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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的解剖学和 C6 、T8 、Lc2

的组织学研究

吴葆孙　周开亚　曹玉清
Ξ

(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 南京 , 210097)

摘要 : 对 1 头雌成体中华白海豚的脊髓从宏观到微观研究其形态结构。光镜观察标本取自

C6 、T8 和Lc2 , 冰切 20～40μm, 硫堇及镀银两法染色。脊髓式为 C82T122L102Ca4 (或Lc14) 。脊

髓长占体长的 27148 % , 脊髓重占脑重的 3188 %。蛛网膜小梁异常发达呈薄丝绵状 , 软脊膜

携血管随沟、裂内陷入脊髓实质。灰、白质具不规则血管周隙 , 含淋巴细胞及脑脊液。神经

细胞与微血管浸于脑脊液中 , 故神经细胞为 CSF - CN。根据 Rexed 的细胞构筑原则 , 可将 C6 、

T8 、Lc2 灰质分为 10 层 , 并对每层及其相关神经核关系作了描述。在上述 3 节白质侧索、背

索和腹索中均发现特殊细胞群 , 即 : 颈外侧核、胸外侧核和腰尾外侧核 ; 背索核和腹索中的

弥散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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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nni ngham对白喙斑纹海豚 ( Lagenor hynchus a l b i r os t r i s ) 脊髓的研究[ 1 ]问世的

百余年来 , 关于齿鲸亚目海豚科的瓶鼻海豚 ( Tur s i ops t r unca t us ) 、真海豚 ( De l ph i2
nus de l ph i s ) 、太平洋斑纹海豚 ( Lagenor hynchus ob l i qu i dens ) ; 鼠豚科的港湾鼠豚
( Phocoena phocoena) 、江豚 ( Neophocaena phocaeno i des ) ; 抹香鲸科的抹香鲸 ( Phy2
s e t e r mac r ocepha l us ) 、小抹香鲸 ( Kogi a br ev i ceps ) ; 白�豚科的白�豚 ( L ipo t es

vex i l l i f e r ) ; 须鲸亚目露脊鲸科的弓头鲸 ( Ba l aena mys t i ce t us ) 、北露脊鲸 ( Euba l 2
aena g l ac i a l i s ) 、须鲸科的长须鲸 ( Ba l aenop t e r a phys a l us ) 、大翅鲸 ( Megap t e r a

novaeang l i ae) 等的脊髓研究已见诸文献 [ 2～8 ] 。对中华白海豚 ( Sous a ch i nens i s ) 的

脊髓尚未见报道。鉴此 , 遂用神经解剖学、组织学方法进行了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中华白海豚雌成体 , 标本号NJNU 0209 , 体长 24 - 2 cm, 体重 152175 kg , 1987 年 2

月 13 日获自长江下游如皋县长沙镇中心养殖场。死后约 54 h 用生理盐水经椎动脉灌流

冲洗 , 继用 3 %多聚甲醛、1125 %戊二醛、011 mol / L 磷酸缓冲液 (pH714) 灌流固定 ,

使脑、脊髓组织达适宜硬度。

　　脊髓经整体测量后 , 取 C6 、T8 和Lc2 , 分别测量后 , 保存于 10 %甲醛液中。各节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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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冰切 , 片厚 20μm和 40μm, 蛋白甘油贴片 , 1 %硫堇染色显示尼氏小体 ; 5 ‰硝酸

