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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慢性宫颈炎引起排尿异常的神经机制$方法
!

电刺激大鼠子宫颈!记录膀胱的肌电活动

及其在神经封闭(植物神经切除后的变化$结果
!

电刺激大鼠子宫颈时在膀胱肌层可记录到较稳定的(波形呈慢波

的肌电活动波$利多卡因阻滞子宫颈组织内的神经传导后!可使膀胱肌电活动波幅下降!潜伏期延长!与阻滞前相

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改用生理盐水子宫颈注入前后各时段波幅和潜伏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颈髓横断后对膀胱肌电活动无显著影响$破坏同侧
:

"%

!

+

#

交感神经干后对膀胱肌电活动有显著影响'

而同侧
+

/

!

E

%

副交感神经切断后!膀胱肌电活动波基本消失$结论
!

子宫颈与膀胱间存在神经反射!可能为脊髓

固有的神经反射!通过此反射宫颈炎时可以引起膀胱过度活动症$

!关键词"

!

宫颈炎'

!

膀胱过度活动症'

!

排尿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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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性尿频和排尿不适综合征等下尿路症状在妇女中是

很常见的#约占有膀胱刺激症妇女的
%$[

)病因尚未明确#被

认为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19]

'或无菌性膀胱炎)蒋淑凤*

"

+分

析了
#$

例非泌尿性疾病的尿频,尿急患者#均患有不同程度的

妇科炎性反应)本文采用动物实验电生理方法#模拟伤害性刺

激#从神经电生理学角度对宫颈炎引起膀胱功能改变进行研

究#探讨子宫颈与膀恍间是否存在某种神经反射联系#当子宫

颈局部受到刺激时通过此神经反射引起膀胱功能改变#从而出

现排尿异常症状)本文对这一类症状作以下报道#希望对宫颈

炎引起
19]

的机制提供实验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动物与分组
!

健康成年雌性
E0

大鼠
#&

只#体质量

!$$

!

!#$

K

#由第三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随机分为实

验组&

b

组'

%/

只和对照组&

Q

组'

".

只(再根据不同条件将实

验组分为
b"

组
"!

只#

b!

,

b%

,

b&

组各
.

只(对照组分为
Q"

组

.

只#

Q!

组和
Q%

组各
#

只)

b"

组!利多卡因阻滞(

b!

组!颈髓

横断(

b%

组!腰交感神经干切断和切除(

b&

组!腰,骶副交感神

经切断(

Q"

组!生理盐水注入(

Q!

组!处死大鼠(

Q%

组!刺激前

列腺于股四头肌和刺激上腹壁于膀胱记录肌电活动)

>'?

!

主要试剂与仪器
!

![

利多卡因#西南药业有限公司(氯

化钠&

SAQ*

'#重庆化学试剂厂(

8P/!&$

多通道生理信号采集

处理系统#成都仪器厂(针式电极和铂丝电极#第三军医大学生

理教研室提供)

>'@

!

动物准备
!

!#[

乌拉坦腹腔内注射麻醉&

"

K

"

c

K

'#将大

鼠仰卧位固定于自制的专用恒温&

%-_

'固定平台上)取下腹

正中切口#长
%'$@(

#切开腹壁全层#显露宫颈和膀胱#将肠管

向上推移&减少呼吸的影响'#同时排空膀胱内尿液)点滴石蜡

液#保持宫颈和膀胱湿润)

>'A

!

安置电极

>'A'>

!

刺激电极&负极'

!

直径
$'"#((

的外涂绝缘清漆的

不锈钢针式电极置入宫颈右侧叶#深约
!((

#妥善固定)

>'A'?

!

参考电极&正极'

!

牢固贴于左侧腹壁并接地)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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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记录电极
!

为双极铂丝电极#置入膀胱右侧壁肌层内#

深
!((

#极间距
%((

#妥善固定)将刺激电极,参考电极和

记录电极经导线与
8P/!&$

多通道生理信号采集处理系统相

连接)

>'B

!

参数设置
!

&

"

'电刺激参数!采用单触发#频率
"aF

#强

度
!$R

#刺激脉宽
$'!(5

)&

!

'记录参数!高频滤波
"'#caF

#

低频滤波
"$aF

#灵敏度
$'"

!

