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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 五号对大鼠损伤脊髓轴浆运输的影响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

刘卫 东 韩凤岳 景向红
’

摘要 选取 只 大白鼠
,

将其 中 只 制成胸髓右半侧横断损伤 的 大鼠模型
,

分别 以 脊髓

号方剂
、

激素
、

生理盐水灌喂治疗
。

未造模的 只 大鼠作为正常组
,

常规喂养
。

一个月后
,

注入辣根过氧化

物酶
,

检测路经损伤 区的上下行神经传导束始发核团中的标记细胞
。

发现奋髓 号组 标记细

胞数明显多于另两组
,

而与正常大鼠相比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

说明脊健 号方 剂在恢复损伤传导

束神经纤维的正常连续性
,

恢复神经元轴菜运愉
,

促进神经细胞修复再生方面
,

有显著的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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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中药方剂 治疗大鼠急性脊髓损伤取得一定 多 聚 甲 醛 加 戊 二 醛 磷 酸 缓 冲 液

疗效 〕
。

本实验中
,

我们采用辣根过氧化物酶
·

灌注固定 前 快速灌注
,

后 在

逆轴浆传导技术川
,

观察损伤脊髓中上行传导束 脊颈 小时内缓慢滴注
。

最后灌注 。 庶糖磷酸缓冲

丘脑束 ’ 始核位于脊髓后角的第
、

层
,

发纤维在 液
。

灌注固定后随即取材
,

切除椎板
,

取出第
、

腰髓
,

同侧外侧索上行
,

至第
、

颈节与颈外侧核形成突触
,

放人 蔗糖磷酸缓冲液中过夜
。

次 日在恒冷箱切片

再由此核发纤维到丘脑
,

主要传导皮肤感觉 和下行传 机中制成 如 厚的连续冰冻切片
,

法显色
,

贴片

导束 红核脊髓束 始核位于 中脑红核
,

发纤维交叉至 后 中性红复染
,

脱水
,

透明及封片
。

在光镜下观察第

对侧下行于脊髓全长
,

止于后角和 中间带
,

控制肌张
、

腰髓右侧后角
。

每隔 片取 片 , 第
、

腰髓节段

力 脑桥网状脊髓束 起 自脑桥被盖 内侧部细胞
,

此束 长约
,

可得到约 张切片
,

计数全部后角中胞

为不交叉纤维
,

下行于 同侧脊髓全长
,

止于
、

姗 层
,

协 核清晰的 标记细胞数
,

作统计学处理
。

红核脊

调肌肉运动 中轴浆运输的情况
,

进一步研究其疗效及 髓束
、

脑桥网状脊髓束的观察 将各组另外 只动物暴

作用机制
。

露第 至 腰髓
,

切开硬脊膜及蛛网膜
,

露出软脊膜
,

实验材料及方法 以微量注射器在第 腰髓右侧斜向上进针
,

深度
,

采用 只成年 大白鼠
,

其中 只 以 号 缓慢注人 拜
。

小时后灌注固定
,

手术刀 片将其第 胸髓 右半侧横断
,

彻底止血 方法同
。

然后取材
,

切开颅骨
,

取出中脑和脑桥部
。

并逐层缝合
。

术后随机分为 组
,

每组 只
。

第 组为 在恒冷箱切片机中制成 拼 冰冻切片后显色
、

复染

脊髓 号组
,

每 日灌喂脊髓 皿 号药液 娘 生药量 等均与 ”相同
。

在光镜下观察左侧中脑红核和右侧脑

体重 第 组为激素组
,

急性期内 周 隔 日腹腔注射 桥网状结构
。

每隔 片取 片 中脑上丘部
、

脑桥部各

氢化可的松 体重 和庆大霉素 万单位 可切 张
,

分别计数中脑红核大细胞部和脑桥

体重 第 组为空 白对照组
,

每 日灌喂生理盐水
。

其余 网状结构中的 标记细胞数
,

进行统计学处理
。

只未造模的大白鼠作为正常组
,

与另 组同样喂养
,

实验结果

但不作任何处理
。

脊颈丘脑束始核 逆行标记情况 脊髓 号

一个月后导人
。

脊颈丘脑束的观察 每组 组实验动物第
、

腰髓右侧后角中 标记细胞数

实验动物各取 只
,

切除第 颈椎椎板
,

将硬脊膜
、

蛛 量明显多于激素组和空 白对照组
,

而与正常

网膜切开
,

暴露第 颈髓
,

以微量注射器插人第 颈髓 组相 比不存在明显统计学差异 见表
。

空

右侧后角腹外侧的颈外侧核 内 此核在 鼠
、

猫较为明 白对照组 中有 只大 鼠第
