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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取 &! 只 *+（*,-./012+.3415）大鼠颈段脊髓横断面冰冻切片，用焦油紫和 6.42718/1-9 染色法染色，光

镜观察 *+ 大鼠颈段脊髓的组织结构，对 *+ 大鼠脊髓灰质板层的细胞构筑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层边

界呈长弧形，#、$、%、&层呈层叠状排列，细胞多为椭圆形。’、(层均可分为内侧部和外侧部，外侧

部分布大型细胞，’层内侧部以中型椭圆形、三角形细胞为主，(层内侧部以中型梭形细胞为主。)层

位于中间带，:% 2:#)层向前角延伸和*层一起占据前角大部，)及*层的中型和大型细胞呈集中分布。

*层在 :& 2:$ 及 :; 占前角大部，在 :% 2:# 位于前角内侧部。+层主要由含大型运动神经元的核团组成。

,层由中型梭形细胞和小型星状细胞组成。对比观察发现，*+ 大鼠脊髓颈段板层类似于猫的 <1=1> 分

层，但灰质轮廓、板层出现节段、板层形态及其变化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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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以大鼠脊髓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中，常

用猫的分层作为脊髓板层细胞构筑的定位参

照。随着有关脊髓研究的深入，极有必要进一步

认识大鼠脊髓的板层及其细胞构筑，并把其作为

大鼠脊髓正常与病变情况的镜下对比，以及病变

脊髓镜下结构定位和分区等的参照标准。

!"#$%#&［’］于 ’()* 年研究大鼠脊髓灰质时发

现，大鼠脊髓灰质具有与猫相似的板层结构。

此后几十年对大鼠脊髓结构的研究很少。实际

研究中发现大鼠脊髓各节段灰质板层与猫脊髓

相应节段灰质板层构筑存在一定差异，常用的

大鼠中枢神经系统立体定位图谱对脊髓部分的

描述较粗浅［*，+］，只是粗略的几幅实物图和轮

廓图。有鉴于此，作者采集大鼠的脊髓作连续

冰冻切片，用经典的焦油紫［,］和 -./01#$2#&"［3］法

染色，常规镜下观察更为详细的大鼠脊髓灰质

板层结构特征，并分析其与猫 4#5#6 分层［7］的

异同点，为使用大鼠脊髓作为主要内容的实验

研究提供可靠的形态学资料。

! 材料与方法

!"! 灌注、固定和取材 取（*+8 9 *8）2 成年

!: 大鼠 ’* 只（雄性 ; 只，雌性 , 只，苏州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

麻醉，左心室进针至主动脉根部，生理盐水灌

注，含 8=’ >?/@A -B! 的 ,<多聚甲醛固定。取

出保留有脊神经根的脊髓，含 8=’ >?/@A -B! 的

,<多聚甲醛后固定 ’* C，将颈段脊髓切为 , 段

（每 * 个节段为 ’ 段），置于 *8<蔗糖中至组织

沉至瓶底。

!"# 试剂的配制

!"#"! 焦油紫染色液 焦油紫（D&#EF/ G$?//#"，
德国 H#&IJ 公司）8=’ 2，冰醋酸 8=3 >/，蒸馏水

’88 >/。室温避光保存。

!"#"# -./01#$2#&" 染 色 工 作 液 苏 木 精

（K#>."?5F/$%，国药集团上海试剂有限公司）’8
2，无水乙醇 ’88 >/，饱和碳酸锂溶液 8=) >/，蒸

馏水 (=+ >/。先把苏木精加入无水乙醇混匀

后，加入饱和碳酸锂溶液和蒸馏水。室温保存。

!"$ 切片、染色、图像分析 用滤纸吸掉脊髓

上的蔗糖，LDM 包埋，ANODP 冰冻切片机横向切

片（切片厚度 ,8!>）。取其中 * 只大鼠的颈段

脊髓连续切片，余 ’8 只 !: 大鼠颈段脊髓每隔 ’8
张切片取 * 张，分两组贴片，晾干后两组切片分

别用焦油紫和 -./01#$2#&" 法染色。焦油紫染神

经元 Q$EE/ 体，Q$EE/ 体染色呈紫红色或紫色；-./0
1#$2#&" 染色显示神经纤维，神经纤维呈黑色。

