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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卵巢动脉及其分支的解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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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在用管道铸型技术制作绵羊卵巢动脉立体构筑标本!观察其形态特征及分布规律!分析其功能相关性!

为绵羊生殖生理及卵巢解剖学研究奠定基础'采集
0&

只藏绵羊子宫及卵巢样本!用
(_

丙烯腈
!

丁二烯
!

苯乙烯共

聚物"

?̂ >

#铸型剂通过卵巢动脉进行灌注!获得卵巢动脉风干及腐蚀标本!通过观察或图片采集分析其解剖学特

性'研究发现!绵羊的卵巢动脉包括卵巢支&子宫支及输卵管支!并有更小分支向系膜供血(卵巢支螺旋动脉可分

为重螺旋&螺旋及轻螺旋
*

种不同形态!部分个体有分支螺旋动脉伴行(进入卵巢后!卵巢微动脉在卵巢门髓质部

呈拳头状重螺旋折叠!末端发出卵泡或黄体微动脉'结果表明!绵羊卵巢动脉及其分支与普通牛类似!其卵巢支呈

复杂的螺旋形盘绕特征!推测能降低血压&维持卵巢供血稳定性及促进优势卵泡成熟'

关键词!绵羊(卵巢动脉(解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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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的卵巢作为卵子发生&卵泡发育及性

激素合成和分泌的场所!对于动物的繁殖特性&繁殖

活动的维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卵泡的生长和黄

体的形成是依赖血管形成的!血管形成对维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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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卵巢生理起重要作用)

%

*

'因此卵子发生和卵泡发

育离不开卵巢的动脉血供网络'自
0&

世纪
(&

年代

开始!国内外学者就对哺乳动物子宫和卵巢动脉的

分布&走形及对卵泡&黄体的供血特性做了大量的研

究'研究发现!猪卵巢动脉发出的
0

%

)

条一级分支

的管径较粗且有轻度螺旋状结构)

0

*

!整个卵巢动脉

血管网呈卵圆形或肾形!与子宫动脉前分支有交

通)

*

*

(大鼠的卵巢动脉既有直行段又有轻度波浪形

特征!猴子的卵巢动脉也呈现出螺旋状走形)

0

*

'除

此之外!许多学者对大鼠&家兔及猪等动物的卵泡和

黄体发育过程中的血液供应&血管网络构筑等作了

深入的研究)

)!.

*

'

在人类医学中!产后出血主要通过子宫动脉栓

塞术进行治疗!但由于对女性及其他哺乳动物输卵

管/卵巢动脉血管网的精细解剖学研究不够深入!

导致该手术存在一定的失败率)

1

*

'因此深入研究哺

乳动物子宫动脉与卵巢动脉之间的交通吻合方式的

解剖学研究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

(

*

'绵羊作为一

种小型反刍家畜!是一种理想的试验动物模型'对

其卵巢动脉供血特征的深入研究!可为人类医学研

究特别是产科手术治疗奠定研究基础并积累资料'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绵羊卵巢动脉&微动脉的形态

学及与卵泡发育功能的相关性研究尚没有相关报

道'本研究利用血管铸型标本制作技术!制作绵羊

卵巢动脉的立体构筑模型!观察并分析了绵羊卵巢

动脉及其分支的基本走形&分布特点及卵泡&黄体微

动脉的大体解剖特征!以探讨绵羊卵巢的供血特性

与卵泡&黄体发育的相关性'

#

!

材料与方法

#G#

!

试验材料

从
0&

只屠宰后的成年藏绵羊分离获得卵巢和

新鲜子宫及附件'屠宰羊只来源于青海省西宁市乐

家湾牛羊定点屠宰场'

#G!

!

试验药品及器械

丙烯腈
g

丁二烯
g

苯乙烯共聚物"

?̂ >

#&丙酮&

丁酮&油画颜料&浓盐酸&解剖工具&自制灌注工具&

A6-#-@&H

数码相机'

#G'

!

血管铸型剂配制

提前
0&"

!将
?̂ >

溶解于
@&f@&

"

D

%

D

#的丙

酮
f

丁酮溶液中!并与蓝色或红色油画颜料加热混

合!制成
(_

浓度的单色铸型剂'

#G%

!

