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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运动神经在进入肌肉的部位截断或合并缺损的修复方法。方法  Wister大白

鼠36 只随机分成 3组: A组, 运动神经直接埋入肌肉; B组, 自体神经移植后埋入肌肉; C组, 自体静脉移

植后埋入肌肉。于术后 3 个月、6 个月检测肌电活动, 并光镜及电镜观察运动终板再生的情况。结果  

神经电生理学、组织学及形态学实验表明 A 组优于 B、C组( P < 0101) , B组与 C 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0105)。结论  运动神经入肌段缺损无法直接埋入肌肉时, 可考虑用静脉移植后埋入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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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 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pair ing methods of injuries of myoneural junction1Methods 36

Wiste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 hree groups r andomly: group A had t he motor nerves directly implanted into the

muscle, group B had autotr ansplantation of nerves in the muscle, group C had autotransplantation of vein in the

muscle1Myoelectr ic activit y was detected at 3 and 6 months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motor

end2plate was observed under optical microscope and electronic microscope1 Results  Electrophysiology, his2

tology and morp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nerve showed that group A was better than group B and C

( P < 01 01)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group B and C1Conclusion  Vein grafting could be

considered if direct implantation of the nerve is impossib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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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 人们一直在探讨用非神经移植体修复

周围神经缺损
[1]
, 其中静脉桥接神经干缺损可取得

较好效果[ 2, 3]。本实验设计了静脉移植修复神经入

肌段缺损再做肌内埋置, 效果满意。

1  材料与方法

111  分组及手术方法  体重 200~ 220g 的 Wistar

大白鼠 36只,随机分成 3组, 每组 12只。于术后 3

个月、6个月每组各取 6只观察。

手术方法: 动物麻醉 ( 1% 戊巴比妥钠 30 ~

40mg/ kg) , 10倍手术显微镜下暴露右侧股神经, 于

进入股直肌处切断(均为两分支) , 然后:

A组:于原入肌点近侧 5mm 处切开股直肌肌

膜,将股神经两分支横行相距 3mm埋入肌内。

B组:于入肌点切断股神经后,再向近端 10mm

处切断,原位吻合(外膜缝合) , 远端用 A组方法埋入

股直肌。

C组:用 B组方法造成股神经 10mm缺损后, 取

相应长度股静脉,一端与股神经断端套接,另一端剪

成 3mm长的分叉,分叉部自然卷曲成管状。剪开股

直肌肌膜,将分叉的静脉埋入肌内。

112  观察项目

11211  大体观察  桥接体及吻合口的形态, 肌肉的

收缩反应等。

11212  神经电生理检测  用日产光电MEM- 3202

型肌电图仪, 刺激电极置于股神经近端,记录电极刺

入股直肌中部,测出神经肌肉传导速度[ 4]。

11213  组织学观察  取股直肌做运动终板氯化金

染色,做成玻片, 显微镜下计数每 mm2 的终板数,同

时观察肌肉的形态。

11214  超微结构观察  取股直肌块顺肌纤维方向

切片,用透射电镜观察。

2  结果

211  大体观察  术后无 1例切口感染及皮肤溃疡。

右后肢也未因结扎切取股静脉而出现瘀血肿胀。术

后 3月取材时,各组神经吻合口光滑平整,桥接体饱

满,颜色与近端正常神经无异。A 组股直肌明显较

B、C组丰满, 各组均有良好的收缩反应。术后 6月

取材时, 各组神经及肌肉看不出明显差别, 肌肉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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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收缩有力。

212  神经电生理检测  神经肌肉传导速度见表 1,

显示术后 3月、6月A 组均明显快于 B、C组, B、C组

间无显著性差异。

表 1 神经肌肉传导速度 ( m/ s)

