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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的功能和临床意义。 

材料和方法 采用猪(106例)、牛(1 0l例)、 

羊(100例)、兔(33例)和狗 (30例)的离体心 

脏。经肺动脉口向下剪开右心室前壁至 心 尖； 

切断隔缘肉柱，将右心室前壁翻向前下方，暴露 

室腔。观察右心室条束的形态、数 目和附着部 

位，用小分规测量各数据 ，并对照游标卡尺。右 

心宣条束的近侧附着端为A端，远侧附着端为 

B端 ，条束中点距宣间隔或室壁的垂直距离为 

跨高。测量条束中点处的直径。取牛、猪、羊和 

狗的乳 白色条束各 5条，暗红色条束牛、猪和狗 

各 5条 ，羊 2条，石蜡切片，HE染色，显微镜下 

传导组织周围的鞘间隙内注射 1：5北京牌碳素 

墨水 (3例)和 30％ 普鲁士蓝氯仿溶液 (2例)。 

观察注射剂在宣壁和条束内的流向 及 分 布 范 

围。并取显色条束做组织切片，显微镜下观察 

注射剂在条束内的分布位置。隔缘肉柱未作研 

究。 

2 结 果 

2．1 出现率和数 目 (见表 1) 在 370例 心 驻 

中， l 6 8例存在右心室条束。狗右心室条束的 

出现率最高，其次是兔、牛、猪、羊。细小的独立 

小柬和网状小束未计算在内。小束多位于心尖 

部，很少形成网状。牛心小束主要分布于室间 

观察组织结构。用 5例新鲜的牛心，心内嗅下 隔与室前壁之间。 

． 
表 l 右心室条柬 的出现率和数 目 

条 康 数 目 
动物名称 心脏例数 条束出现例数(出现率) 

总 数 土SD (最小值一最太值) 

猪 J06 {D (33粕) 8 1．20士0．46 (1 j) 

牛 1Ol 53 (52％) 76 1．43士O．75 (1一’) 

芏 1 00 25 (25卿  28 1．1 2士O．” (1—2) 

免 33 2l (64％) 28 1．33士0．47 (1—2) 

狗 3D 29 (97％) 4， 1．55士O．81 ( 4) 

2．2 形态 右心室条束多呈圆形 ，乳白色条束 

较暗红色条束多 (见表 2)。条束近侧端较 粗， 

远侧端较细，两端附着处形成圆锥形基 底 部。 

有的条寥 侧 l叉。右心室条束的长度、直 
径、跨高和附着端至心尖距离(见表 3和 4)。 

表2 右心童糸柬的形态类别及其出现率 

形状粪剐 颜色类别 

动物名称 臻束 毳 乳白色条束 暗红色条嚆 (％) (％) 

猪 48(100)l 0 (D) 3 7 (77) ii (23) 

止 76(100)J D (0) 4 B (63) 23 {37) 

芏 23(100) D (D) 26 (93) 2 (7) 

兔 2d(9，) I 2 (7) 24 (86) ’ (14) 

狗 4 2(93) l 2 (7) 38 (84) 7 (16) 

2·3 附着部位(见表 ，) 右心室条束分布于右 

心室流人道的下 1／3， 未发现位于流出道的条 

束。猪、牛、羊和兔的右心室条束多附着于室间 

俑和室前壁之间，狗的条束附着于前乳头肌和 

表 3 右心室条柬的长度和直径 

名 最小值一 最小值一 
称 置土SD 士SD 最大值 最大值 

猪 I．o3士o．32 D．6—1．8 o．68士o．7● 

牛 1．93士D．53 1．o 4．D 1．22士o．65 0．6 {．0 

羊 I．18士D．23 o．8—1．， o．29士o 28 

凫 o．67士o．19 D．{一1．0 0．33士0．28 0．1一1．0 

狗 1．06士o．23 o．，一1．， o．3o士0 32 o·5—2-g 

表4 右心室条柬的琦高、附着●邕至心尖距离 (cm) 

畴 高 ^端至心尖距离 B端至心尖距 动物名称 

(重士sD) f ±SO) (置±sD) 

猪 0．68士0．38 2．53士1．27 2．37±1．2d 

止  1．02士 0．35 4．68士 1．76 4．6I士 1．79 

芏  0．d0士 0．21 1．95士0．” 1．B1士 D．62 

兔 0．2I士0．0， O．86士0．22 D．” 士D．I 8 

掏 0．34士0．13 2．33士 D．67 1．90士D．64 

宣前壁，或室间隔和室前壁之间 猪和狗的右 

c、宣条束分布类型较多，牛右心室条束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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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5 5种动物不同附着邮位的右心宣条柬的构成比(％) 

