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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颈交感神经对椎动脉血流量影响。方法 　以健康猫 32 只 ,暴露颈交感神

经及椎动脉 ,应用电刺激给予不同的刺激电压刺激颈交感神经 ,测定椎动脉血流量的改变情况 ,并

记录刺激不同时间段血流量的改变。结果 　电刺激强度增加 ,椎动脉血流量呈下降趋势 ,刺激时间

延长血流量下降趋势明显 ,停止刺激血流量恢复。结论 　颈交感神经受刺激对椎动脉有缩血管作

用 ,颈交感神经受刺激是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发病原因之一 ,为临床提供治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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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ervical sympathetic nerve stimulation on the blood

flow of vertebral artery Methods 　The cervical sympathetic nerve and vertebral artery of 32 healthy cats

were exposed surgically ,and the cervical sympathetic nerves were stimulated with the electric stimulating

instrument in different voltage and the changes of blood flow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blood flow of

vertebral artery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rength of stimulation. Prolongation of the stimulation

time ,the blood flow of vertebral artery remarkably decreased. When the stimulation was terminated ,the

blood flow of vertebral artery recovered to normal. Conclusion Contraction of the vertebral artery occurred

when the cervical sympathetic nerve was stimulated. Stimulation of the cervical sympathetic nerves appears

to be one of the etiology of cervical syndrome of the arterial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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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椎动脉型颈椎病中 ,颈部交感神经对椎动脉的影响已

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 [1 ,2 ] 。在支配椎动脉的神经中 ,首推

椎神经 ,它源于颈交感干 ,颈交感神经对椎动脉的影响如何 ?

我们通过电刺激椎神经的实验 ,模拟交感神经受激惹 ,观察椎

动脉血流量的变化 ,就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发病机理加以进一

步的探讨。

1 　材料和方法

1. 1 　样本制备 :

将健康猫 32 只随机分为 4 组 ,每组 8 只。用氯醛糖
(50mg/ kg)与乌拉坦 (500mg/ kg)混合液腹腔注射麻醉。麻醉

成功后 ,切开颈部皮肤 ,分离出气管 ,在环甲膜上做一横向切

口 ,行气管插管 ,OH21 型人工呼吸机正压通气。按骨性标志

确定颈 5、6 横突 ,暴露横突孔骨质 ,用骨钳咬除横突孔前壁 ,

以充分暴露椎动脉 ,并沿其走行上下稍许分离 ,以备放置电磁

血流计。再将动物侧卧位 ,以颈 7 为中心 ,在锁骨下动脉和椎

动脉分支部的后方寻找星状神经节 ,且游离出上行于椎动脉

旁的椎神经 ,以备刺激。最后 ,将猫固定于立体定位仪上。

在实验观察过程中 ,神经暴露部位覆以温石蜡油 ,以防其

干燥。动物体温保持在 3715 ℃～39 ℃。

1. 2 　试验分组 :

将试验动物随机分为 4 组 :正常对照组 8 只 (a) ;115V 刺

激组 8 只 (b) ;3V 刺激组 8 只 (c) ;5V 刺激组 8 只 (d) ;各组给

予相等的刺激时间。

1. 3 　试验装置 :

(1) 电磁流量计 　应用日本 MF227 型方波电磁流量计。

选择与椎动脉血管直径相符的开槽探头 ,将动脉置于探头内 ,

另一端与流量计的传感器插座相连 ,调节零点 ,按校准档 ,流

量显示器即可显示测定的血流量。
(2) 电子刺激器 　SEN23201 型电子刺激器发出信号经

SS2201J 型隔离器后施加到椎神经上。刺激电极为一对附着

在塑料套壁上的银丝。
(3) 测定在椎神经表面分别给予 0V、115V、3V、5V4 组

不同的刺激电压 ,其它刺激参数 :频率 1Hz ,波宽 1mS ,边刺激

边记录椎动脉血流量的变化 ,其分两部分 : ①不同刺激强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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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记录到血流后 ,10 分钟内记录 3 次 ,取

其平均值作对照。然后给予电刺激 30 分钟 ,分别于电刺激即

时 (30 秒) 、期间 (15 分钟) ,停刺后 15 分钟各记录一次血流

量。②不同刺激强度对受压椎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将用套橡

皮的动脉血管夹夹于近心端的椎动脉 ,给一恒定压力 ,使其夹

而不闭 ,模拟椎动脉受压 ,然后给予电刺激 ,强度及时间同上。

2 　实验结果

2. 1 　刺激椎神经对椎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 ,

当刺激电压高于 3V 时 ,可以使椎动脉血流明显减少 ( P <

0105) ,当刺激时间延长时 ,其血流量呈现进一步减少。(表

1)

