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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嘴雀延脑发声中枢注人 HRP对上位脑 

细胞标记的研究 。 

曾庆 华 蓝 书 成 
(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长春，130024) 

摘要 在雌、堆锡嘴雀 (~oeeod~reu．ts f。f州  ̂ "f )的延脑发声中枢中间棱 (Interm edlus Ink- 

c1邮 ，zM)，注入辣根过氧化物酶 (Horaeradi sh pecoxldsse，HRP)， 标记上位脑控制发声棱团有原绞 

状体粗校 (Nucltu~robustu~srchl striatali*，RA)和背中拨 (Nucleus dersali s mediali*，DM)。 其中 

RA双侧被标记，井有明显的左侧优势，特别是在雄性鸟中这种优势更为突出。 

近年来，有些学者“̂  对鸟类与发声有关 

的脑神经核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蓝 书成 在 

1958、l962年刺激了鸟类中脑引起鸣叫及植物 

性反应 ，又用锡嘴雀的气管鸣管支 (Troche— 

osyriingeal，tO 浸泡 HRP 24—48小时后，主 

要在 1M 核获得标记细胞证明控 制 锡 嘴雀 的 

1M 核是延脑控制发声的主要核团 。 但还未 

见有锡嘴雀 IM 核与上位脑发声中枢及各中枢 

间的联系等问题的报道。在锡嘴雀延脑发声核 

1M 注入 HRP继续追踪在中脑和大脑内发 声 

相 关棱团的标记。 

材 料 和 方 法 

本实验选用成年锡嘴雀 36只( 1 9、早i7) 

用氩基甲酸己酯1克／公斤麻醉后，将头固定在 

鸟头固定仪上，参照 Stokes(I974)金丝鸟脑 

图谱定位 ，微玻璃管尖端吸人 4O弼 浓度的HRP 

溶液 (Sigma V1 HRP溶解在 0．1 mol／L pH 

8．3的 T}is—Hcl缓冲液中) 0．05 1分别注入 

IM 核(雄 l5，雌 l3。左 l5，右 1 3)，通过调节 

电子步进器可准确地控制注入 HRP的量和速 

度。 注射点均在 IM 中心，注射的 HRP扩散 

均未超出 IM范围(见图 1)。动物存活 39—48 

小时，颈动脉灌流，其中生理盐水 42℃，80 ml， 

固定液 (1．25，刍戊二醛，i弼 多聚甲醛 pl-I 7．4 

图 1 HRP 在 IM 内的扩散范围 黑点示 HRP nX： 

弟 l0代驻神精拨 ；nXIl：第 12代脑神精核 

的 O．1 mo]／L磷酸缓冲蔽)4℃，8D ml，然后剥 

去颅顶骨用基础平面切割仪 将脑切成冠状 基 

础平面，取脑在固定液中固定 4—8小时后，移 

人 20弼 蔗糖磷酸液置 4℃ 冰箱过夜。 然后做 

球冻切片，隔 片取 l，片 厚 40—5O m，按 

TM 反应，明视野显微镜观察标记细胞井用 

测微尺测量标记核团大小。用金属微电极刺激 

RA．DM 核 ，5I起发声反应后迅速将动物作颈 

动脉灌流，固定 ，冰冻切片 ，明视野下观察到电 

极在 RA DM 核的中心位置。电极尖端直径 

6一 l0“m，电阻 1．2一1．5兆欧。 

结 果 

(一)RA 的形态及定位 在 36只 动物 

(雄 I5只，雌 l3只。左 l5只，右 l3只)的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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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位于原纹状体腹部边缘内侧 ，被标记的核团 

呈长椭圆形，在雄性左侧 RA标记细胞平均 100 

个。锡嘴雀具有鸣啭的机能，可能与发声核团 

RA 发达有关。 Nottebohm 1982用金丝鸟从 

RA 注入腺嘌呤核苷酸和 HRP时，在 ICO中 

标记最强的是 DM 核。 在 IM 核注 人 HRP 

后，也只在 DM 核获标记 ，与 Nottebohm 结果 

一 致。 

(二)发声的左侧优势 发声控制 中 左侧 

优势在多种鸣禽鸟中已得到证 实。 但 是， 

这种优势究竟出现在传导通路中的哪一级水平 

也众说不一。Nottebohm 等人提出左侧优势存 

在于 IM 核至外周神经间，而 Paton 1980认 

为鸣禽鸟的鸣管鸣肌仅接受单侧 IM 核 控 制。 

本实验表明左侧优势主要存在于 RA与 IM通 

路中。 因为在 IM 左右侧分别注人 HRP后， 

RA 标记都是左侧多于右侧。 

(三)发声通路的投射方式 由 RA 发出 

的纤维向 IM．投射和 ICO 向 IM 投射的方式 

有不同论点。 Nottebohm 1976，1982报道金 

丝鸟控制发声的中枢及神经通路中认为 从 RA 

发出纤维向 IM 投射是同侧性的，ICO 向 IM 

投射是双侧性的。 IM 被注入 HRP届，双侧 

RA，同侧 DM 被标记。表明从 RA 向IM 投 

刽是双侧性，ICO 向 IM投射是同侧性。这可 

圈 ‘ 裹示控制锡嚆雀发声的神经通路模拟简国 

能是种属间实际差异 (见图 4)。 关于 RA 到 

IM 双侧投射经由的路线和方式 ，在我们正在进 

行的实验 中证明，由 RA 发出的纤维中脑后束 

向下投射到丘脑段时，又分出一束纤维横跨前 

联台中钱。进入对侧中脑后束汇合投射到 UIM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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