附着部位 猪 出 茔 兔 摘 

室间隔一室前壁 26(54．I7) 72(94．76) 19(67．B6、 12(42．B6、 10(22．223 

前乳头肌一室前壁 5(10．4 2) 1(3．57) 4(14．29) 16(35．56) 

室间隔一前乳头肌 7(14．57) 4(；．26) 6(21．43) 

室前壁一室前壁 I(2．0B) 8(17．78) 

屠乳头肌一室前壁 2“．17) 2(7．1●) 4(s．ss) 

隔侧乳头肌一室前壁 6(21．43) 1(2．22) 

室间隔一室后壁 3(i0．7I) 3(6．67) 

室间隔一隔缭肉柱 4(8．3；) i(3．57) 

隔缘肉柱一室前壁 2(4．I7) a(6．671 

前乳头肌一后乳头肌 lr2．os) I(；．57) 

隔侧乳头肌一前乳头矶 

室前壁一室屠壁 I(；．57) 

台 计 48000) 760e~) 280oo) 28rlOO) ●5(1●0)· 

类型只有两种。 

2．4 组织结构 牛、猪、羊和狗的暗红色条束 

主要由心肌纤维和少量结缔组织构成，除 I例 

猪和 I例狗的条束外，其余的暗红色条束内含 

有柬细胞，呈小束分布或分散于条束周边的结 

缔组织中。狗的束细胞呈长圆柱形，体积较大， 

着色较浅。牛、猪和羊的束细胞多为不规则形， 

体积大，着色浅。条束内可见纵向走行的小血 

管。乳白色条柬主要由结缔组织和位于中央的 

束细胞构成，心肌纤维较少，束细胞常形成一个 

或多个小柬，束间有结缔组织分隔。牛的乳白 

色条束内束细胞束多而朋显。 I例猪的乳白色 

条束全部ph 缔组织构成，其中不含心肌纤维 

和束细胞。 

2．5 心畦注射实验结果 透过新鲜牛 心 的 心 

内膜 ，肉眼可见传导组织的分支呈淡红色，周围 

结缔组织较多，形成条索状或踊状乳白色隆起。 

在隔缘肉柱根部，心内膜内缓慢注射普鲁士蓝 

氯仿溶液和碳素墨水，发现注射剂沿隔缘肉柱 

内的右束支至前乳头肌，再经右心室条束至前 

壁，流向室间隔的注射剂经条束至前壁。注射 

室壁的传导组织，注射剂也可沿条柬至室间隔。 

往射标本的暗红色条束和乳 白色条柬都 显 色。 

在显色条束的组织切片上 ，注射剂位于束细胞 

柬周围的结缔组织鞘间隙内。 

3 讨 论 关于右心室条束的命名和出现率． 

意见尚未统一。 Keren等 研究发现患病心脏 

的条束出现率为 29，刍，井将这种条束命名为异 

常条束(aberrant band)o谭玉珍等 发 现成人 

右心的条束出现率为 5 8 ，一／J~JL为 5l％，将条 

束命名为右心室条柬(right ventricular band)。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动物的右心室条束出现 

率为 45％ (1 68／370)。由于条束出现率 较 高， 

且在正常心脏中已经存在，故认为应用 异常条 

束”不恰当。鉴于与左心室条束相比被，命名为 

右心室条束较合适。我们曾在人的心脏和本文 

使用的动物心脏研究了左心室条束，与左心室 

条束相比较 ，右心室条束细短，出现率低 ，主要 

分布在心室的远懊!f部 ；在种系上，出现率和分布 

类型的差别较大。右心室条束内一般都含有传 

导组织，作为传导组织的穿经结构，右心室条束 

对传导组织可能起着保护作用。右心室条束多 

附着于室壁，可限制室壁过度扩张。因此，右心 

室条束对于维持右心室的正常功能，起着重要 

的作用。近几年来，临床研究资料表明，左心室 

条束可§【起心脏杂音和心律失常 ，右心室 条 

束的存在是否与心脏杂音和心律失常有关，尚 

不清楚。Keren指出，右心室条束细小，在超声 

心动图上难以确认。然而，右心室条束易与血 

栓、不对称室间隔肥厚和肥大的肉柱相混淆，故 

右心室条束在超声心动图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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