银、2 %对苯二酚和 215 %无水亚硫酸钠显示神经原纤维 , 常规制片。光镜观察神经细

胞的形态、种类、分布及细胞构筑特征。除上述 3 节外 , 制成脑、脊髓及脊神经整体浸

制标本。

2 ♂果

211 　被膜和脊奇网

中华白海豚脊髓被膜外裹以脊奇网 , 由小动脉、小静脉、神经及大量结缔组织构

成。脊奇网的背、腹侧较厚 , 两侧较薄 ; 在C7 、T5 和Lc1 椎体部 , 背腹向的厚度分别为

0173 cm、1 cm和 016 cm。硬脊膜厚 018 mm, 紧贴脊奇网内面。蛛网膜色白 , 与软脊膜

间有异常发达的蛛网膜小梁 , 呈薄丝绵状 , 为江豚、白�豚所不及。齿状韧带以 34 个

齿状突附于硬脊膜。软脊膜紧贴于脊髓表面 , 携血管随裂、沟内陷入脊髓实质。脊神经

根出入被膜时 : T9 、T10为 3 束 , C1～C8 和 T4～T6 为 1 束 , 其余的均为 2 束。

212 　脊髓的外形

脊髓长 6615 cm, 占体长的 27148 % ; 脊髓圆锥尖平第 1 腰椎体末端 , 终丝长 2415

cm, 内终丝末端平第 7 腰椎椎体。脑重 1 484 g、脊髓重 57159 g , 脊髓重占脑重的

3188 %。脊神经 34 对 , 脊髓式为 : C8 - T12 - Lc10 - Ca4 或 C8 - T12 - Lc14 。离体脊髓全长

631495 cm, 各段长 ( cm) 为 C : 11198、T: 37132、L : 11151、Ca : 2128 ; 每节平均长

(cm) 为 C : 115、T: 3114、L : 1115、Ca : 0157 ; 每节平均横径 ( cm) 为 C : 11108、T:

0188、L : 01804、Ca : 01474。离体 C6 、T8 、Lc2 的长依次为 : 1101 cm、112 cm 和 111

cm; 重量依次为 : 11955 g、11775 g 和 11725 g ; 横径 ×背腹径依次为 : 111 ×0195 cm、

0189 ×01755 cm、0188 ×019 cm。颈膨大在 C2～C8 。Lc1～Lc3 横径为 0178～0180 cm,

Lc4～Lc9为 0185～0182 cm。后者虽比前者略增 0107～0104 cm, 因鲸类后肢退化 , 中华

白海豚脊髓亦不具有腰膨大。

213 　脊髓的内部构造

横切面几近圆形 , 软脊膜的间皮细胞包围脊髓 , 且携血管随裂、沟陷入脊髓实质。

灰质左右不对称 , 背角发育较江豚、白�豚好 ; Lc2 背角发达 , 背角尖呈多锯齿状 , 细

胞数较多 ; T8 次之 , 背角尖呈 2～4 个锯齿状 ; C6 则较短小。在C6 的腹角除有发育较好

的腹外侧核、背外侧核尚有特别发达的背外侧背核 , 使腹角呈横向伸展。T8 、Lc2 的腹

角向腹侧伸展。灰质的背正中突在Lc2 特别发达 , 远远超过文献中报道的其他鲸类 , 有

大三角形、大梭形及小三角形、小梨形细胞等数十个细胞组成的单正中核 ; 在 C6 、T8

的背正中突则与其它鲸类相似 , 仅呈小齿状突起。中央中间灰质在 C6 、T8 、Lc2 均较江

豚、白�豚发达。切片中亦未见中央管。在 C6 、T8 、Lc2 的侧索中均发现颈、胸、腰尾

外侧核 , 以 T8 胸外侧核最为发达 , Lc2 次之 ; 腹索、背索中则以弥散性分布的小细胞为

主。

观察中发现 C6 、T8 、Lc2 横切面中血管形态、分布与江豚和白�豚有差异。血管的

存在形式多样 : 在灰质中血窦或窦状毛细血管较少 , 如Lc2 的VI I 、IX层 , 见 1 例呈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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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血管球状 ; 有的小动、静脉外包绕共同被膜 , 见于Lc2 的 IV、V 层 , 可能是胚胎期软

膜胶质膜携血管内陷 , 伸入脊髓实质形成血管鞘 , 包围小血管所致 ; 本文在 T8 灰质V、

VI I 、VI I I 、X层 , Lc2 灰质 IV、VI I I 层及 C6 白质侧索中首次发现方形、矩形微血管。

在 T8VI I 层聚集 14～15 个矩形微血管 , 其中均含血细胞 , 周围有血管周隙。在白质侧

索中见放射状分布的毛细血管 , 亦见有矩形血管腔。

在脊髓的灰质、白质中的血管周隙内 , 含淋巴细胞和脑脊液 , 神经细胞体、胞突或

神经纤维等浸于其中 , 可直接与脑脊液接触。作者认为中华白海豚脊髓中的神经细胞与

江豚和白�豚的一样 , 亦是接触脑脊液神经元 (Ce r ebr osp i na l f l u i d2con t ac t i ng neu2
r ons , 简称 CSF - CN) 。