2. 2 　刺激椎神经对受压椎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从表 2 可以

看出 ,当刺激电压高于 115V 时 ,可以使椎动脉血流明显减少

( P < 0105) ,当刺激时间延长时 ,其血流量呈现进一步减少。

(表 2)

表 1 　不同强度刺激椎神经对椎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ml/ s) ( �x ±s)

组别

(电压)
n

刺激前 刺激

即时 期间
停止刺激

A(0V) 8 11132 ±1118 10192 ±1103 11145 ±0179 11126 ±0182

B(115V) 8 10196 ±1112 9176 ±1114 11172 ±1134 10186 ±1142

C(3V) 8 12101 ±0141 10121 ±0196 + # 8103 ±0183 + ※ 11136 ±0179

D(5V) 8 10121 ±1132 8176 ±0189 ×# 6198 ±0152 ×※ 9178 ±0171 +

注 :与 A 组比较 + P < 0105 , ×P < 0101 ,刺激即时与刺激前比较 # P < 0105 ,刺激期间与刺激前比较※P < 0101

表 2 　不同强度刺激椎神经对受压椎动脉血流量的影响( ml/ s) ( �x ±s)

组别

(电压)
n

刺激前 刺激

即时 期间
停止刺激

A(0V) 8 8168 ±1192 8112 ±0189 8142 ±1121 8137 ±1103

B(115V) 8 9112 ±1112 7102 ±1114 + # 6142 ±1112 + ※ 7171 ±1146

C(3V) 8 9137 ±1103 6179 ±1112 ×＄ 5193 ±0189 ×※ 6195 ±0189

D(5V) 8 8197 ±1114 6127 ±1138 ×＄ 5131 ±0172 ×※ 6187 ±0175

注 :与 A 组比较 + P < 0105 , ×P < 0101 ,刺激即时与刺激前比较 # P < 0105 , ＄< 0101 　刺激期间与刺激前比较※P < 0101

3 　讨论

椎动脉血流量的变化是反映椎动脉供血状况的最直接指

标。椎动脉血流不仅与机械压迫有关 ,而且与所受的神经支

配密切相关[3 ] 。近年来诸多学者用荧光组化法研究更证明了

交感神经在血管表面的配布 [4 ] ,但颈交感神经对椎动脉血流

量的影响如何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联系如何 ,本实验就此方面

进行了实验性研究。

从本实验结果看 ,A 和 B 组无差异 ,即 115V 的电压不足

以引起血流量的变化 ,只有 C、D 组刺激强度增加 ,血流量降

低 (C 组 P < 0105、D 组 P < 0101) ,并随着刺激时间延长 ,血

流量呈现进一步减少 ,刺激前后有差异 ( P < 0105) ,停止刺

激 ,椎动脉血流量恢复。这与我们临床中所见的眩晕都在突

然间发作 ,无先觉症状 ,治疗后症状很快缓解相符。可见椎动

脉的血流量是受椎神经的影响 ,随着椎神经刺激强度的不同 ,

椎动脉血流量变化不同 ,而椎神经对椎动脉最终起到的是缩

血管作用。

椎神经对受压椎动脉影响 ,我们给予椎动脉相同的机械

压迫 ,然后给予不同的刺激强度 ,从实验结果看 ,B、C、D 组均

引起受压椎动脉血流量的改变 ,刺激强度增加 ,下降幅度增

大 ,并随着刺激时间延长 ,血流量呈现进一步减少 ,刺激前后

有显著差异 ( P < 0101) ,停止刺激 ,椎动脉血流量恢复。因

此 ,无论椎动脉是否受压 ,椎神经受刺激均可引起椎动脉血流

量的降低 ,其中受压椎动脉引起的血流量改变更显著。我们

认为 ,交感神经受到刺激与机械压迫对椎动脉的血流量具有

协同作用 ,即神经刺激与机械压迫双重作用 ,使血流量下降更

显著。我们在临床中所见 ,既有钩椎关节增生 ,又有颈椎失稳

的病人 ,其症状时轻时重 ,其原因为增生的钩椎关节压迫椎动

脉 ,如果失稳的颈椎再刺激交感神经则使血供更加减少 ,眩晕

加重。可见 ,椎动脉型颈椎病的发病 ,骨赘是其发病原因之

一 ,而颈椎失稳刺激颈部交感神经也是重要的发病原因 ,二者

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伴随着失稳的骨质增生更易发病 ,前者

是发病的基础 ,后者是发病的原因。

近年来 ,用免疫细胞化学等方法证明 ,外周交感缩血管纤

维中有神经肽 Y(NPY) 与去甲肾上腺素共存 ,具有更加强的

缩血管效应[5 ] 。可见 ,神经对血管内流量的调节起重要作用。

对于椎动脉型颈椎病由于其发病率的不断增加 ,椎动脉血管

更受到重视。神经因素是椎动脉型颈椎病不可忽视重要原

因 ,而机械性压迫只是发病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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