"'$(R

"

0

)

>'G

!

实验方法及观察指标

>'G'>

!

各组实验方法
!

b"

组!动物准备,电极安置和参数设

置好后#先电刺激大鼠宫颈#记录膀胱的肌电活动(再向宫颈组

织周围均匀注入
![

的利多卡因
$'&(+

后于
!

,

#

,

"$(46

分

别同强度电刺激宫颈记录膀胱肌电活动(比较观察注入利多卡

因前,后各时段的膀胱肌电活动波形,潜伏期和波幅变化)

b!

组!实验准备同
b"

组#先电刺激大鼠宫颈#记录膀胱的肌电活

动(再在颈部背侧解剖出脊柱#于
Q

#

!

Q

/

间横断颈髓#

"$(46

后同强度电刺激宫颈记录膀胱肌电活动#比较颈髓横断前,后

膀胱肌电活动的潜伏期,波幅变化)

b%

组!实验准备同
b"

组#先电刺激大鼠宫颈#记录膀胱的肌电活动(然后将右侧
:

"%

!

+

#

交感神经干游离出并切断#

"$(46

后同强度电刺激宫颈

记录膀胱肌电活动(再将右侧
:

"%

!

+

#

交感神经干切除#

"$

(46

后继续同强度电刺激宫颈记录膀胱肌电活动(将交感神经

干切断后,切除后记录到的膀胱肌电活动潜伏期和波幅与切断

前相比较)

b&

组!实验准备同
b"

组#先电刺激大鼠宫颈#记

录膀胱的肌电活动(再将右侧
+

/

!

E

%

副交感神经于出椎间孔

处全部切断#

"$(46

后同强度电刺激宫颈记录膀胱肌电活动#

比较切断前,后膀胱肌电活动的潜伏期,波幅变化)

Q"

组!将

b"

组中
![

利多卡因
$'&(+

改为
$',[

生理盐水
$'&(+

#余

与其相同)

Q!

组!实验准备同
b"

组#先电刺激大鼠宫颈#记录

膀胱肌电活动(再用
%[

的戊巴比妥钠&

#$(

K

"

c

K

'处死大鼠#

"$(46

后同强度电刺激宫颈记录膀胱肌电活动#与死亡前比

较)

Q%

组!动物准备和参数同前(先将刺激电极置于大鼠右侧

上腹壁#记录电极置于膀胱右侧壁肌层固定#同样参数刺激右

侧上腹壁#记录膀胱的肌电活动变化(再将刺激电极置于宫颈

右侧叶#记录电极置于右侧股四头肌#同样参数刺激宫颈#记录

股四头肌肌电活动变化(并与前面记录结果比较)

>'G'?

!

观察指标
!

按实验参数#电刺激大鼠宫颈右侧叶#同时

于膀胱右侧壁肌层记录其肌电活动#观察记录到的肌电活动波

波形及其稳定性#记录该波的潜伏期&

(5

'和波幅&

"

R

')

>'H

!

统计学方法
!

以上所有相关的实验数据均应用
ETEE

"!'$

统计软件处理#结果以
IUE

表示#进行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电刺激大鼠的宫颈#在其膀胱同侧肌层可以记录到较稳定

的肌电活动波#波形呈慢波#潜伏期&

",'%&U!'"%

'

(5

#波幅

&

--%'/!U!."'%%

'

"

R

)而同强度刺激宫颈于股四头肌和刺激

上腹壁于膀胱均未记录到类似的肌电活动波#过量麻药处死动

物后#膀胱的肌电活动波消失)

b"

组用利多卡因阻滞宫颈组

织内的神经传导后#于
!

,

#

,

"$(46

记录到的膀胱肌电活动波

潜伏期逐渐延 长#分 别 为 &

",'"#U"#'!.

'

[

,&

##'%,U

%&'!!

'

[

,&

-.'/"U&.'#-

'

[

(波幅逐渐下降#分别为&

&$'!#U

"/'%.

'

[

,&

/.',&U"&'#%

'

[

,&

.#'&.U"%',-

'

[

(与阻滞前相

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
Q"

组改用生理盐水

宫颈组织内注入后各时段波的潜伏期和波幅均无显著变化#与

注入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横断大鼠颈髓前,

后电刺激宫颈于膀胱记录到的肌电活动波的潜伏期和波幅均

无显著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同侧
:

"%

!

