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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的大体和显微形态学

张耀平 叶智彰 彭燕章
4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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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研究了滇金丝猴子宫颈的形态结构
。

结果表明
,

滇金丝猴的子宫颈不发达
,

呈扁平状

结构
。

不存在子宫颈丘
,

子宫颈管基本上是直的或稍弯曲 > 粘膜平滑
,

腺体和隐窝贫乏
。

子宫

颈外口 为较薄的腹侧唇和较厚的背侧唇所包围
。

背侧弯窿深于腹侧弯窿
。

复层鳞状上皮与柱

状上皮的连接位于子宫颈外口处
。
子宫颈上皮由纤毛细胞和分泌细胞组成

。

非人灵长类子宫颈的形态结构随种类不同变化很大
。

猴类的子宫颈通常比类人猿和

人的发达
,

子宫颈比子宫体长或等长
,

且在结构上也更为复杂
。

在同属而不同种之间
,

子

宫颈的形态结构也往往有明显的差异
。

因此
,

非人灵长类的子宫颈结构具有分类学意义
。

?3 67 : ≅
9 9 7 等 4 ! Α = 在研究了头 巾猴 42

1

万, 6Β 3
= 和戴帽猴 42

1

Χ

3≅6
3 , 3

= 子宫颈的形态

结构
,

并与称猴 42
1

∗ : 03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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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把 它们的子宫颈分为四种类型
。

据查证
,

迄今还没有人研究过金丝猴的子宫颈
。

本文

报道滇金丝猴子宫颈的大体解剖和组织学基本特征
,

为深人探讨金丝猴与其它灵长类的

关系
,

特别是它的分类地位问题提供依据
。

材 料 和 方 法

在三只雌性滇金丝猴标本中
,

两只成体
,

一只幼体 4半岁左右 =
,

均由本所李致祥等采

自云南省迪庆州
,

并用  , 务 福尔马林固定
。

本研究还用了雌性称猴和黑叶猴各一例
,

以资

比较
。

对部分阴道及整个子宫颈做正中矢状切面
,

石蜡包埋
,

切片厚度为 , 拼
,

分别以

(
9 6≅ 9

75
3 67 氏铁苏木精

、

+ ∃ . 和 / 985 ∗ 9ΔΔ
一

/ 3 7 Ε 69 ;∗ 7 氏方法染色
,

以显示子宫颈 粘膜

细胞的组成
、

糖原分布
、

子宫颈管壁的构造以及阴道粘膜复层鳞状上皮与子宫颈粘膜单层

柱状上皮连接的部位等
。

结 果

4一= 大 体 解 剖

滇金丝猴的子宫颈前后呈扁平状
,

结构简单
。

从子宫颈的内口 到外 口全长为  一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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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4幼体标本为 # 厘米 =
,

子宫颈中段处直径为 一 # 毫米 4幼体标本为 Γ 毫米=
。

子宫

体
、

子宫颈和 阴道的轴线大致成一直线
。

子官颈与子宫体之间的界线不明显
。

子宫颈管

几乎是直的
,

粘膜颇为平滑
,

不存在皱续与丘 4图 0=
。

子宫颈外 口呈冠状裂口
,

由较厚的

背侧唇和较薄的腹侧唇围着
,

向前突人阴道
,

形成前
、

后两个阴道弯窿
。

腹侧 4前 =弯窿较

浅
,

其顶部与膀胧子宫陷凹相平
,

背侧4后 =弯窿较深
,

其顶部超过直肠子宫陷凹
。

由于子

宫颈外 口腹侧唇位置较低
,

加上腹侧弯窿较浅
,

而背侧唇的位置则相反
,

且背侧弯窿较深
,

因此
,

阴道前壁短于后壁
。

在阴道中也未见到任何丘
。

尹

一子宫腔

Η 子宫拍肉,

一脚脱
一

于窗翻赞

月俄于宫借日

月通已侧容任

况况况况

图  滇金丝猴子宫正中矢状切面

、 6≅ 愁3 Ι 688 3
0 ; 9 Β 86∗ 7 ∗ Δ : 8 9 Χ 67 9 9 9 Χ ϑ 6Κ ∗ Δ )