样本处理及灌注

对采集到的卵巢样本!快速带至实验室!清洗表

层血液&粪便等污物!将绵羊子宫外周其他组织剥

离!小心除去生殖器官系膜上的脂肪&板油等残留

物!或单独分离卵巢及其周边血管进行单侧灌注!或

保留绵羊子宫进行双侧灌注操作!卵巢动脉灌注方

法参考文献)

(

*!并进行改良'

!

!

结
!

果

!G#

!

绵羊卵巢动脉及其分支

通过
?̂ >

灌注的绵羊子宫风干标本"图
%

#可

见!从腹主动脉发出的卵巢动脉)

/

*或子宫
!

卵巢动

脉)

%&

*起始段相对平直!之后卵巢动脉主干开始螺旋

型环绕!一直延伸到卵巢门并进入!在该螺旋状动脉

前
%

%

*

行程上!向两侧发出分支!管径变小!一侧伸

向子宫方向为卵巢动脉子宫支!沿途发出
0

%

*

条二

级分支!包括子宫系膜分支及向子宫角前部和输卵

管后部的供血支"图
%6

!

"

#(另一侧伸向输卵管系膜

和卵巢系膜方向的为卵巢动脉输卵管支!其间发出

)

%

.

条小分支向卵巢系膜供血!并在前端发出数条

小分支指向输卵管系膜供血"图
%;

!

8

#'

!G!

!

绵羊卵巢螺旋动脉形态学特征

卵巢动脉及其分支被合并称为螺旋动脉或盘曲

动脉)

0

*

!在本研究中获得的绵羊卵巢动脉卵巢支表现

为典型的螺旋状结构!特别在卵巢支的中段动脉盘曲

最为明显!而在近卵巢端盘曲减少"图
0

#'进入卵巢

门后又呈高度螺旋缠绕状!动脉及其分支呈拳头状紧

密盘绕在卵巢门髓质部"图
03

#!然后再发出微动脉

向卵巢皮质部供血"图
06

#'通过对多个样本的观察!

发现绵羊卵巢动脉的螺旋形态有一定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螺旋线圈的多寡及蟠曲缠结的形式!因此可将绵

羊螺旋动脉形态分为重螺旋&螺旋及轻螺旋
*

种类型

"图
*?

&

^

&

A

#'另外!形成螺旋动脉的形式也各异!有

紧密缠绕的弹簧状螺旋"图
*?%

&

?)

#!也有交错扭结

的链锁状螺旋"图
*̂%

&

)̂

#!以及疏松盘绕的叠纹状

螺旋"图
*A%

&

A0

#'关于卵巢门螺旋!则表现为基本

一致!呈紧密盘绕缠结的拳头状螺旋!然后从螺旋动

脉尾端发出细小微动脉向卵巢内部供血!用于维持卵

泡发育及黄体保持的血供"图
*

#'绵羊卵巢的螺旋

动脉有时候会出现分支!紧靠在主螺旋动脉上!并伴

随进入卵巢门协助供血!同时会向卵巢皮质部发出小

螺旋分支"图
*?0

#'大多数情况是从卵巢螺旋动脉

背侧发出的分支会越过卵巢!向输卵管供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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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卵巢动脉及其分支供血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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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微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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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卵巢动脉卵巢支立体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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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羊卵巢微动脉的形态特征

对于成年母羊!卵巢微动脉及其分支主要是供

给卵泡成熟及黄体发育所需的养分及类固醇激素'

在供给卵泡特别是成熟卵泡时!动脉分支仍然呈螺

旋状托举在卵泡底部!然后分出许多微动脉向卵泡

膜方向形成杯状网兜!以供给卵泡在充分发育时对

营养素及代谢的需要"图
)?

%

A

#(在供给黄体特别

是成熟黄体时!从卵巢门伸出的螺旋微动脉不仅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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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螺旋动脉(

'̂

螺旋动脉(

A'

轻螺旋动脉'

%

%

@'

样本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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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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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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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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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卵巢动脉卵巢支不同的螺旋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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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黄体微血管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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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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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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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卵巢微动脉血管立体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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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状分布在黄体底部!在黄体顶部也呈桶箍状分

布!并发出小动脉供给成熟黄体各部位均衡的营养

"图
)?d

%

Ad

#'

'

!