214 　C6 、T8 、Lc2 灰质的细胞构筑

据 Rexed [ 9 ]提出的脊髓灰质分层的原则和细胞构筑 (Cyt oa r ch i t ec t u r e ) 的特征 ,

对中华白海豚脊髓 C6 、T8 、Lc2 的灰质进行层型分析 , 与江豚、白�豚脊髓的相应节段

进行比较。脊髓灰质从背角向腹角分成大致平行的 9 层 , 中央中间灰质为第 10 层 , 各

层逐渐移行无明显分界。左右两侧灰质的形态、细胞数目和排列形式等不尽相同。各层

细胞构筑特征及相关的神经核如图 1 所示。

　　Ⅰ层 : 背角尖及其呈锯齿状分叉部的薄层灰质 , 含较大梭形边缘细胞、星形细胞、

针形细胞及中等梭形细胞 , 形成背缘核。在 C6 内侧缘有 2～3 个中等梭形细胞 , 在 Lc2

外侧缘见小三角形、小椭圆形、小梨形细胞成串分布。

Ⅱ层 : 相当于胶状质薄层 , 以小梭形、小多极、小圆形细胞为主 , C6 、T8 外侧缘见

中等梭形细胞 , T8 中有小三角形、小梨形和 1～2 个中等三角形细胞。在 C6 外侧半由中

等梭形细胞、小三角形细胞和针形细胞聚集 , 内侧半细胞较小。此层形成固有感觉核。

Ⅲ层 : 在背角头 , 内侧半浅染 , 见小三角形、小梨形、小椭圆形、小梭形细胞。C6

内侧缘见小梭形细胞成串珠状密集排列 , 外侧半含大梭形、中等梭形和菱形细胞 ; Lc2

以小梭形、小梨形、小三角形和小椭圆形细胞为主。在 T8 、Lc2 外侧缘见大多极细胞、

3～5 个中等梭形和 4～5 个小梭形细胞。

Ⅳ层 : 在背角颈 , 此层稍宽 , 中部细胞较小排列 , 较稀疏 , 有小梭形、小三角形、

小椭圆形细胞 , 内侧细胞较密集。在 C6 外侧缘梭形细胞成串珠状排列 ; Lc2 有大多极细

胞、中多极细胞和大三角形细胞。I I I 、IV 层的大、中型细胞形成背角固有核 , 以在

Lc2 的发育较好。

V层 : 在背角颈腹侧稍宽处 , 内侧半细胞较稀 , 细胞较小 , 见小星形、小梭形、小

椭圆形、小梨形和中等三角形、中等梭形细胞 ; 外侧半见中等多极、中等三角形和小多

极细胞 , 染色较深。此层有许多神经纤维与神经细胞体交织成网状结构 , 形成网状核 ,

以在Lc2 较发达。

VI 层 : 在背角基底部腹侧稍宽处 , 内侧半含小三角形、小星形、针形细胞 , 染色

较浅 ; 外侧半含中、小三角形、小多极、小梭形细胞 , 分布较密集 , 染色较深。在 T8

外侧缘有中、小三角形细胞 ; 在 Lc2 则有大、中多极细胞、大三角形细胞及小梭形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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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华白海豚脊髓 (C6、T8、Lc 2) 灰质分层

与神经核和特殊细胞分布示意图

Fi g11 　Di agr am s howi ng di vi s i on of l aye r s

and ne r ve nuc l eus of gr ay ma t t e r and di s t r2

i but i on of spec i a l ce l l gr oups of whi t e

ma t t e r i n t he sp i na l cor d (C6、

T8、Lc 2) of Sous a chi nens i s

　　灰质 G1M1 : C6 : 颈段第 6 节 ; T8 : 胸段第 8

节 ; Lc2 : 腰尾段第 2 节 ; Ⅰ～ Ⅹ示脊髓灰质 Ⅰ～

Ⅹ层 1 Ⅰ层 : 背缘核 ; Ⅱ层 : 胶状质 ; Ⅲ～ Ⅳ层 :

