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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连接，灌注针插入至精细调节部分的中央，其中粗略调节部分包括（１）夹持于动物操作台的侧向滑道，弧形臂

一端借旋钮嵌入于滑道内，可前后方向移动至所需位置后旋钮旋转固定；（２）弧形臂以旋钮为中心可呈弧度旋转，

调节上下方向并可靠旋钮固定到所需位置；（３）精细调节部分与两侧弧形臂的连接处有滑道，可左右方向移动至所

需位置并借助旋钮固定。精细调节部分中心柱体穿过灌注针，（１）两侧以弧形小臂连接于粗略调节部分的弧形大

臂滑道内；（２）柱体以环绕沟槽嵌入于以９０度角度形成的两条弧形滑道内，弧形滑道两端以原位为基点可以做侧

向的角度运动；（３）柱体在弧形滑道内位置移动实现不同角度的旋转；（４）柱体可旋钮固定终止角度运动；（５）精细

调节部分的弧形滑道固定于圆环状基座内，环形孔中间有灌注针通过。未来设计中可加入以下部分：（１）麻醉后不

进行解剖操作，立体定位后灌流针直接插入到左心室或主动脉；（２）立体定位后回流针插入右心房，灌注液流出实

现即时收纳；（３）冲洗液和固定液定时定量灌入，自由掌控时间，减少操作，提高灌注效率。

【结果】　所设计的灌注针三维立体固定装置能够实现前后，上下和左右方向的粗略调节，继而通过精细调节

部分也可实现对灌注针的角度和位置的细微控制，解决了灌注针位置移动脱落等难题。

【结论】　动物灌注三维立体固定装置能够通过上下、左右和前后三个维度的移动，将灌注针稳定于实验动物

心脏和主动脉等插入位置，从而提高灌注成功率，能够为后续的免疫组织化学等实验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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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解剖与观察海绵体神经的形成与走行，统计海绵体神经在重要位点的分支分型，测量其在重要位点

的直径及其与盆腔参考标志的距离。为临床手术提供神经保护的安全操作范围，为海绵体神经的修复重建提供数

据参考。

【方法】　对１８例（３４侧，左１８，右１６）甲醛液固定的成年男性盆腔标本进行解剖，观察前列腺丛、海绵体神经

的走行与分支。利用圆规、游标卡尺测量海绵体神经起始部、穿盆部的外径以及与膀胱颈、前列腺尖和耻骨前列腺

韧带等标志的距离。

【结果】　人海绵体神经自发出处至远端可分为三段：盆内段、穿盆段和盆外段。在起始部，海绵体神经以５～

８支型由前列腺丛前下部的神经纤维渐次汇合形成，汇合后又以１～３支型神经纤维在前列腺的两侧向前走行至

前列腺尖部。在距离前列腺尖部两侧３ｍｍ处，海绵体神经以１～４支型神经纤维穿过尿生殖膈部，其穿盆点多位

于前列腺尖的３～４点钟方向（右侧）和７～９点钟方向（左侧）。在盆外段，海绵体神经发散成丛，支配阴茎海绵体

和尿道海绵体，并有小部分神经纤维与阴茎海绵体神经交通。海绵体神经的起始点距离膀胱颈（３１．９８±４．６５）

ｍｍ，距离前列腺尖部（３４．０９±７．８８）ｍｍ；其穿盆点距离膀胱颈（３８．４５±４．００）ｍｍ，距离耻骨前列腺韧带

（３３．８３±４．５８）ｍｍ。

【结论】　人海绵体神经的形成与走行较为复杂，解剖位置特殊，本研究首次对海绵体神经进行了定位、定量研

究。通过大体解剖观测对海绵体神经进行了分段与分型；通过测量得到了海绵体神经重要部位的定位定量数据。

为前列腺相关手术中进行神经保护操作提供了解剖学数据参考，给出了更清楚的安全操作范围。海绵体神经分型

与直径的测量结果，给海绵体神经的修复重建提供了数据参考。

　　关键词：解剖学；海绵体神经；勃起功能障碍；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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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评价头花蓼药渣饲养所得的蝇蛆作为动物饲料蛋白的安全性。

