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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对人黄鱼内耳的形态
、

听神经分枝及听斑的分布进行一系列的观察研

究
,

探讨矢耳石腹面之蛾鲜形
“

印迹
”

的山来及其与听神经后枝在球囊腹面分别构成的前
、

中
、

后三个听斑间的关系
。

关健词 大黄负
.

内耳
,

矢耳石
,

听斑

大黄鱼了尸s e “ d os ic ae n a c or ce a) 内耳矢耳石腹面蟠蚂形
“

印迹
”

的形态特征历来是分类依

据之一
〔’ ..21 ” 〕 ,

颇受重视
。

但对
“

印迹
”

的由来
、

听神经的分枝
、

听斑的分布等内耳之构造的研究迄

今乏人问津
。

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

1 结 果

1
.

1 内耳的形态

大黄鱼内耳可分为椭圆囊和球囊两部分
。

椭圆囊狭小
,

具 3个半规管
,

每一半规管的一端均

具一壶腹 (又称姗 )
。

椭圆囊前端与前壶腹及侧壶腹连接
,

后端细小
,

与总脚 (又称共管 )相接
,

位于

中脑和小脑侧叶的外侧
,

恰在前半规管和后半规管的下方
。

前半规管位于内耳前上方
,

前端膨大

者称前壶腹
,

和椭圆囊相连
,

后端稍扩大
,

与总脚相连
。

后半规管位于内耳后上方
,

上端与总脚及

前半规管的后端相连
,

下端膨大为后壶腹
。

与侧半规管的后端及椭圆囊相连
。

侧半规管位于内耳

下侧方
,

前端膨大为侧壶腹
,

与椭圆囊的前端相连
,

后端与后半规管的后壶腹相连
,

并与椭圆囊

及总脚的基部相通
! . 1。

总脚顶端是一盲囊
,

基部与椭圆囊相通
,

左右总脚以薄膜相连 (图 1
,

2
,

6)
.

球囊非常发达
,

占耳腔的大部
,

长约为前半规管和后半规管最宽距的 1
.

5倍
,

体积约为椭圆

囊体积之3 0一 40 倍;背视三角形
,

侧视卵形
,

囊壁透明
,

薄膜状 ;前部膨大
,

边缘广弧形
,

后部渐细

小
,

后端钝尖
。

椭圆囊的后部与球囊前背方内侧毗连且相通
。

左右球囊之后部内侧被基枕骨突起

所隔
。

球囊后部内侧背方具一附肢状的瓶状囊 (又称听壶 )
。

瓶状囊细小
。

略侧扁
,

与球囊相通
,

左

右互相靠近
,

但不相遇
,

中为基枕骨突起所隔
『3
朋飞图 1

,

2
,

3
,

6)
。

1
.

2 耳石的位置和形态

大黄鱼内耳具耳石 3块
,

2块甚小
,

1块很大
。

微耳石 (又称小耳石 )细小
,

平扁
,

楔形或
“

T
”

形 ;

前端较宽
,

向后渐狭小
,

后端圆钝
,

边缘具细弱锯齿
,

腹面具一凹槽 (图4 D )
,

位于椭圆囊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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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耳石很大

,

略呈盾形
,

几满盛于整个球囊中 ;前缘宽圆
,

后缘尖突
,

外缘广弧形
,

其后方近

后缘处具
·

深凹
,

内缘浅弧形
,

前方二分之
·

处及后方二分之
一
处各具

·

浅凹
,

两浅凹间具锯齿

状突起 3一4个
。

背面具许多颗粒状突起
,

随鱼体年龄增大而愈合成不规则隆起
,

外侧厚而高隆
,

外

缘圆凸
,

菱形 ;内侧扁薄
,

边缘锐利
,

内侧背面具6一 8峙状隆起
,

有些内延与内缘相交
,

形成锯齿形

突起
。

腹面较窄
,

中央具一蟠抖形印迹
,

可分
“

头
”

区和
“

尾
”

区
。 “

头
”

区昂仰
,

长圆形
,

伸达前缘
,

与

外缘及内缘相接
。 “

尾
”

区为一斜直浅沟
,

紧接
“

头
”

区后方 ;前部为一纵行浅沟
,

后端扩大
,

为一球

形浅凹
,

弯向外缘
,

中央常具圆形突起 ;
“

尾
”

端边缘与耳石后缘
、

外缘及内缘相邻
。 “

尾
”

区前部内

侧在内缘前
、

后二凹缺之间具一新月形浅沟
,

称为边缘沟 (图 4 A
,

4 B )
.

星耳石肾形
,

侧扁而薄
,

位于瓶状囊内
,

较微耳石略大
,

外缘广弧形
,

密具微细缺刻
,

前方三

分之一处具一深长裂缝 ;内缘凹人
,

后方三分之一处具一三角形突出 ;腹面光滑
,

微隆起 ;背面略

陷人 (图 4 C )
。

1
.

