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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纤维处于自溶状态，但大部分心肌纤维短 

小，其核仍有较多的处于分裂相和双核的状态， 

呈紧密排列；其外层有较长的心肌纤维，插在短 

纤维中，两者相连接处，有少数部位能见到闰盘 

结构，再外层为正常的心肌纤维 (见图 3)。 

电镜下穿刺点周围区的肌原纤 维 巾 z线。 

H带、M线基本的形成，肌节和横小管以出现， 

并可见到闰盘结构中的桥粒；肌原纤维虽有粗 

细不均现象，但其中肌微丝排列比较整齐；线粒 

体的膜和嵴清楚可见，有较多的线粒体聚集到 

核的固围(见图 4，图 5)。家兔在此期穿刺点周 

围区内可见到有增生出来的毛细血管，其中的 

红细胞变形(膜凹陷，并有核的残迹>(见图 6)。 

穿刺 21天的心肌组织，光镜下见到穿刺点 

周围形成较多的短小不规则的心肌纤维，其中 

双核较多，分裂状态中的核较少 充填在穿刺点 

的心肌纤维之间和划破的心肌表面有疏松结缔 

组织的增生(见图 7，图 8)。 

电镜下穿刺点周围区可见到较多同源性双 

核，核周围新形成的肌节数量较多(见表 2)，肌 

节的 z线，M线、H带、A、I带均清楚可见，并 

能见到数量较多大小不均的线粒体，在心肌纤 

维的连接处有闰盘的形成(见图 9，图 10)，但在 

心肌纤维分支与另一心肌纤维连接处闰盘结构 

不完整 (即肌纤维间伸出的突 出相嵌 的不 紧 

密)。 

表 2 心鼠穿捌点罔围区不同时期核罔围肌节出现的 

数量(电镶下统计备期 lO个核周围的肌节) 

动物名称 7天 14天 2l天 

大 鼠 4-t-l 12土2 l6+3 

家 兔 5土2 l1+3 l4+l 

讨论 心肌是体内高度分化的组织，一般 

认为准于再生，受损伤的心肌组织由增生的结 

缔组织代替吻，形成不完全再生，我们在穿栽 2 l 

天的大鼠和家兔表面与心肌纤维间的观察到这 

种现象 (心肌组织与胚胎早期发育过程中都来 

源于间充质 ，受损伤的心肌缉织转变为结 缔 

组织是退行性变化)。 

曾在大鼠和家兔短时间穿刺心肌时，观察 

到穿刺点周围区有较多的心肌纤维核处于分裂 

状态，乃至形成双核，细胞呈膨大的圆形或椭圆 

形，不同于一般短圆柱状态心肌细胞，这些是再 

生出来的心肌细胞 (这与杨佩荪等人踟观察到 

的体外培养人胎儿心肌细胞发育 7—1 4天的形 

态相fb；t)。再生出来的心肌纤维，肌微丝，矾原 

纤维及其内部结构均较完整，可以证实大鼠和 

家兔心肌组织能够再生，其再生条件是受损伤 

时间短、面积小、不感染、在饲料中填加足量的 

维生紊 c时心肌对再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 

再生过程中核的分裂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线粒 

体的分裂几乎与核同时进行，肌膜的出现较早， 

肌微丝、横小管的出现反肌节与肌原纤维的形 

成较晚，闰盘的形成最迟，而且不完整。 

再生出来的心肌纤维虽然有正常心肌纤维 

的基本结构，但形态与正常的心肌纤维不一致， 

早期(7天)，呈膨大的圆形；中、晚期(1 4天、2l 

天)呈短小的不规则形，且多为双核。 

如果在心肌损伤之后，合理地应用加强心 

肌营养药物(肌肝、辅酶 A、细胞色素 c等)，有 

可能促进心 肌的再生，这有待于今后通过试验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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