组别 鼠数 术后 3月 术后 6 月

A神经直接埋置 6 141 4? 21 5 161 4? 112

B神经移植埋置 6 814 ? 11 5* 131 0? 11 9*

C静脉移植埋置 6 914 ? 11 6* v 121 4? 11 5* v

  注  * A 与 B及 A 与C比较  P< 0101  q检验

v B与 C比较  P > 0105  q检验

213  组织学观察  运动终板氯化金染色,术后 3 个

月均可见肌肉横纹较清楚, 神经纤维在肌纤维间隙

内分枝生长,末梢形成较幼稚的运动终板,终板形态

欠规则,结构不清晰;术后 6月终板成熟, 形态规则,

结构清晰(图 1, 2)。

表 2 光镜运动终板计数

组别 鼠数 术后 3月 术后 6 月

A神经直接埋置 6 18215 ? 20175 1931 2? 23134

B神经移植埋置 6 12310 ? 161 91* 15913 ? 15159*

C静脉移植埋置 6 12010 ? 151 22* v 1401 0? 1410* v

  注  * A 与 B及 A 与C比较  P< 0101  q检验

v B与 C比较  P > 0105  q检验

终板计数结果见表 2,显示术后 3、6月均 A组多

于 B、C组( P < 0101) ; B、C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 >

0105)。

214  超微结构观察  A 组术后 3月、6 月均显示基

本正常的肌肉超微结构。B、C组术后 3月肌丝排列

不整齐, M线、Z线弯曲[5] ,线粒体、糖原较少;术后 6

月肌肉结构恢复正常, 肌丝排列整齐, M 线、Z 线整

齐,线粒体、糖原丰富。术后 6月, A、B、C三组运动

终板成熟,神经细胞形成的突触前膜及肌细胞膜形

成的突触后膜清晰可见, 并可见丰富的递质泡(图 3、

4)。

3  讨论

运动神经入肌段损伤较难处理。Sorbie 等[ 6]和

Brunelli
[7]
做神经埋入肌肉的实验研究和临床应用,

效果满意。张玲等[8]通过动物实验不仅证实神经埋

入肌内能重建运动终板,而且在伴有神经缺损时,通

过神经移植再埋入到肌内, 同样可形成再生终板。

本实验为切实观察神经埋入术的效果, 将埋入点上

移 5mm,避免了神经直接长入原断端,取得了良好效

果。这对临床工作很有指导意义, 因为临床病例很

难找到原入肌点。本实验结果显示神经直接埋置优

于神经移植后再埋置, 这可能是因为后者增加了一

个吻合口, 神经轴索再生阻力增加了。提示临床应

用时尽可能做神经直接埋置。

非神经移植体的发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努力的

方向之一[ 1] , 1982年 Chiu等[2]首先报道了静脉桥接

周围神经的实验研究, 以后我国也有动物实验和临

床应用的报道[ 3] , 效果较好。但以往所见报道都是

静脉移植修复神经干的缺损, 本实验用静脉移植修

复运动神经入肌段缺损再埋入肌肉, 结果与神经移

植再埋入肌肉无显著性差异, 提示在临床应用中,运

动神经入肌段缺损无法直接埋入时, 可考虑用静脉

替代神经移植再埋入肌肉。
(本文图 1~ 4见插图页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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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椎旁肌的异常肌型分布, Ñ 型肌群聚( @400)  图 2  椎旁肌的异常肌型分布, Ñ 、Ò 型肌构成多角状( @400)  图 3  椎旁肌的正常肌

型分布( @400)  图 4  椎旁肌的异常超微结构,规则性肌丝断裂,线粒体空化(@10000)  图 5  椎旁肌的异常超微结构,肌丝排列松散,线

粒体变性( @10000)  图 6  椎旁肌的正常超微结构(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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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组 6月运动终板(氯化金染色@400)  图 2  C组 6月运动终板(氯化金染色@400)  图 3  A 组 6月股直肌(透射电镜@10000)

图 4  C组 6月运动终板(透射电镜@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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