在 L/F>RSE DT+’ 显 微 镜 下 观 察，用 捷 达

;8’ 形态学图形分析系统摄像、观察、记数及测

量。细胞的大小数据是测量两组连续切片所得，

以长径 U 宽径表示。细胞大小的测量：随机取 3
张焦油紫染色切片在高倍镜下（ U ,88）测量细胞

大小，每张切片的每一层测量 3 个典型细胞，取

其平均值。将细胞最大径按照 V ’8!>、’8 W *8

!> 和 X *8!> 分别归类为小型、中型和大型细

胞。细胞测量数据以均值 9 标准差表示。按照

4#5#6 分层依据读片，仔细分析 ’* 套 !: 大鼠的

颈段脊髓的切片后，依焦油紫染色的典型图片

绘制 !: 大鼠颈段脊髓灰质板层轮廓图（图版

"，#），以" W$表示灰质各板层。

# 结 果

根据 4#5#6 提出的分层模式将 !: 大鼠颈

段脊髓的板层构筑划分为 ’8 层（图版"，#）。

板层中的细胞形态多样，大型细胞：三角形、锥

体形和星状；中型细胞和小型细胞：三角形、椭

圆形、梭形和星状。焦油紫染色典型细胞形态

图片（图版%：+）取自 ’@* D* 后角和 D7 起始处

前角（图版%：’，*）。各板层的细胞大小测量数

据见表 ’。

#"! !层 "层是占据灰质后角（背角）头部

表面的薄层结构，呈平缓的凸向背侧的弧形包

绕后角，弧形的中间部分和外侧部稍厚。D’ 段

后角较宽阔，"层外形弧度平缓。D*0D) 段"层

在脊髓横切面冠状轴的跨度逐渐减小，长弧形

逐渐变短。该层细胞数较少，以小型梭形细胞

和椭圆形细胞（图版%：.）为主，少量中型三角

形细胞散于其中间部。"层神经纤维较多，主

要呈横向分布，且与白质相连，后角尖的内侧可

见少量呈纵向分布的神经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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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大鼠颈段脊髓灰质各板层细胞大小测量数据（长径 $ 宽径，!!）

%&’() ! %*) +,-) ./ 0)((+ ,1 2)1 (&3,1&) ./ 2*) +4,1&( 0.56 ,1 "# 5&2

板层

"#!$%#&

细胞类型 ’(& )&** +,-&
大型细胞

"#./&.01$2&3 4&**
中型细胞

5&3$6!01$2&3 4&**
小型细胞

7!#**01$2&3 4&**

" 三角形：（89:;8 < =:98）>（;:8= < ?:@8） 梭形：（@:A8 < 8:9B）>（=:=C < ?:C?）

椭圆形：（C:BC < 8:?@）>（9:8= < ?:DA）

# 椭圆形：（B:?B < 8:C;）>（A:9D < ?:9@）

$ 三角形：（=D:;; < D:8A）>（C:?? < ?:BA） 椭圆形：（8=:D; < 8:D8）>（B:;? < ?:C9） 三角形：（9:C= < ?:;8）>（D:;? < ?:CC）

椭圆形：（C:B@ < ?:DB）>（9:9C < ?:C=）

梭形：（@:9B < 8:?8）>（D:;9 < ?:98）

% 锥体形：（=?:AC < 9:DC）>（88:BA < 8:?C） 椭圆形：（88:9; < 8:AC）>（B:?@ < ?:DC） 三角形：（9:C= < ?:;8）>（D:;? < ?:CC）

椭圆形：（C:B@ < ?:DB）>（9:9C < ?:C=）

梭形：（@:9B < 8:?8）>（D:;9 < ?:98）

& 锥体形：（=D:B? < C:8=）>（8=:C= < 8:AC） 梭形：（8;:?= < 8:DD）>（C:=B < ?:AB） 椭圆：（;:@= < =:DD）>（9:@? < ?:;9）

星状：（=?:D= < A:D@）>（@:DC < 8:DC） 椭圆形：（8=:?; < 8:=C）>（B:9B < ?:@9）

三角形：（=;:CA < 9:@C）>（8?:=? < 8:9=） 三角形：（8?:?8 < 8:9A）>（C:?; < ?:A8）

’ 锥体形：（=?:B? < =:CA）>（88:CD < 8:=9） 梭形：（8=:8@ < 8:DA）>（D:CA < ?:AB） 小细胞：（;:B8 < ?:C9）>（D:D? < ?:A@）