1

斤Χ 己8 口

于宫胶

妨子宫怕凹

明值肯润仑落任

Λ
于宫约外口

图 黑叶猴子宫正中矢状切面

入, 6≅ ;3 Ι 6Χ8 3 0 , 9 9 8 6
∗ 7 ∗ Δ : Χ 9 Χ 67 9 9 9 Χ ϑ

6Κ ∗ Δ Μ
。

ΔΧ 3 汀Β ∗ 6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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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金丝猴子宫颈的大体结构与其它猴类的比较列于表  ∗

表  金丝狱和一些拱类子宫甄解创学特征
Ο

种 类 解 剖 学 特 征 粘 膜 皱 裘

滇金丝猴

4)
1

<矛
。名‘=

子宫颈为前后扁状结构 > 子宫颐管几乎是
直的 >子宫颈管外 口呈冠伏裂缝 >背侧唇稍
厚于腹侧唇 > 后弯窿深于前弯窿

, 前者超过
子宫直肠陷凹

, 后者与膀肤子宫陷凹相平

不存在子宫颈丘和前庭丘

黑 叶 猴
基 本同上 同上

4Μ
1

Δ
Χ 3 , Β ∗ 6 , 涪

称 猴

4材
1

, Χ‘03 Π 8 3

子宫颈管不直
,
有几个转折 >子官外 口裂缝

状且更靠近前 口 > 背侧唇厚于腹侧唇 >后弯

窿深于前弯窿

有 一Γ 个丘突人子宫颈管 >第一个丘是主
要的丘 , 由腹侧壁凸起

, 第二个丘小
, 位于

第一个丘的头侧与背侧面的相对位置 > 第
三个丘更小

,

并非所有标本都 有

食 蟹 猴

4材
1

Δ3 了Β 6Β : 03 Χ 6,

阴道弯窿圆而深 , 背侧弯窿深于腹侧弯窿 >

背侧唇厚于腹侧唇 > 子宫颈外口裂 缝状且
更靠近于腹侧弯窿 >子宫颈管中段弯向背

、

腹侧

有一个主要的腹侧丘和二个较小的背侧丘

4有 些标本缺= > 有深而密集的粘膜隐和厚

的子宫颈粘膜

平 顶 猴

42
1
。。。。二8 Χ毖, 3

=
同上 同上

短 尾 猴

42
。 3 Χ Β 多。‘≅ 。 ,

子宫颈管不直
,
其中段有一个膨大 > 没有真

正的子宫颈外 口或阴道弯窿 > 阴道末端逐

渐演变为子宫颈管

没有子宫颈丘
, 但有一个阴道前庭丘

头 巾 猴
子宫颈弯曲 , 且有几个转折 有三个发达的丘

4材
1

, 6, 云
Β 3

戴 帽 猴
同上 同上

42
1

Χ 3 ≅ 63才3

=

拂 拂

4+
1

户∗ Χ Β 3 Χ 泣: ;
=

由子宫向子宫颈过渡 的明显标志是子官颈
管向两侧突然扩大

, 子官颈越向下越扩大
,

子宫颈外 口是前
、

后唇之间的一个冠状裂
缝 , 它被阴道弯班环所包 围

粘膜皱赎形成类似妇女 中的小脑活树

红毛长尾猴

4Μ
3才3 ‘=

阴道弯窿是圆的
, 背侧唇厚于腹侧唇

,
背侧

弯窿深于腹侧弯窿 > 子宫颈管不直
, 在 中段

向背侧弯曲

缺乏

松 鼠 猴

4.
3 ‘, 6Χ 6 Ν 9泣: Χ

。
,
=

内子宫颈远侧部的膨大形成一个类似前庭

的腔

前庭随着肌纤维凸起或丘的变化程度而改

变

绒

4%
3 00坛才汤, 6Κ 03 Β Β五: ;

=

阴道弯窿团 >背侧育窿深于腹侧弯窿 >背侧

唇厚于腹侧唇 >子宫颈管稍向背侧弯曲 > 子

官颈外 口呈裂缝状
, 且更靠近于腹侧弯窿

不存在子官颈丘和前庭丘

Ο 表中除滇金丝猴和黑叶猴外
,
引自 ( 3 Δ9 Π Β 忿 3 0

1

4 ! Α = 和 ?3 67 : ≅
9 9 7 ∗ 8 30

1

4 ! 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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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Γ 称猴子宫正中矢状切面