【方法】　选取８０只小鼠随机分为４组，即对照组和高、中、低剂量组，每组各２０只。高、中、低剂量组小鼠以

药渣饲养获得蝇蛆（其含量分别为９％、７．５％、５％）替代常规饲料中蛋白成分，对照组小鼠采取常规饲料喂养，进

行３０ｄ喂养实验。实验期内观察小鼠的表观体征。实验结束后，取小鼠眼眶血进行血常规检查和血生化检测；进

行解剖，取其心、肝、肾、脑、脾和胸腺称量，计算脏器系数；取小鼠肝、肾组织，制作ＨＥ染色病理切片。

【结果】　药渣饲养所得蝇蛆喂养的各剂量组小鼠与对照组小鼠相比，其体重、呼吸、进食、活动情况均良好，增

重量与食物利用率无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５）；血常规检查（淋巴细胞、血红细胞等）和血生化检测（肌酐、转氨酶等）

所得数据间差异基本无显著性（犘＞０．０５），脏器系数间无显著差异（犘＞０．０５）。切片观察肝脏的肝小叶结构完整，

肝细胞成多边形，核圆居中，无血管病变、萎缩、变性和坏死等改变；肾脏的肾小球与肾小管结构清晰，肾小管上皮

细胞无变性坏死，肾小囊无粘连、狭窄等组织病变。

【结论】　该实验初步说明头花蓼药渣饲养所得的蝇蛆作为动物饲料蛋白安全、可行，为药渣的生物处理及动

物饲料蛋白的开发提供新途径。

　　关键词：头花蓼；药渣；蝇蛆；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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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研究表明，移植用组织工程技术在体外构建工程心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ｉｓｓｕｅ，ＥＣＴ）明显修复心泵

功能。将心肌脱细胞处理制备出保留天然成分、超微结构和三维结构的心肌细胞外基质（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ｍａｔｒｉｘ，

ＥＣＭ），能有效支持细胞的存活和生长，并影响其迁移和分化，可被用于构建仿生ＥＣＴ。然而目前的脱细胞方法尚

存在不足。本研究拟联合使用经典脱细胞试剂ＳＤＳ和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改良脱细胞方法，制备性能更为优良的心肌

ＥＣＭ薄片，为构建仿生工程心肌片提共理想的生物支架。

【方法】　取６周龄成年昆明小白鼠心脏，经处理、包埋后沿横断面切成３００μｍ心室肌薄片，置于４℃无钙台

氏液中保存。将切片分为正常对照组、ＳＤＳ脱细胞组和改良脱细胞组。改良脱细胞组心肌片置于０．１％ＳＤＳ中，

３７℃振荡反应１１．５ｈ，去掉ＳＤＳ，加入ＰＢＳ漂洗３次，再加入０．５％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３７℃振荡反应０．５ｈ。ＳＤＳ组心

室肌薄片按相同反应条件用０．１％ＳＤＳ处理１２ｈ。两组反应结束后，均加入ＰＢＳ振荡漂洗３次，时间分别为１０

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和１ｈ，以去除残余脱细胞试剂。正常对照组心室肌薄片置于含双抗的ＰＢＳ中３７℃振荡反应１２ｈ。通

过细胞成分定量（总 ＲＮＡ定量和总蛋白定量分析）、ＨＥ染色和免疫荧光染色（胶原蛋白Ⅵ、层粘连蛋白和

Ｈｅｏｃｈｓｔ３３２４７）评估脱细胞程度和ＥＣＭ成分保留。将改良脱细胞组ＥＣＭ与小鼠胚胎干细胞源心肌细胞（ｍｕｒｉｎｅ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ｍＥＳＣＭｓ）和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ｍｕｒｉｎｅ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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