+

#

的

交感神经干切断后电刺激宫颈于膀胱记录到的肌电活动波较

切断前潜伏期延长#波幅下降#分别为&

#'"!U%',%

'

[

和

&

.'$#U&',-

'

[

#但与切断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同样的交感神经干切除后膀胱记录到的肌电活动波较

切断前潜伏期延长和波幅下降明显#分别为&

",'/!U"!'""

'

[

和&

&/'%"U#'$&

'

[

#与切断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该交感神经干切除后和切断后相比#潜伏期延长和波幅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同侧
+

/

!

E

%

副交感神

经切断前电刺激宫颈时膀胱肌电活动波潜伏期&

",'$-U"'&$

'

(5

#波幅&

-/"'-#U"-%'"%

'

"

R

#而切断后原膀胱肌电活动波基

本消失)见表
"

,表
!

)

表
"

!

利多卡因阻滞前(后膀胱肌电活动波的潜伏期(波幅变化$

(d"!

'

项目 阻滞前 阻滞后
!(46

阻滞后
#(46

阻滞后
"$(46

潜伏期&

(5

'

",'-!U!'!, !%'.-U%'$#

$

!.'/#U%'#%

$

%%'-,U-'",

$

波幅&

"

R

'

-/-'",U"%#'%& &,-'$$U""&'-,

$

!,#'&%U//'#.

$

"%.'!&U!.',"

$

!!

注!与阻滞前比较#

$

!

"

$'$"

)

表
!

!

腰交感神经干切断前(后和切除后膀胱肌电

!

活动波的潜伏期(波幅变化$

(d.

'

项目 切断前 切断后 切除后

潜伏期&

(5

'

",'/!U!'#- !$'.,U%'%% !/'&/U!'.-

$#

波幅&

"

R

'

--.'-.U""%'#" -&&'-$U"$,'&% &#!'$$U.&'%$

$#

!!

注!与切断前比较#

$

!

"

$'$"

(与切断后比较#

#

!

"

$'$#

)

@

!

讨
!!

论

女性排尿异常是泌尿科常见的症状#有的是泌尿系统疾病

直接导致#有的是生殖系统的疾病间接引发)无菌性尿频和排

尿不适是一组综合征#并非一种单独的疾病#临床称为膀胱过

度活动症)膀胱的解剖位置在盆腔与诸多器官比邻#盆腔脏器

之间联系复杂)现已有不少学者发现在内脏器官与内脏器官

之间,内脏器官与躯体某些部位间存在神经反射#通过一个器

官或躯体某部位的刺激可影响与之相应的另一器官功能#其中

与膀胱有关的神经反射也有报道)李龙坤等*

!

+研究中电刺激

羊盆底肌后可明显增高尿道压力#延长控制带长度#增强尿道

控尿能力#对治疗压力性尿失禁和多种膀胱储尿功能障碍有价

值)罗建辉等*

%

+研究指出大鼠前列腺在受到炎性刺激时可以

引起膀胱功能改变(周强等*

&

+也证实直肠便秘可引起膀胱排尿

异常#其功能改变机制均认为有可能是属于神经反射)陈天明

等*

#

+报道宫颈炎可引起膀胱储尿期功能的变化)宫颈与膀胱

间是否存在神经反射联系#宫颈病变引起的膀胱储尿期功能改

变是否会通过此神经反射实现#目前未见相关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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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等*

/

+研究发现#来自骨盆的内脏与躯体初级传入纤维

在
+

/

!

E

"

脊髓节段的背联合核&

0QS

'存汇会聚现象#

0QS

再

投射到同一节段的
]A>>46

K

=)6M5

核*

-

+

&排尿中枢',脊索*

.