讨
!

论

'G#

!

关于卵巢动脉的起源和名称

关于卵巢动脉和子宫动脉的起源!在哺乳动物

间略有差别'在人类生殖系统中!卵巢动脉起源于

腹主动脉!在肾动脉之下!输尿管的前方)

%%

*

'而起

源于髂内动脉的子宫动脉在向子宫&输卵管供血行

程中!在卵巢部位与卵巢动脉相交通!称为子宫动脉

卵巢支)

%0

*

'而马&牛及骆驼的卵巢动脉与子宫动脉

的交通情况与人类似!所不同的是家畜的子宫动脉

起源于髂外动脉)

/

!

%*

*

'从起源及分布来看!绵羊卵

巢动脉与牛的相同!即起源于腹主动脉!在向卵巢供

血进程中!发出子宫支和输卵管支!并与起源于髂外

动脉的子宫动脉有交通支)

/

*

'绵羊卵巢动脉!有国

外学者将其称之为子宫
!

卵巢动脉)

%&

*

!因在卵巢动

脉走形过程中!亦有分支朝向子宫供血'绵羊的卵

巢动脉在向卵巢供血行程中!具有发达的盘曲缠绕

的螺旋动脉!且有时可见两条螺旋动脉伴行的状况'

'G!

!

绵羊卵巢螺旋动脉的特征及其功能

哺乳动物卵巢动脉及其分支因其盘曲缠绕的行

程被称为螺旋动脉或盘曲动脉!动脉血管的盘曲程

度&分支多少等在不同物种间有所差别)

0

*

'人类卵

巢动脉的走形呈多个深度弯曲的波纹状)

%%

*

'朝向

卵巢门的猴卵巢动脉显示了螺旋状走形!而卵巢门

的卵巢动脉被分成两条一级分支!其管径较粗且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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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螺旋状结构!该螺旋结构持续进入卵巢的髓质

部)

0

*

'猪的卵巢动脉在朝向卵巢的走形途中!环绕

其长轴形成了螺旋形线圈!并在卵巢门之前发出了

多达
@

%

.

个细小&紧密环绕的分支!且在卵巢蒂部

位有多个吻合支出现)

.

*

'小鼠的卵巢动脉从腹主动

脉发出后!基本呈现直行的路径!但其接近卵巢门时

趋向于略微卷曲走形)

0

*

'在兔上的研究也显示!其

卵巢门和髓质的血管也显示了对血流进行持续调控

的螺旋动脉特征)

%)

*

'本研究中!绵羊的卵巢动脉显

示了显著的螺旋形盘曲的特征!并与猪的卵巢螺旋

动脉很类似'

关于螺旋动脉的功能!有研究认为!人&猴和猪

卵巢动脉复杂的血管系统及特有的螺旋动脉归因于

这些物种具有较长的性周期)

%@

*

'绵羊的发情周期

为
%1

%

%("

!其螺旋动脉的盘曲程度比人发达的多!

但性周期时间短于人类!因此螺旋动脉是否与性周

期长短有关还需进一步探讨'猪卵巢的螺旋动脉及

其分支可将卵巢动脉血压从高的水平降低到有效渗

透血压的低水平)

0

*

'本研究中观察到的绵羊卵巢螺

旋动脉!在功能上应该与猪的类似'因为卵巢需要

通过动脉血获取丰富营养的持续供应!并且必须借

助动脉血管传递类固醇激素以调控复杂而精准的性

周期的循环'卵泡血流状况与卵子的质量有关!血

流灌注丰富的卵泡中回收到的卵子的质量更好)

%.

*

'

血管网的丰富程度决定优势卵泡的选择&成熟及排

卵!卵泡建立丰富的血管网可获得充足的营养及足

量的激素供应)

%1

*

'基础状态下!如果卵巢储备功能

良好!则卵巢的新陈代谢相对旺盛!血流丰富!血

管阻力小)

%(

*

'绵羊卵巢动脉卵巢支及卵巢门的螺

旋盘绕的血流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来自于

腹主动脉的高压!从而给予卵巢低压且持续的血液

供应!另外还可以缓冲由于运动&情绪波动所引发的

血压变化!保证了性腺在动物生殖过程中供血的稳

定性及优势卵泡的发育成熟'

'G'

!