26山3 Ι 68 Χ3 0 ; 9 9 8 6∗ 7 ∗ Δ : 8 9 Χ 67 9 9 9 Χ ϑ 6Κ ∗ Δ 2
1

份 “03 8 8 3

4二= 显 微 结 构

滇金丝猴 阴道枯膜的复层鳞状上皮与子宫颈粘膜的单层柱状上皮的连接是在靠近子

宫颈外 口处
,

腹侧唇和背侧唇位置有所不同
,

背侧唇上 的连接处较深
,

在子宫颈管内
,

而腹

侧唇上的连接处刚好位于子宫颈外 口 。

这两种上皮之间未发现有过渡区 4图版 −, 0=
。

阴

道粘膜
,

尤其是中上部的阴道粘膜皱续很不明显
,

鳞状上皮不发达
,

未见角化层及其脱落

的角化细胞 4图版 −
,

=
。

子宫颈粘膜为单层高柱状上皮
,

由分泌细胞和纤毛细胞组成
。
分泌细胞数量多

,

胞核

呈卵圆形或圆形
,

位于细胞基部
,

在靠近细胞游离缘的胞浆内充满分泌颗粒
,

这在 Μ∃ ;

或铁苏木精染色的标本中是异常清晰的4图版 −
,

Γ =
。

纤毛细胞数量少
,

单独或几个参杂在

分泌细胞之间
,

着色浅
,

胞体较大
,

欠规则 >通常胞核位于细胞中央 4图版 −
,

Φ =
。

这两种细

胞的百分比在不同部位有所差别
。

在两例成年滇金丝猴中
,

靠近子宫颈内口 处的纤毛细

胞占 多
,

在子宫颈中段为  Α 沁
,

而在靠近子宫颈外 口处则为 Α 多
。

在幼体中相应的百

分比分别为 , 务
、

 务和  , 关 4表 Π=
。

在幼年金丝猴中
,

子宫颈的上皮细胞较矮
。

但无论在成年或幼年动物中
,

子宫颈管的

粘膜缺乏明显的皱裴
,

尤其是 中下段的粘膜
。

因此
,

几乎不存在子宫颈腺体和隐窝
,

仅在

靠近子宫腔的子宫颈管的粘膜才有少量的腺体和隐窝 4图版 −
,

=
。

子宫颈壁从外至内由浆膜
、

肌层和粘膜构成
。

子宫颈大部分有浆膜包围着
。

肌层为

平滑肌
,

不发达
,

但仍能分出内
、

中
、

外三层
,

界线尚清楚
。

在纵切面上
,

似乎后壁较前壁

厚
。

外面的肌纤维层最薄
,

纵行走向 > 中间的肌纤维最厚
,

环行或斜行 > 内层4粘膜下肌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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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

8
触Β:

