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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叶 猴 的 喉 囊

张 杨继光 吴启军
2北京建工医院 3 2北京动物 园 3 2东北林学院 3

关键词 黑叶猴 4 喉囊

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四例黑叶猴的喉囊
。

喉囊位于颈前偏左方
,

具体解剖位置在 5 颈阔肌后方
、

胸骨

舌骨肌前方
、

胸锁乳突肌前内侧
、

下领舌骨肌的下方
。

黑叶猴 )6 +7勺897 :6 ;< −∃ 979 也叫乌猿
,

是我 国比较珍贵的野生动物
。

在所能查及的文

献中
,

尚未见到黑叶猴生有喉囊的报道
,

现将我们解剖的四例黑叶猴的喉囊资料
, ∗

分为解

剖学和组织学两部份报道出来
,

仅供参考
。

四例黑叶猴 中
,

三例成年
,

一例青年
,

两雌两雄
,

均在颈前偏左生有核桃大小的喉囊
。

喉囊的解剖位置
,

在颈阔肌后方
、

胸骨舌骨肌前方
、

胸锁乳突肌前内侧
、

下颇舌骨肌的下

方
。

沿前壁剪开喉囊
,

内壁光滑润泽
,

呈单一的囊腔
,

没有任何分隔的痕迹
,

透过半透明的

薄薄囊膜
,

可清楚看到胸骨舌骨肌
、

下领舌骨肌和部份胸锁乳突肌的轮廓 2见图 3
。

喉囊

左上方
,

相当舌骨大角下缘
、

舌骨体左方和 甲状舌骨膜的前方
,

有个直径 =
1

> 厘米的三角

形小孔2见图 之 3
,

这个小孔沿着胸骨舌骨肌的背侧
,

由左下往右上
,

又通人了另一个

小囊 2见图 之 3
,

或称喉囊气道
。

喉囊气道约花生米大小
,

在舌根的前下方
、

甲状舌骨膜的后上方
、

左右舌骨大角之间

2见图 之
,

∀ , ? 3
。

气道内壁光滑润泽
,

与联通的颈前喉囊内壁完全相同
,

在气道后壁
,

相 当甲状软骨上切迹处
,

有个直径约 =1 ∀ 厘米的 % 字形小孔
,

通直 向后穿透会厌
,

而开 曰

于喉室前上缘
、

左右室装之间 2见图
1

? 和图 ∀ 3
。

于喉囊多处取材
,

作组织切片观察 2包括气道盲囊在内3
5
喉囊为假复层纤毛柱状上

皮
、

粘膜上皮平均厚度 ∀! 一 ≅ 产 ,

上皮间有杯状细胞
,

没见到上皮内腺
,

基底膜清楚
。

固

有膜纤维较致密
,

平均厚度 ∀! 一>= 那 ,

除有丰富的弹力纤维外
,

尚有较多的微血管
,

气道盲

囊处的固有膜还见到一定量的混合腺
。

粘膜下层
,

平均厚度在 ∀= 一 ! =拼 ,

本层一方面 与

固有膜相联
,

另一方面则与喉囊周围有关的组织 2如领下腺
、

胸骨舌骨肌等等3相联
,

彼此

间的界限不很清楚
。

粘膜下层虽较疏松
,

但含丰富的弹力纤维
,

而喉囊周围有关组织的外

膜却富含胶原纤维
。

喉囊粘膜较多皱装
,

但整个喉囊没有肌层
,

甚而连粘膜肌膜也没有
,

更没有明确的外膜
,

在静止状态时
,

喉囊全层的厚度
,

平均在 ∀ =产 左右
。

黑叶猴喉囊组织切片资料表明
,

喉囊粘膜上皮属呼吸性上皮
,

根据喉囊粘膜皱装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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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喉囊位置未意图
。

剥除颈阔肌
,
以粗线

表示
。 1

喉囊及通向气道的兰角孔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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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4 ∀
1

胸骨舌骨肌 4 ≅
1

下领舌骨肌 4 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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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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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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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膜致密
,

并含有混合腺等等
,

说明在喉
、

气管系统中
,

喉囊属于气管型粘膜
。

约于胚胎第四周
,

喉气管沟与食道上皮相分隔
,

形成独立的喉气管的上皮管道
,

管的

上端
,

演发形成喉的粘膜上皮
,

‘

管的中部
,

演发形成气管的粘膜上皮
,

管的下端
,

向左
、

右膨

大成为肺芽 2王有琪
,  ? 3

。

据此
,

我们认为
,

喉囊的组织发生和气管粘膜上皮相同
,

即

喉囊起源于独立的喉气管上皮管道的中部
。

根据解剖学和组织学资料
,

推测喉囊气道中的盲囊部份2见图 之 ∀ 3
,

可能是高度退

化的右侧喉囊的遗迹
,

推测喉囊的功能
,

主要是贮藏空气
,

以备不时之需
,

但也不排除有助

发声的作用
。

在长臂猿解剖一书2长臂猿解剖组
,  Α>3 中

,

提到白颊长臂猿仅生有一个喉囊
,

但有

两个气道开 口 ,

分别与左
、

右喉室相通
。

而黑叶猴的喉囊气道开口 却只一个
,

并且这气道

开 口 ,

是在甲状软骨上切迹上缘
,

穿透会厌而开 口于左
、

右室裴之间
、

喉室的前上缘
,

即黑

叶猴的喉囊气道开 口位置
,

比白颊长臂猿高
,

也比白颊长臂猿前
,

并且只有一个开 口
。

在人类
,

有由喉室向上突人喉壁的囊状隐 窝
,

叫 喉 室 附 属 部 2# )) +< Δ9 , Ρ+ < 86 9−Κ 09

0; 6 Ι< Ε 973
,

或叫喉小囊 27
; ++ Κ 0Κ 7 0; 6 Ι< Ε 973

,

是属于喉囊退化的残余部份
,

而人类较罕见的

喉囊肿病
—

即喉小囊高度发育
,

当咳嗽等动作增加喉内气压时
,

使喉小囊大 量 充 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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