背角固有核 ; Ⅴ层 : 网状核 ; Ⅶ层 : T81 中间外侧

核 (交感系) 和中间内侧核 , 胸核 ; Lc21 副交感

核 ; Ⅸ层 : 腹内侧核 (C6、T8) , 腹核 ( T8、Lc 2) ,

腹外侧核 ( C6、T8、Lc2 ) , 背外侧核 ( C6、T8、

Lc2) , 背外侧背核 (C6) ; Ⅹ层 : “单正中核”; 白

质W1M1 : 侧索 : 颈外侧核 , 胸外侧核 , 腰尾外侧

核 1 背索 ; 脊髓背索核 1 腹索 : 腹索核

　　Gr ay ma t t e r GM: C6 : 6 t hce r vi ca l s egment .

T8 : 8 t h t hor ac i c s egment . 2nd l umbocauda l s eg2

ment . Ⅰ～Ⅹs howi ng Ⅰ～Ⅹ l aye r s of gr ay ma t2

t e r i n sp i na l cor d. Laye r Ⅰ: Dor s omagi na l nu2

c l eus ; Laye r Ⅱ: Ge l a t i nous s ubs t ance ( nuc l eus

s ens i bi l i s p r op r i us ) ; Laye r s Ⅲ～ Ⅳ: Nuc l eus

p r op r i us ; Laye r Ⅴ: Re t i cul a r nuc l eus ; Laye r

Ⅶ: T8. I nt e rme i dol a t e r a l nuc l eus ( s ympa t he t i c

s ys t em) and i nt e rmedi omedi a l nuc l eus , t hor ac i c

nuc l eus ; Lc 2. Pa r as ympa t he t i c s ys t em. Laye r

Ⅸ: Vent r omedi a l nuc l eus (C6 , T8) , vent r a l nu2

c l eus ( T8 , Lc2 ) , vent r ol a t e r a l nuc l eus ( C6 ,

T8 , Lc2) , dor s ol a t e r a l nuc l eus ( C6 , T8 , Lc2) ,

r e t r odor s ol a t e r a l nuc l eus (C6) ; Laye r Ⅹ: S i n2

gl e medi an nuc l eus . Whi t e ma t t e r WM: La t e r a l

f uni c l e : La t e r a l ce r vi ca l nuc l eus , l a t e r a l

t hor ac i c nuc l eus , l a t e r a l l umbocauda l nuc l eus .

Dor s a l f uni c l e : Sp i no2f uni cul ux nuc l eus . Ven2

t r a l f uni c l e : Vent r a l nuc l eus

　　VI I 层 : 相当于中间灰质和腹角基底部的较大区域 , 向外延伸与外侧中间灰质连

续 , 含大量的中间神经元。此层在C6 较薄 , 在 T8 、Lc2 细胞密集 , 主要含中、小多极神

经细胞、少数梭形细胞等。T8 和Lc2 由 4 部分组成 : (1) 交感系节前神经细胞体 , 由密

集的小梭形、小三角形细胞和中多极、小多极细胞等聚成中间外侧核 , 向外突成侧角 ;

(2) 中间内侧核 , 在 (1) 的内侧 , 含中三角形、小三角形及小梭形细胞 ; (1) 与 (2)

均见于 T8 ; (3) 副交感系节前神经细胞体 , 见于 Lc2 , 相当于 (1) 所在部位 , 但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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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侧角 , 含中三角形、小三角形、小椭圆形、小梭形细胞、细胞密集成团、发育好 ;