, 吞介‘= 子宫颈的大体和显微形态学

表 子官颐上皮中纤毛细饱的大致绷率
Ο

种种 类类 纤 毛 细 胞 4Σ===

子子子宫颈外 口口 子宫颈中段段 子宫颈内 口口

滇滇金丝猴4成体=== ΑΑΑ  ΑΑΑ

滇滇金丝猴4幼体===  ,,,  ,,,

黑黑叶狠狠 0,,,  ΦΦΦ Γ ΓΓΓ

戴戴帽猴猴 !!! 0### Γ

头头巾猴猴  ΦΦΦ

殊殊 猴猴 0 ,,,    Γ

食食蟹猴猴 ΦΦΦ  ∀∀∀  ∀∀∀

短短尾猴猴 ΓΓΓ ΦΦΦ 乞乞

Ο 表中除滇金丝猴和黑叶猴外
, 引自 ?3 67 : ≅ 9 9 7 。 , 3 0

1

4 ! Α =
∗

较外层厚
,

肌纤维也纵行走向
,

但此层的结构较其余两层疏松
。

在 肌纤维束之间含有大量

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的结缔组织
。

但是
,

这两种纤维的比例及肌纤维的含量在不同个体

与不同切片中是有变化的
。

讨 论

, 勺

滇金丝猴与称猴属动物的子宫颈结构有显著差异
。

滇金丝猴的子宫颈不发达
,

呈扁

平状
,

结构简单
。

子宫体与子宫颈大致等长
。

颈与体之间界线不明显
,

这 与 大 猩 猩

4Ε Χ9 Ι∗ ΧΤ
,

 ! 。= 的情况相似
。

通常在灵长类动物中
,

阴道前
、

后弯窿的顶部不会达到或

超过膀肤子宫陷凹和直肠子宫陷凹
,

但滇金丝猴却达到
、

甚至超过了这两个陷凹 4见图

 =
。

这是否属滇金丝猴的个体变异或是该动物特有的解剖学特征
,

原因尚待查明
。

滇金

丝猴的子宫颈管不弯曲
,

不存在肌性丘
,

粘膜平滑
,

皱裳
、

腺体与隐窝非常贫乏
。

子宫颈粘

膜两种上皮的连接处位于子宫颈外口 。

称猴属动物的子宫颈特别发达
,

尤其是称猴
、

头 巾

猴
、

戴帽猴和食蟹猴等显得更为突出
。

它们的子宫颈呈球状结构
,

构造复杂
。

子宫颈一般

有三个发达的肌性丘
,

由子宫颈壁突人子宫颈管腔
。

子宫颈管呈 . 形弯曲
,

粘膜具有发达

的分枝状皱续
,

腺体和隐窝极为丰富
。

通常子宫颈长于子宫体
,

颈与体之间有明显的界

线
。

鳞状上皮与柱状上 皮的连接部位以及这两种上皮连接的过渡区存在与否除了与滇金

丝猴有明显差异外
,

在该属不同种之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4%:3 ≅ Χ∗ ; ,

 ! Α  > ?36加 ≅9 9。

9 , 3 0
1 ,

 ! Α Ν (
3
Δ
9 Π 9 , 3 0

1 ,

 ! Α =
。

滇金丝猴与黑叶猴的子宫颈较为相似
。

除了黑叶猴的子宫颈具有上述滇金丝猴的特

点外
,

这两个种的子宫颈外口都具有较厚的背侧唇和较薄的腹侧唇 > 阴道的背侧弯窿深于

腹侧弯窿
。

但是
,

这两种动物的子宫颈也有些差别
,

例如
,

黑叶猴的子宫颈与子宫体之间

的界线较为分明 >两种上皮的连接部位也有别于滇金丝猴 > 子宫颈粘膜上皮对 Μ∃ ; 的反

应比滇金丝猴强
。

据 ( 600 4 ! 夕 = 与长臂猿解剖组 4 !夕∀ = 报道
,

有些灵长类动物
,

如吼猴属 4∃ 0∗ : 3 , , 3
=

、

绒猴属 4−
3 Ι ∗ , 5 Χ

−’Κ = 和长臂猿
,

不存在阴道弯窿
。 Υ 9 ς ;8 967 4 ! ∀ = 发现拂拂属 4+

3
声
。
=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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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弯窿的结构与称猴属的相反
,

即它们的背侧弯窿不是像称猴属那样深于腹侧弯窿
,

而是

浅于腹侧弯窿 4引自 ( 沮
,

 ! Α =
。

综上所述
,

在不同灵长类动物中
,

子宫颈的形态结构不一
。

因此
,

研究灵长类的子宫

颈尚有一定的分类意义
。

;8 Χ3 :; ;
4 ! # # = 曾把称猴属子宫颈复杂的形态结构视为该属的

特征 4引自 Ω ∗ ∗ ≅ 97 ,  ! # Α =
。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

滇金丝猴子宫颈的形态结构
,

从整体上看
,

与其亲缘关系较近

的黑叶猴的子宫颈较为相似
。

但由于观察的标本有限
,

不能排除个体的变异以及在不同切

面中观察的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
。

除此以外
,

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动物本身的生理状态4如

性周期=有关
,

故有待进一步收集标本
,

做深人研究
。

4一! ∀ 年 0 月 ;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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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版 0 说 明

β 滇金丝猴子宫颈粘膜鳞状上皮和柱状 上皮的连接处
。

在这两种上皮之间不存在过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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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滇金丝猴子宫颈粘膜分泌细胞 的分泌颗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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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滇金丝猴子宫颈粘膜的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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