、

腰髓后 角未见标记细

显
,

深度
,

缓慢注入 。川
。

在注 胞
。

脊髓 号组动物始核中神经细胞形态基本正常
,

好

人 小时后灌注固定
。

经主动脉插管
,

先以 拘 于激素组和空 白对照组
,

见图 一
。

椽 酸 钠 加 。。 生 理 盐 水 快 速 灌 洗
,

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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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正常的神经元具有正常的轴浆运输功能
,

即在结

构和功能正常的神经系统内
,

可以 被神经末梢摄

取并经轴浆逆行输送至神经元的胞体
,

使之得以标记
。

通过这一方法
,

不仅可 以追踪正常神经系统 内核间的

纤维联系
,

而且在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实验研究中
,

可

以通过研究传导束始核中有无 标记细胞和标记

细胞的多少来判断始核的神经元是否存活及被切断传

导束的神经纤维是否 已经恢复了正常连续性
。

即 当神

经传导束被切断后
,

远端神经纤维溃变
,

正常轴浆运输

被阻断
,

颗粒不能被神经末梢摄取并运 输 到胞

体
,

导致传导束始核 中的神经细胞不能被 标记
。

经过治疗
,

只有当神经元修复再生 良好
,

神经纤维恢复

了正常连续性
,

轴浆运输恢复畅通后
,

在神经末梢周围

注人
,

始核中才可能出现 标记细胞
。

因此
,

可

以 根据始核中 标记细胞的数量来判断棒经元修

复再生的情况
。

这就是本实验的基本设计原理
。

在本实验中
,

脊髓 号组动物在上
、

下行纤维束的

始发核团中 标记细胞数均 明显多于激素组和 空

白对照组 。
,

而且与正常组相 比不存在明显统

计学差异
,

且神经细胞形 态基本正常
,

没有

明显逆行溃变现象
。

而激素组和空 白对照组相应的神

经组织不仅标记细胞少
,

而且均有不 同程度的 溃变现

象
。

这提示我们 脊髓 卫号组被切断传导束中的神

经纤维有明显的修复再生
,

并恢复 了正常的连续性
,

核

周体也得到保护 空 白对照组脊髓损伤后被切断传

导束 中的神经纤维基本没有修复再生
,

其胞体也大都

变性死亡
。

以上说明 脊髓 皿 号方剂对大 鼠损伤脊髓内

的神经元具有保护作用
,

并可激动损伤神经元的修复

再生
,

恢复被切断传导束内部分神经纤维的连续性
,

恢

复正常的轴浆运输
。

结合国内外文献及 中医药理学陈 〕我们推测脊髓

号方剂的作用机制可能是 促进损伤区域的微循环
,

改善局部的供血供氧
,

减轻出血水肿
,

抑制继发损伤
,

保护神经元胞体免受继发损伤的打击
,

抑制神经胶质

细胞的增生反应
,

促进损伤区 内神经元的修复再生
,

恢

复神经纤维的正常连续性
,

恢复神经细胞的轴浆运输
。

一些可能的未被认识的激动受损神经元修复再生的因

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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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渗葡萄糖注射液湿敷治疗局部封闭感染创面

浙江省临海市中医院 王超明

自 年 月至今
,

应用高渗葡萄糖注射液湿敷 然后覆盖在创面上
,

用无菌绷带包扎
。

以后每 小时

治疗局部封闭感染创面 例
,

获得满意疗效
。

给创面浇 葡萄糖注射液 次
,

每 日换药 次
。

沾床资料 本组 例中男 例
,

女 例 年龄 讨论 局部封闭感染创面 以组织水肿坏死为主
,

一 岁 创面面积 只 一 创面愈 分泌物培养多未见细菌生长
。

高渗葡萄糖具有抑制细

合时间平均 天
。

菌生长
,

消除组织水肿
,

促使新鲜 肉芽组织生长
,

达到

治疗方法 局部封闭感染经切开后先用双 氧水和 治疗 目的
。

生理盐水清洗分泌物
,

并清除坏死组织
,

然后取无菌纱 收稿 一 。一

布 层
,

用 劝 葡萄糖注射液适量浸湿无菌纱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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