3 内耳的神经分布及听斑分布

第八脑神经的总支由延脑侧面发出
,

分为前枝和后枝
。

前枝 (
r a m u s a n t e r i o r o f n

.

V l l l )向前外侧延伸
,

分为3小枝
。

一为前壶腹分枝 ( b r a n e h o f

a n et ir or
a

m p ul la )
,

伸达前壶腹的腹面
,

其端部又
·

分为二 ;另
礴

为侧壶腹分枝 (b ar n c h of

l a t e r a l a m p u l l a )
,

伸达侧壶腹 :第三为椭圆囊分枝 (b
r a n e h o f u t r i e u l u s

)
.

伸达椭圆囊前部腹

面
,

在与微耳石相接触之感觉上皮处分为许多细微小枝
,

形成椭圆囊听斑神经丛 (p le x u s m a c -u

l a u t r i e u l u s
)与椭圆囊听斑 (m a e u l a u t r i e u lu s )相对

。

听斑则与微耳石腹面之凹沟相对
。

后枝 (
r a m u s p o s t e r i o r o f n

.

V l l l )粗壮
,

分为2分枝
。

1
.

第一分枝称球囊听斑分枝 (b
r a n e h

o f m a e u l a s a e e u lu s o f r a m u s p o s t e r i o r
)

.

它向后外侧延伸于球囊腹面的大部份
,

先分为 2小

枝
:

(1 )前小枝在球囊腹面前方分成许多树枝状细枝及细小枝
,

密布如网
。

形成球囊前听斑神经

丛( p l e x u s a n t e r i o r
m a e u l a o f s a e e u l u s )

,

与球囊前听斑 ( a n t e r i o r
m

a e u l a o f s a e e u lu s
)相对

,

此听斑颇大
,

几占球囊底面二分之一
,

正与矢耳石腹面上蟒抖形印迹之
“

头
”

区相对 ; (2) 后小枝

沿球囊腹面内侧后方伸展
,

在中部向外侧分出3
·

4细枝
,

细枝联成网状
,

形成球囊中听斑神经

丛 (p l e x u s
m e d i a n m a e u l a o f s a e e u lu s

)
.

并与球囊中听斑 (m e d i a n m a e u l a o f s a e e u lu s )相

对
,

中听斑长弧形
,

紧接球囊前听斑后方
,

与矢耳石的蟒鲜形印迹的
“

尾
”

区前部相对 ;后小枝向

末端延伸
,

渐细
,

在球囊腹面后内侧分为网状细枝
,

形成球囊后听斑神经丛 ( p le x u s p os t er ior

m a e u l a o f s a e e u l u s
)

,

与球囊后 听斑 (p o s t e r i o r
m a e u l a o f s a e e u l u s )相对

。

2
.

后枝的第二分

枝较细
,

称瓶状囊分枝 (l a g e n a b r a n e h o f r a m u s p o s t e r i o r
)

,

沿球囊背面内方向后延伸
,

先向外

侧方分出一后壶腹分枝 (b
r a n e h o f p o s t e r i o r a

m p u l l a o f r a m u s p o s t e r i o r
)至后壶腹

,

再向后

抵达球囊后背方之瓶状囊
,

在瓶状囊内侧分为许多网状细枝
,

形成圆形之瓶状囊听岭神经

丛 (p l e x u 。 e r e s t l a g e n a )与瓶状囊听峙 (
e r e s t l a g e n a

)相对
,

听峙则与星耳石之凹面相对
。

(图3
,

5 )
。

2 讨 论

大黄鱼 内耳球囊的矢耳石很发达
,

儿占内耳各质的大部
,

耳石腹面具 一蟠蚌形
“

印迹
”

尤为

特殊
,

第八脑神经 的后枝在球囊腹面分别构成前
、

中
、

后三个听斑神经丛
,

听斑神经丛又与

前
、

中
、

后三个听斑相对
,

听斑神经丛在与听斑所接触之感觉 仁皮处均密布神经细枝和毛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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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

前听斑神经丛圆形
,

最大 ;中听斑神经丛长圆形
,

中大;后听斑神经丛最小
,

球形
,

三者互相联

接
,

形似蟒抖
,

而腹面紧贴于听斑上的矢耳石之蟒蚌形印迹正好与3听斑的位置相对应和吻合
。

因此
,

矢耳石的蟒鲜形
“

印迹
”