椭圆形：（8?:;8 < =:DA）>（@:D@ < ?:B9）

三角形：（8=:=; < 8:CD）>（;:D; < 8:8B）

星状：（8C:@8 < =:;;）>（8?:DD < 8:=A）

( 锥体形：（=C:AA < =:D;）>（8=:C? < =:=8） 椭圆形：（8C:?9 < D:88）>（;:@; < 8:;9） 小细胞：（;:BC < 8:A8）>（A:?9 < ?:AB）

) 星状：（=?:9D < =:8D）>（@:=? < 8:D@） 椭圆形：（8?:?8 < 8:CC）>（B:B8 < 8:=;） 星状：（C:?D < ?:A@）>（D:9B < ?:=B）

锥体形：（=D:;B < C:C@）>（8C:=D < 9:DB） 梭形：（@:;8 < 8:=?）>（D:9= < ?:9=）

* 锥体形：（D@:@; < 8A:8）>（=?:?B < D:AC）

星状：（D=:;9 < C:?B）>（=?:8A < B:BA）

+ 梭形：（8C:@9 < =:D=）>（A:99 < ?:BB） 梭形：（@:=D < 8:;=）>（=:B; < ?:9=）

星状：（C:?D < ?:C;）>（A:A9 < 8:?D）

787 !层 #层呈弧形，位于"层内侧，与"
层平行，此层比"层厚，背侧被"层包绕，细胞

较小，主要为小型椭圆形细胞（图版$：E），细胞

排列密集，分布均匀，在低倍镜下易与胶质细胞

混淆。焦油紫染色深。神经纤维较少，可见少

量交错的纵、横行纤维。

789 "层 $层是与"和#层呈似同心圆状

排列的弧形结构，背侧被#层包绕，$层较#层

厚。此层细胞较小，但比#层大，大小较一致，

细胞密度比#层小，并可见少量大型细胞散在

其中。焦油紫染色的切片上，#层与$层的界

限难以辨认，但$层的染色比#层要浅。大型

细胞数量较少，细胞形态呈三角形，有较长的突

起伸出（图版$：4 ）。中型细胞占多数，细胞形

态为椭圆形（图版$：3 ）。小型细胞形态多样，

呈椭圆形、星状以及梭形。此层的纵行纤维较

多。

78: #层 %层位于后角头的底部，比$层

厚，与$层近乎平行以层叠状居其腹侧。%层

的细胞大小不一，分布不均匀。%层的中间有

一些数量较少的大型细胞。在焦油紫染色的切

片上%层较$层淡。大型细胞的形态多为锥体

形且多数伸出三支以上的长突起（图版$：& ）。

中型细胞占大多数，大多呈椭圆形（图版$：&），

少量呈梭形。小型细胞的形态主要为椭圆形、

星状。此层神经纤维较多，横向纤维数量相对

多于纵向纤维。

78; $层 此层较厚，位于后角颈部。可分为

内侧区和外侧区，内、外侧区界限明显。外侧区

有大量的神经纤维穿过，因此其外侧区呈网状，

在脊髓颈段网状结构面积呈头尾向逐渐减小。

外侧区有许多大型的细胞散在其中，内侧区细

胞较小，数量较少。焦油紫染色显示此层整体

染色较浅，但其中的大型细胞染色较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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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形态多样：大型细胞形态呈锥体形（图版

