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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投射到脑干中部的前三叉神经核 (pretrige— 

minal nucleus，Pre-V)，然后再投射至脑干后 

部的舌咽迷走神经运动核 (nix-x)，继而经短 

喉神经支和长喉神经支控制各对喉肌收缩与声 

门的启闭。在这一发声控制系统中，还应包括 

与呼吸有关的神经元群，使得发声运动得以协 

调进行(图 2)。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核团问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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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蛙鸣中枢控制模型(仅示一侧脑通路) 

APON：视前核前部； 

Pre—V：前三叉神经核(向双侧 VP投射)； 

VP：发声相启动神经元(向双侧 nlX-X 投射)； 

IP；吸气相启动神经元(两侧间存在往返联系)； 

niX-X：舌咽迷走运动核。 

有直接的顺序联系纤维，同时各核团间还具有 

反馈联系及与对侧核团的相互投射。我们实验 

室近年的工作及国外其它实验室的工作都对这 

一 模型提供了广泛的证据支持 。 

蛙鸣作为生物信息的一种传播媒介，是对 

周围环境变化的反应方式。它不仅受呜叫控制 

系统的支配，而且在整体内，还受其它相关中枢 

及体液因素的制约。其中听觉和激素与发声具 

有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报道证明，听觉刺激可 

诱发 APON，Pre—V 等呜叫控制核团的神经 

元放电频率增加，其中 Pre—V 可能是对 听信 

号整合的中枢，因 Pre—V 中的大部分神 经 元 

对听觉刺激都具有 “V”形调谐曲线，最佳兴 

奋频率 (BEF)范围是 2OO一1400Hz。较短的 

潜伏期 (1 O一5Oms)提示 ，Pre—V 可能直接接 

受来 自上橄榄核的传入投射瑚。 此外在声音 的 

种间识别方面，有人提出，蛙在噪声环境中识别 

同种声音是 通过听觉系统“滤波器 的筛选与调 

制实现的[43。 

蛙鸣的季节性变化明显。 凯 利 (Kel!ey) 

等人将 H标记的性激素从背淋巴囊注入蛙体， 

经放射自显影处理后，发现与发声有关的各核 

团内均有明显的 H性激素积累，说明这些核团 

存在性激素受体。激素可能对发声核团的发育 

发挥影响作用，并可提高发声核团对听信号反 

应 的敏感性b．5]。 

以上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在蛙类发声 

结构与中枢控制方面的研究进展。至于蛙鸣的 

生物学意义，一般认为与求偶有关。但随着现 

代声音频谱技术的发展，发现蛙鸣分四种类型： 

(1)求偶鸣叫；(2)遇险警叫；(3)低声咕叫； 

(4)狂鸣叫。 这些不同类型的鸣叫在不同环境 

中表达不同的生物学信息，如求偶、避险、寻食、 

种间识别、回声定位等。 

蛙类所处的特殊进化地位决定了对蛙鸣机 

理的研究将从 比较进化的角度为动物及人类语 

言机理提供借鉴，并将为动物声学、分类学及行 

为学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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