绵羊卵巢微动脉特征及功能

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不同灌注法对哺乳动物卵

巢微血管进行了研究!通过代谢标志物对绵羊的卵

巢微血管进行灌注)

%/

*

!也有使用墨汁灌注来研究容

易堵塞的小血管!并发现在灌注中特别是猪卵巢上

黄体的存在与卵巢灌注失败密切相关)

0&

*

'目前利

用血管腐蚀铸型结合扫描电镜的方法特别适合于微

血管系统的形态学分析)

0%

*

!本研究通过血管腐蚀铸

型标本技术初步获得了绵羊卵巢微动脉的三维结

构!可对其进行形态学观察'研究发现!绵羊卵巢支

螺旋动脉在进入卵巢门前!呈弯曲较少的轻螺旋或

伸展螺旋!当血管进入卵巢门后!又立即高度扭曲盘

绕为重螺旋形态!且集中在卵巢髓质部!然后才逐步

发出树枝状分支!向卵泡或黄体供血'在猪上的类

似研究发现!卵巢动脉支进入卵巢门后!在髓质中呈

扭曲&螺旋状走形!形成了众多螺旋状的小分支!但

在皮质部是一些粗大的&盘曲少的分支)

.

*

'而猴卵

巢动脉的螺旋结构持续进入卵巢的髓质部!髓质被

复杂的直径较粗的螺旋动脉丛所占据)

0

*

'比较而

言!绵羊卵巢门微动脉的螺旋形态与猪&猴两种哺乳

动物十分类似!不同的是绵羊卵巢门微动脉在髓质

部有更多蟠曲并呈拳头状紧密缠绕'

卵巢内微动脉主要负责卵泡发育&黄体生成过

程中的血液及激素运送!特别在成熟卵泡和黄体上!

动脉血管分布十分明显'例如在卵泡上!微动脉分

布类似一个光滑表面的托盘状!黄体的动脉供应呈

现不规则的桶箍状'这在其它哺乳动物上也有类似

的发现!如兔卵巢门有主卵巢血供穿入卵巢!环绕卵

泡和黄体微血管的表面看起来像血管球)

)

*

'从卵巢

看间质&卵泡及黄体铸型的微血管是非常丰富的!营

养卵巢的大血管从卵巢门穿入实质)

@

*

'在猪和牛的

卵巢皮质部观察到与不同发育阶段卵泡相关的&多

种规格及构造的血管网兜状结构)

00

*

'而猪的成熟

黄体一般通过直接起源于皮质动脉的单个分支来供

血!当它到达黄体表面时!从中分出
0

条以上主血管

网状分布在黄体表面!形成了一个环绕着黄体表面

的类似于花冠状的血管环)

.

*

'在绵羊的成熟黄体

上!也发现了类似的花冠状结构及桶箍状动脉网络!

成熟卵泡和黄体均有密集的毛细血管网!说明二者

能够获得大量的血供'有研究显示!为响应雌激素

和孕激素的分泌!一些重要的微血管重建会发生在

黄体期)

0*

*

!但这些微血管在未孕状态下又会随着孕

激素的减少而收缩)

0)

*

'另外在妇女的超数排卵中!

卵巢动脉血主要供给募集后卵泡的持续发育!因此

保证了优势卵泡的成熟)

%(

*

!这与在本研究观察到的

卵泡微血管分布特征相似!即与绵羊卵泡的血供特

点是一致的'

%

!

结
!

论

绵羊卵巢动脉的血管分布与普通牛类似!其分

支包括卵巢支&子宫支及输卵管支(卵巢动脉卵巢支

的螺旋盘绕形式可分为重螺旋&螺旋及轻螺旋
*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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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王欣荣等$绵羊卵巢动脉及其分支的解剖学特征

形态略有差异!部分个体有分支螺旋动脉伴行(卵巢

支进入卵巢后!在卵巢门髓质部呈拳头状重螺旋折

叠!末端发出卵泡或黄体微动脉!呈托盘状供血网

络'绵羊卵巢动脉卵巢支的螺旋状盘绕特征!推测

可降低来自于腹主动脉的高压!缓冲运动&情绪波动

所引发的血压的变化!保证卵巢供血的稳定性及优

势卵泡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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