!：!，"）、星状（图版!：#）、三角形（图版!：$），

且有 % & ’ 个向外延伸的长突起。中型的细胞

主要是梭形细胞，其次椭圆形细胞（图版!：!），

再次是三角形细胞，间或有少量的星状细胞。

小型细胞的形态多为椭圆形和三角形，以椭圆

形居多。此层大、中、小型细胞的数量比较均

一。在 ()、(% 由纵向和横向神经纤维组成的网

状结构面积大，呈网格状结构，其外侧 %*’ 网格

状结构明显，神经纤维数量多，形成较多的神经

纤维束；内侧神经纤维数量少。

!"# !层 "层位于后角的基底部，亦分为内

侧区和外侧区。这一板层形态较为平直，在颈

段典型结构见于 (+,(-，且与#层之间界限不明

显。内侧区的面积约占 )*’，由小型细胞和中型

细胞组成，细胞较密集。外侧区细胞稀疏，有中

型细胞和少许大型锥体形细胞分布。此层中型

细胞数量最多，有梭形（图版!：. ）、椭圆形（图

版!：/ ）、三角形和星状。大型锥体形细胞染

色深，胞浆中有焦油紫染色的 0$112 体的粗大的

团块聚集。小型细胞形态多样、分布无规律。

342,56$"678 染色的神经纤维数量较少，呈网状

分布。

!"$ "层 此层占据脊髓灰质的中间带，在

(+,(9（(+ 上 ’*+ 与下 )*+ 交界平面至 (9 上下

)*%交界平面）延伸至$层与%层之间并达前角

腹侧端。&层中的细胞大小不一，细胞形态相

似。中型细胞数量较多，集中分布；大型和小型

细胞数量较少，分散分布。大型细胞呈三角形

和锥形，染色浅，0$112 体少而小；小型细胞的形

态有月牙形、星状和椭圆形。342,56$"678 染色

神经纤维分布较散乱。

!"% #层 此层在颈段脊髓的各节段中占据

的位置不同，在 (),(+ 占据脊髓前角大部，在

(:,(9 前角膨大处，局限于前角内侧部。大型细

胞形态多为锥体形和星状，中型细胞形态以椭

圆形为主，小型细胞形态以星状和梭形为主。

此层主要由小型细胞和中型细胞组成，大型细

胞较少。342,56$"678 染色显示$层交错排列的

网状纤维较多，部分纤维转入内侧形成白质前

联合与对侧相连。

!"& $层 %层是由前角运动神经元组成，它

在颈膨大处可分为三群：内侧群、前群和外侧

群。该层与$层之间界限不明显。该层中前角

运动神经元细胞较大而浓染，数量较多，集中分

布，形态主要是星状和锥体形。细胞质中有大

量较深染的粗大 0$112 体。342,56$"678 染色见有

较多的横向纤维，这些纤维主要与该层神经元

的胞体相连。

!"’( %层 ’层是环绕在中央管周围的灰

质，背侧界为后索的白质，腹侧界为白质前联合

和内侧纵束。此层中神经元数量较少，由中型

细胞和小型细胞组成。中型细胞形态多呈梭形

（图版!：)），小型细胞形态呈梭形或星状。此

层 342,56$"678 染色中神经纤维极少见。

) 讨 论

)"’ *+ 大鼠颈段脊髓灰质的板层与核团 ;<
大鼠颈段脊髓灰质包括后角、前角、居两角之间

的中间带及中央灰质。后角伸向背外侧，包括

(、)、!、*、#、"层。其中(&*被称为后角

头部，#层为后角颈部，"层是后角基底部。(
&*层呈层叠状排列，各层中椭圆形细胞数量

最多。(层边界呈长弧形，其中少数较大的三

角形 细 胞 和 周 围 的 细 胞 构 成 了 缘 核（=>?26>1
@A1867AB47"$=42$1）。)层小型椭圆形细胞密集的

排列构成胶状质样结构，因此)层又称为胶状

质（1>C184=8$4 "6248$=A14）层。! 和*层中具有长

突起的三角形细胞以及周围的细胞构成后角固

有核（=>?26>1 @7A@7$>1 ?A7=> @A1867$A7）。#、"层

的典型结构均可分为内侧部和外侧部。#层内

侧部以中型椭圆形、三角形细胞为主，大型的三

角形、星状和锥形细胞分布于外侧部，构成了后

角网状核（=>?26>1 768$?>247$1）。#层的面积变化

较大，呈头尾向逐渐减小。"层内侧部以中型

梭形细胞为主，外侧部的大型锥形细胞参与构

成后角网状核。"层的典型结构见于 (+,(-。

后角网状核中的大型细胞比前角的运动神经元

小。在后角(层外侧的外侧索内可以看到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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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核分布。