(4) 胸核 , 仅见于 T8 , 在背角底内侧缘与中央中间灰质之间 , 中华白海豚脊髓的胸核

发育较白�豚好 , 有大、中、小多极细胞 , 其中大多极细胞约 6～7 个 , 小多极细胞约

10 个 , 还有小三角形、小椭圆形、小梭形细胞等。

VI I I 层 : 此层在腹角内侧部 , 细胞数量甚少 , 在 Lc2 见中多极、小多极细胞及梭

形细胞。

IX层 : 在 T8 和Lc2 此层位于腹角腹侧部 , 在 C6 因颈膨大 , 细胞增多向背外侧伸

展。此层含α和γ运动细胞 ; α细胞为大多极细胞 , γ细胞为中、小多极细胞。α细胞平

均大小 : 在 C6 为 46 ×35μm (最大为 64135 ×4219μm) , T8 为 43 ×23μm, Lc2 为 55 ×23

μm。γ细胞的平均大小 : 在 C6 为 26 ×10μm, T8 为 25 ×8μm, Lc2 为 26 ×9μm。这些细

胞构成腹角的运动核 , 可分为 3 组 : 内侧组有腹内侧核见于 C6 和 Lc2 ; 中央组在 T8 和

Lc2 有腹核 ; 外侧组有腹外侧、背外侧核 , 在 C6 还有背外侧背核支配鳍肢 , 与形成颈膨

大有关。

X层 : 此层为中央中间灰质 , 在 C6 稍宽 , 在Lc2 较厚 , 3 节均未见中央管及室管膜

痕迹。此层有中、小梭形和针形细胞。近腹角基部有腹、背连合核。T8 、Lc2 背缘有似

侧角状的突起为背正中突 ; 内含小三角形、中小梭形、小椭圆形、小圆形和针形细胞

等 , 形成“单正中核”。在Lc2 极为发达 , 有数十个小细胞且向背侧延伸 , 致使背正中

突尖端几乎与背角尖平 , 见大、中梭形细胞分布于该突起的边缘与尖端 , 为江豚、白�

豚等其它鲸类所不及。

215 　脊髓白质中的特殊细胞群

在中华白海豚脊髓 C6 、T8 、Lc2 白质侧索中均发现了特殊细胞群 , 杂陈于神经纤维

之间。细胞类型为 : (1) 梭形细胞 , (2) 椭圆形细胞 , (3) 三角形细胞 , (4) 梨形细

胞 , (5) 多极细胞 , (6) 圆形细胞。

侧索中特殊细胞群的排列形式 : C6 见 3～4 串梭形细胞及弥散分布的小椭圆形、小

圆形、小三角形细胞 ; T8 则形式多样 , 有 60～70 个弥散分布的小细胞 , 如小三角形、

小梭形、小椭圆形和小梨形细胞 , 有的在背角外侧与 I～V 相联系 , 呈帚状、串珠状或

团状分布 (图 1) ; 在 Lc2 侧索见小梨形、小多极细胞约 12 个 , 分布形式亦为弥散性。

根据这些特殊细胞所在位置的节段 , 分别称之为颈外侧核、胸外侧核和腰尾外侧核 , 其

中胸外侧核最为发达。在背索发现的特殊细胞群 , 以弥散性分布为主 , T8 见成串分布

与胸核接近。在 C6 见小三角形细胞、小梭形细胞 , 以后者为主 ; 在 T8 和Lc2 有小梭形、

小椭圆形细胞。这些特殊细胞群可称之为脊髓背索核。在 C6 、T8 、Lc2 的腹索中 , 有小

梨形、小多极、小三角形细胞。在 T8 中细胞数较多 , Lc2 次之 , C6 又次之。这些特殊

细胞群可称为腹索核。

3 　讨论

(1) 中华白海豚属于齿鲸亚目海豚科 , 其脊髓形态具有鲸目的共同特征 , 如有发达

的脊奇网 , 脊髓几呈圆柱形 , 成体脊髓无中央管 , 有颈膨大但起止节段各种鲸类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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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脊髓颈段 8 节亦为鲸目的共同特征。

脊髓式与同科的白喙斑纹海豚 (C8 - T14 - Lc23) , 太平洋斑纹海豚 (C8 - T13 - Lc23)