+

&内

脏感觉通路',副交感核*

,

+等#通过内脏
7

躯体,躯体
7

躯体,内脏
7

内脏,躯体
7

内脏反射参与生理功能*

"$

+

#如排泄,排尿,勃起,胃

肠蠕动等)电生理技术*

""

+是研究神经反射的常用而且成熟的

技术方法#因此本文通过此技术来对宫颈与膀胱间神经反射进

行研究)

本实验以电刺激大鼠宫颈#模拟宫颈炎时痛觉冲动信号在

神经系统的传递#结果在同侧膀胱能记录到较为恒定的动作电

位#且波的形态较稳定)膀胱的肌电活动波可被宫颈组织内注

入的神经冲动传导阻滞剂利多卡因所阻滞#使其潜伏期延长#波

幅下降(而注入生理盐水后膀胱肌电活动波无明显变化#说明宫

颈的肌电活动可被利多卡因封闭)处死大鼠后膀胱肌电活动波

消失#刺激宫颈于股四头肌和刺激上腹壁于膀胱均未记录到肌

电活动波#说明电刺激宫颈于膀胱所记录到的肌电活动是通过

神经兴奋传导引起#而非刺激电流的直接扩散#也不是动作电位

通过二分初级感觉纤维的逆向传导*

"!

+

)因此本文认为宫颈与

膀胱间存在神经反射联系#即宫颈
7

膀胱反射#

:AcA?A5?4

等*

"!

+认

为此种反射是通过神经机制实现的)

P)>>45)6

等*

"%

+通过刺激

大鼠子宫,阴道等盆腔脏器
"(46

后可在膀胱低压时引起其逼

尿肌收缩(充盈高压时则使其逼尿肌的收缩幅度降低#出现排尿

性收缩抑制#均认为是通过神经交互作用实现的)

于
Q

#

!

Q

/

横断颈髓后#同强度电刺激宫颈#膀胱的肌电

活动无显著变化#而处死大鼠后膀胱肌电活动消失#说明脊上

神经中枢可能参与宫颈
7

膀胱间的神经反射#但影响很小#反射

弧应该位于颈髓以下的脊髓中枢#宫颈与膀胱间的反射是一种

内脏
7

内脏反射)破坏
:

"%

!

+

#

交感神经干后#膀胱肌电活动

波的潜伏期明显延长#波幅明显下降#证实腰交感神经是此反

射的一个传入通路#这与宫颈的感觉传入纤维相吻合)将
+

/

!

E

%

副交感神经切断后#原膀胱肌电活动波基本消失#不仅证

实副交感神经是此反射联系的通路#而且在此神经反射中起最

主要的作用)宫颈和膀胱接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双重

支配#大鼠交感神经中枢位于
+

"

!

+

!

#副交感神经中枢位于

+

/

!

E

"

(副交感神经的脊髓中枢对排尿起主导作用#而交感神

经的脊髓中枢对排尿影响较小#与本实验观察到的交感神经和

副交感神经对膀胱肌电活动的影响是一致的)说明宫颈与膀

胱的感觉神经支配在脊髓部分有相似的节段分布)现已经证

实副交感自主神经核内及其附近的神经元对来自脏神经的自

然和电刺激可发生反应*

"&

+

)据此有理由推测至少来自两个器

官的伤害性神经传入通路在中枢神经系统存在汇合或重叠(可

以认为接收一个内脏器官&如宫颈'和另外一个内脏器官&如膀

胱'的伤害性传入的神经元可能在脊髓内有显著的重叠(当宫

颈受到刺激时#经走行在交感与副交感纤维的初级感觉传入纤

维传入腰,骶髓背联合核#通过内脏
7

内脏反射引起支配膀胱的

神经元兴奋#导致膀胱功能改变#从而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

本实验通过电刺激大鼠宫颈可诱发膀胱的肌电活动#可能

是宫颈与膀胱间的神经反射所引起的#属于脊髓固有的一种内

脏
7

内脏反射#而脊上神经中枢对之影响较小)交感副交感神

经对宫颈膀胱间的神经反射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副交感作用较

为重要)在宫颈炎时出现膀胱功能异常也可通过来自宫颈和

膀胱的伤害性感觉传入通路在脊髓有汇合及重叠的现象来解

释#即对宫颈的伤害性刺激可能同时逆向激活了膀胱的伤害性

传入通路或激活膀胱的传出通路#因此临床上部分
19]

女性

多患有慢性宫颈炎#可以认为宫颈炎可能在
19]

发生中占有

一定作用)其主要机制是通过神经反射实现的#提示在女性

19]

治疗中应重视其生殖道炎性反应的控制#抗胆碱能制剂

可望取得一定疗效#但有待进一步临床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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