中 间 带 主 要 是 指 ! 层，中 间 内 侧 核

（!"#$%&$’!(&$’!)* "+,*$+-）位于该层的内侧。在

./0 12 可 以 看 到 中 间 外 侧 核（ !"#$%&$’!(*)#$%)*
"+,*$+-）出现（图版" ./0 12）。

前角伸向腹外侧，主要是指#层、13415 的

部分!和$层，且中型和大型细胞多呈集中分

布。#层在 1.413 占前角大部，在 16415 位于前

角内侧部；$层由大型运动神经元组成的核团

构成。

%层是位于中央管周围的中央灰质，该层

以中型梭形细胞和小型星状细胞占多数。

!"# 与 $%&’(&) 研究结果的对比 7#$!"$%［.］认

为大鼠脊髓灰质板层不具有&层，本研究根据

8$9$’ 提出的分层模式发现 7: 大鼠具有&层，

但不是所有的板层都具有&层的典型结构。

7#$!"$%［.］的研究显示，所有颈段脊髓’层过中线

与对侧的’层相接，而本研究所见颈段脊髓一

侧的’层并不与对侧’层相接。7#$!"$%［.］所绘

制的轮廓图中 1; 膨大处仅显示 0 个神经核团，

本研究发现 1; 前角有 ; 个神经核团，并可分为

三群。7#$!"$%［.］论文中仅有 10 和 1; 各 . 个横

断面的典型轮廓图，根据本研究结果，应有 .6
个横断面的板层图方能代表 7: 大鼠颈段脊髓

灰质板层的变化（图版(）。

!"! 与 *&+&, 研究结果的对比 鉴于实验研

究中常用 8$9$’［;］分层作为研究脊髓损伤的参

照，本研究将 7: 大鼠脊髓颈段与猫脊髓颈段

的灰质板层进行对比：鼠脊髓 1. 后角比较宽

阔，外形弧度自然；猫脊髓 1. 后角外形弧度大

而不规则。鼠脊髓 10 的)层内侧区不明显；猫

脊髓)层内侧区在 10 已经很明显。鼠脊髓 10

的&层局限在灰质的内侧，无明显的外侧区；猫

脊髓 10 的&层由内侧走向外侧，占据整个后角

基底部，并且有一面积较小的明显的外侧区。

此外，鼠脊髓 1.410 的)层位置逐渐向背侧移

动，面积逐渐减少。鼠脊髓 1<、13 的$层出现

了较多的大运动神经元，其%层面积比 10 明显

变小（图版"）；猫脊髓 1<、13 的%层和 10 的%
层相比，面积大小无明显变化。鼠脊髓 1< 和

13 后角头弧线较平缓，后角颈部明显，13 前角

膨大向腹外侧延伸；猫脊髓 1< 和 13 后角头弧

线比较尖耸，后角颈部不明显，基底部向外膨

出。鼠脊髓 16、1; 前角向腹外侧延伸；猫脊髓

相应前角只是膨大而并不向腹外侧延伸。鼠脊

髓 1; 是颈段脊髓$层面积最大的节段，由 ./0
15 始，该层面积渐变小；猫颈段脊髓$层面积

则在 15 达到最大，在 12 面积开始变小。鼠和

猫 12 脊髓板层外形差别显著，鼠脊髓前角显著

缩小，大型运动神经元及其组成的核团明显减

少；猫脊髓前角膨大。

由此可见，7: 大鼠颈段脊髓灰质板层与猫

相比，灰质轮廓明显不同，同一节段相同板层的

形态不相同，相同板层在不同节段的形态变化

亦不同。因此，在以 7: 大鼠脊髓为研究对象

的实验研究中，用猫的板层作为定位参照是不

准确的，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 7: 大鼠脊髓板

层的结构图作为参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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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说明

!" 大鼠颈部脊髓灰质板层轮廓图

起始：该节段头端的第 # 个横切面；#$%：该节段头侧 #$% 与尾侧 &$% 交界平面；#$’：该节段头侧 #$’ 与尾侧 #$’ 交界平面；&$%：该节

段头侧 &$% 与尾侧 #$% 交界平面。! ("表示灰质各板层。

!"#$%&%’()& )* +$%’, !

)*+ ,-./0-+ 12032456 27 85-9 .-33+5 /0 !" 5-3 1+5:/1-, 6;/0-, 125<
=+8/00/08：3*+ 7/563 15-0/-, 35-06-13/20；#$%：3*+ >240<-59 27 15-0/-, #$% -0< 1-4<-, &$%；#$’：3*+ >240<-59 27 15-0/-, #$’ -0< 1-4<-, #$’；&$%：3*+

>240<-59 27 15-0/-, &$% -0< 1-4<-, #$%? ! @" 6*2A 3*+ 3+0 ,-./0-+ 27 3*+ 6;/0-, 125< /0 !" 5-3 B

图版"说明

!" 大鼠颈部脊髓灰质板层的轮廓图相对应的焦油紫染色的典型图片，C %D（标尺 E &DD#.）。

!"#$%&%’()& )* +$%’, "

)*+ ;*23285-;*6 3*+ ,-./0-+ 12032456 27 85-9 .-33+5 /0 !" 5-3 1+5:/1-, 6;/0-, 125< 63-/0+< >9 15+69, :/2,+3，C %D（>-5 E &DD#.）B