不同[ 1 ,5 ] ; 与其它科的白�豚 (C8 - T10 - Lc12) 、港湾鼠豚 (C8 - T12 - Lc24) 、江豚 (C8

- T24 - Lc23 ) 以及北露脊鲸 (C8 - T14 - Lc18 ) 、长须鲸 (C8 - T12 - Lc24 ) 等的也不相

同[ 6～8 ] 。

中华白海豚脊髓长占体长的百分比与白�豚 ( 25 % 和 2913 %) 、港湾鼠豚

(2616 %) 、江 豚 ( 2616 % ～ 3116 %) 、长 须 鲸 ( 25 % ～ 26 %) 相 近 ; 与 弓 头 鲸

(1419 %) 、北露脊鲸 (1419 %) 相差较大。中华白海豚的脊髓重占脑重的百分比 , 较白

�豚 (6125 %) 和江豚 (10 %) 小得多。若将中华白海豚与体长相似 , 体重相近的白暨

豚 (NJNU 0214) 脊髓的 C6 、T8 、Lc2 的横径相比较 , 则前者横径分别为后者的 1135、

1135 和 1114 倍 ; 上述 3 节分别为江豚相应节段的 1125、1121 和 0195 倍。脊髓横切面

的灰、白质中的细胞 , 脊奇网、蛛网膜以及软脊膜均较白�豚、江豚发育好。

(2) Rexed [ 9 ,10 ]提出的脊髓灰质细胞构筑分层模式 , 不仅适用于陆生哺乳动物如猫、

大鼠、家兔、小熊猫、猴等以及水生哺乳动物江豚和白�豚 ; C6 、T8 、Lc2 脊髓灰质的

层型分析表明 , 也适用于中华白海豚。在脊髓灰质的分层范围 , 相应节段所含神经核的

种类 , 细胞种类和发育程度等方面 , 中华白海豚与江豚、白�豚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

异。如中华白海豚 C6 、T8 、Lc2 灰质的 I I 、I I I 、IV、V、VI 层细胞明显分为内、外侧两

群 , 两者的细胞大小、种类、染色深浅有差异 , 白�豚的内、外侧两群出现在 I I I 、V、

VI 层 ; 江豚则无此现象 ; 再如中华白海豚的胸核在 T8VI I 层发育最好 , 与江豚、白�

豚、太平洋斑纹海豚、港湾鼠豚、大翅鲸、长须鲸和北露脊鲸等的分布节段与发育程度

有差异。IX层的α运动细胞和γ细胞在 C6 、T8 、Lc2 的发育情况与白�豚和江豚也有不

同。

X层中的“单正中核”, 则以中华白海豚最为发达 , 但细胞种类、数目在 C6 、T8 和

Lc2 各节有变化。但未见长须鲸具有的 20～90μm圆形神经细胞[ 6 ] 。

(3) 在中华白海豚脊髓 C6 、T8 、Lc2 白质的侧索、背索、腹索中均发现特殊细胞

群。颈外侧核曾见于真海豚、抹香鲸、小抹香鲸、江豚和白�豚 , 但分布形式不同。胸

外侧核和腰尾外侧核与江豚、白�豚的基本一致。其特殊细胞的类型尚有小梨形和圆形

细胞。

　　背索中的细胞最早在太平洋斑纹海豚的Lc3 发现两侧对称分布、聚合的细胞[ 5 ] 。在

白�豚则在颈、胸、腰尾段背索中多处发现了非对称性的脊髓背索核[ 8 ] , 中华白海豚

脊髓 C6 、T8 、Lc2 中也均发现此核。

在中华白海豚的 C6 、T8 、Lc2 腹索中 , 均见有特殊细胞。

脊髓背角为感觉末梢向中枢传入的一级终止区域 , 躯体、内脏传入纤维在脊髓内汇

聚和相互作用[ 11 ,12 ] 。因中华白海豚侧索的特殊细胞群也靠近背角外缘或有纤维联系 ,

可能其颈、胸、腰尾外侧核也像脊颈束那样成为继背索、脊颈丘脑束之外的第 3 条体感

通路 ; 而脊髓背索核可能是脊髓 - 背角 - 背索核 - 脊髓背角神经回路 , 也可能属于脊颈

束 - 背索突触后神经元的换元站 , 简称 SCT - DCPS [ 13 ] 。吕国蔚等[ 14 ]首次发现既向背索

661　　　　　　　　　　　　　　　　　　兽 　类 　学 　报 　　　　　　　　　　　　　　　　　19 卷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核又向颈外侧核投射的双投射神经元 , 因后者起始部位与 SCT 和DCPS 一致 , 而被命名

