有：长尾鸭一鸡；长 

尾鸭一绿头鸭和长尾 自一红胸秋沙鸭。在石城岛 

南岸边海湾内 800余只长尾鸭与 16 7只鸥相间 

分布，几乎履盖了长约 ikm 的浅水海湾。 

致谢 大王家岛镇政府提供船只，姜钟伟同志 

协助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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