图版#说明

图 # !" 大鼠 #$’ F’ 的横断面后角焦油紫染色，C #DD（标尺 E #DD#.）；

图 ’ !" 大鼠 FG 起始处的横断面的前角焦油紫染色，C #DD（标尺 E #DD#.）；

图 & - ( / 和 H ( , 分别为图 # 中的 - ( / 和图 ’ 中 H ( , 的放大，C %DD（标尺 E ’D#.）。

-B板层!的小型椭圆形细胞（黑箭头）；>B板层$的小型椭圆形细胞（黑箭头）；1B板层%的大型三角形细胞（黑箭头），其突起较

长；<B板层%的中型椭圆形细胞（黑箭头）；+B板层&的中型椭圆形细胞（黑箭头），板层&的大型锥体形细胞（黑箭头），其伸出三

支长突触；7 B 板层’外侧的中型椭圆形细胞（黑箭头）和大型锥体形细胞（黑箭头）；8B 板层 I 的大型锥体形细胞（黑箭头）；*B 板

层’的大型星状细胞（黑箭头）；/ B 板层’的大型三角形细胞（黑箭头），其伸出较长的突起；H B 板层(的中型梭形细胞（黑箭头）；

JB 板层(的中型椭圆形细胞（黑箭头）；, B 板层"的中型梭形细胞（黑箭头）。

!"#$%&%’()& )* +$%’, #

K/8? # )*+ <25-, *250 35-06+13/20 27 !" 5-36 #$’ F’ 63-/0+< A/3* 15+69, :/2,+3 B C #DD，>-5 E #DD#.；

K/8? ’ )*+ :+035-, *250 35-06+13/20 27 !" 5-3 3*+ >+8/00/08 27 FG 63-/0+< A/3* 15+69, :/2,+3 B C #DD，>-5 E #DD#.；

K/8? & - 32 / -0< H 32 , -5+ 3*+ */8* .-80/7/1-3/20 ;/1345+6 27 - 32 / /0 K/8B # -0< H 32 /0 7 K/8B ’，C %DD，>-5 E ’D#.B

-B !.-,,L6/M+<，2:-,L6*-;+ 1+,,（>,-1J -552A）/0 ,-./0-!；>B !.-,,L6/M+<，2:-,L6*-;+ 1+,,（>,-1J -552A）/0 ,-./0-$；1B N-58+5L6/M+<，35/-084,-5

1+,,（>,-1J -552A）+O3+0</08 ,208 ;521+66+6 /0 ,-./0-%；<B P+</4.L6/M+<，2:-,L6*-;+ 1+,,（>,-1J -552A）/0 ,-./0-%；+B P+</4.L6/M+<，2:-,L

6*-;+ 1+,,（>,-1J -552A）-0< ,-58+5L6/M+<，;95-./<L6*-;+ 1+,,（5+< -552A）+O3+0</08 3*5++ ,208 ;521+66+6 /0 ,-./0-&；7 B P+</4.L6/M+<，2:-,L

6*-;+ 1+,,（>,-1J -552A）-0< ,-58+5L6/M+<，;95-./<L6*-;+ 1+,,（5+< -552A）/0 ,-3+5-, M20+ 27 ,-./0-’；8B N-58+5L6/M+<，;95-./<L6*-;+ 1+,,（>,-1J

-552A）/0 ,-./0-’；*B N-58+5L6/M+<，63-5L6*-;+ 1+,,（>,-1J -552A）/0 ,-./0-’；/ B N-58+5L6/M+<，35/-084,-5 1+,,（>,-1J -552A）+O3+0</08 ,208

690-;6+ /0 ,-./0-’；H B P+</4.L6/M+<，6;/0<,+L6*-;+< 1+,,（>,-1J -552A）/0 ,-./0- (；JB P+</4.L6/M+<，2:-,L6*-;+ 1+,,（>,-1J -552A）/0

,-./0-(；, B P+</4.L6/M+<，6;/0<,+L6*-;+< 1+,,（>,-1J -552A）/0 ,-./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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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印等：大鼠颈段脊髓灰质板层及其细胞构筑 图版!
!" #$%&’()% !" #$ *：!+,)%+- +%. /0-)1 234$+150)4-5461- $7 2-18)5+9 :;)%+9 2$1.

)% 40- <+4 =9+4- !

图版说明见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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