为 SCT - DCPS 神经元。

在中华白海豚 C6 、T8 、Lc2 的灰质、白质中发现因软膜内陷所致多处血管周隙含脑

脊液 , 中华白海豚的神经细胞直接与脑脊液接触 , 情况与在白�豚和江豚中所见一致 ,

应视为接触脑脊液神经元。在 C6 、T8 、Lc2 的横切片中 , 还发现许多方形微血管腔隙 ,

推测可能类似白�豚和江豚脊髓中发现的微血管变异。下一步 , 我们将对中华白海豚的

C6 、T8 、Lc2 作超微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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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 ES ON ANATOMYOF THE SPINAL CORD AND HISTOLOGYOF C6 ,

T8 , Lc2 OF THE INDO2PACI FIC HUMP2BACKED DOLPHIN

WU Baos un 　ZHOU Ka i ya 　CAO Yuqi ng
( Depa r tment of Bi ol ogy , Nanj i ng Norma l Uni ve r s i t y , Nanj i ng , 210097)

Abs t r ac t : The sp i na l cor d of an adu l t f ema l e of I ndo2Pac i f i c hump2backed do l ph i n

( Sous a ch i nens i s ) we r e s t ud i ed mac r o2 and mi c r os cop i ca l l y. Samp l es f o r mi c r os cop2
i c obs e r va t i ons we r e t aken f r om C6 , T8 and Lc2 , f r ozen s ec t i ons of 20～40μm t hi ck

we r e s t a i ned wi t h 1 % t hi on i ne or a r gyr oph i l me t hod. The s p i na l cor d f ormul a was C8

- T12 - L10 - Ca4 ( o r Lc14) . The l eng t h of t he sp i na l cor d was 27148 % of t he body

l eng t h and t he we i gh t of t he sp i na l cor d was 3188 % of t he br a i n we i gh t . The a r ach2
noi d t r abecu l ae we r e ex t r eme l y deve l oped and as s umed t h i n s i l k f l os s . The p i a

ma t e r b r ough t b l ood ves s e l s i nva g i na t ed a l ong wi t h f u r r ows and c r ev i ces i n t o t he

sp i na l cor d p r ope r . I r r egu l a r pe r i phe r y spaces of ves s e l s con t a i n i ng l ymphocy t es

and ce r ebr a l f l u i d we r e obs e r ved i n t he gr ay ma t t e r and whi t e ma t t e r . The ne r ve

ce l l s and cap i l l a r i es we r e imme r s ed i n t he ce r ebr a l f l u i d and t he r ef o r e t he f orme r

we r e r ef e r r ed t o ce r ebr os p i na l f l u i d2con t a i n i ng neur ons . The gr ay ma t t e r of C6 , T8

and Lc2 was d i v i ded i n t o 10 l aye r s accor d i ng t o t he Rexedπs Pr i nc i p l e of t he l ami na r

cy t oa r ch i t ec t u r e pa t t e r n of t he s p i na l cor d. The c y t oa r ch i t ec t u r e of each of t he

l aye r s and t he cor r es pond i ng nuc l eus we r e des c r i bed. Spec i a l ce l l g r oups , i . e .

l a t e r a l ce r v i ca l nuc l eus , l a t e r a l t hor ac i c nuc l eus and l a t e r a l l umbocauda l nuc l e 2
us i n t he l a t e r a l f un i c l e , dor s a l f un i cu l us nuc l eus i n t he dor s a l f un i c l e , s ca t 2
t e r ed ce l l s i n t he ven t r a l f un i c l e , we r e obs e r ved i n t he whi t e ma t t e r .

Key wor ds : I ndo2Pac i f i c hump2backed do l ph i n ( Sous a ch i nens i s ) ; Sp i na l cor d ; Cy2
t oa r ch i t ec t u r e ; Dor s a l f un i cu l us nuc l 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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