之由来是与第八脑神经的分枝所形成的听斑神经丛及与其相对应

的听斑之分布有着密切关系
。

内耳的机能是司平衡和听觉
。

许多鱼类如鲤
、

缝
、

鱼翩和 日本睛
,

其椭圆囊较发达
,

等于或大于

球囊
,

瓶状囊末分化
,

与球囊连续
。

但大黄鱼球囊非常发达
,

比椭圆囊大好几十倍
,

后延占整个耳

腔的大部
,

瓶状囊明显分化
,

位于球囊背部后方内侧
。

此外鲤
、

琏
、

鱼濒均以星耳石为最大
,

微耳石

次之
,

矢耳石最小
。

在许多硬骨鱼类
,

球囊不甚发达
,

矢耳石尖长
,

与星耳石同在一球囊内
,

上下

交叠
,

一般具 3个听斑 (峙 )( 1个在椭圆囊
,

2个在球囊 ;) 但在大黄鱼矢耳石巨人
,

盾形
,

满盛于整个

球囊中
,

具 6个听斑 (峙 )( 椭圆囊和瓶状囊各1个
,

3个在球囊 )
,

星耳石小
,

仅稍大于微耳石
,

微耳石

最小 (图 3
.

4
,

5)
.

如众所知
,

大黄鱼以发声闻著
,

特别是在生殖季节
,

雌鱼和雄鱼均能依靠声肌 (又称鼓肌 )的

收缩压迫内脏
,

使缥壁共振
,

发出
“

呜呜
” “

咯咯
”

的叫声
,

音调高朗
,

在水面上即可听到
{污工

。

水中低

频率的机械震荡
,

声浪或鱼群的鸣声
,

随水流在鱼体口腔或鳃腔附近的耳囊外壁产生震荡
,

由外

淋巴
、

球囊
、

内淋巴而达各听斑
,

经第八脑神经传入中枢
. ” , 1。

大黄鱼发声的生物学意义一般认为

是用来作为连络的方法
,

在生殖时期是作为鱼群集合识别的信号
,

因而听觉器官之感觉甚为玉

要
。

大黄鱼具有发达的球囊
、

巨大的矢耳石和听斑数目的增多
,

及瓶状囊的分化
,

与其发声的机

能直接有关
,

均为适应水中听觉之需
,

因此认为大黄鱼对声浪之感觉较其他鱼类为强
。

大黄鱼的

内耳可以认为是一特别化类型
。

朱元鼎教授曾参加内耳的部分解剖工作 ;本文承苏锦祥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

作者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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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内耳背视 ; 2 内耳腹视;3 球囊后端背视 (左侧去除瓶状囊听斑
,

示星耳石 ); 4 右侧耳石
:

A 矢耳石 背视
,

B 矢耳石腹

观 C 义耳石 背视
.

D 微耳石腹视 ; ` 球食腹视(示 第八脑神经的分布 :) 6 内耳侧视
`

I
’

1 9 、
.

1 D o r s a l v i e w o f i n n e r 。、
: 一 ; Z V e n t r a l v i e w o f i n n e r e a r ; 3 D o r s a l v i e w o f

P o s t e r i o r e n d o f s a e e u l u s (l e ft s id e w i t h r e m o v a l o f m a e u l a l a g e n a , s h o w i n g a s t e r i s e u s
): 4

r i g h t o t o l i t h s : A d o r s a l v i e w o f s a g i t t a ,

B v e n t r a l v i e w o f s a g i t t a ,

C d o r s a l v i e w o f

a s t e r i s e u s ,

D v e n t r a l v i e w o f l a P i l u s : 5 V e n t r a l v i e w o f s a e e u l u s (s h o w i n g b r a n e h e s o f t h e

n
.

V l l l ) : 6 1
」 a t e r a l v i e w o f i n n e r e a r

·

a 第八脑神经前枝前壶腹分枝 ; a a
前企腹 ; al 倒壶腹 ; al b 侧壶腹分允

a m 前缘 ; a m s 球囊前听斑神经丛 ; a p 后壶

腹 : a s t 星耳石 : b l a 小脑: e a 前半规管: e e 总脚; e
h 大脑 : e l 侧半规管: e p 后半规管: e 第八脑神经 的后枝 : e p i

脑上腺 (松果体 ); f 第八脑神经后枝后壶腹分 ; af
n
第一夸神经 h 第八脑神经后枝球 t 听斑分析 ; h e 研科形印迹的

“

头
”

区 ;

i 椭圆囊听斑神经丛 ; i m 内缘 ; af 瓶状囊; lac 中脑 (视叶 ;) 1饰
.

第八脑神经后枝瓶状囊分枝 ; i1 间脑下叶 ; m
c 小脑侧

叶 ; m g 边缘沟; m l 瓶状囊听哈神经丛 ; m m s 球囊中听斑神经丛 ; c1 嗅食U 嗅叶; 。 n 嗅神经 ; 。 m 外缘 ; 叩 n 视神经 ;

p b 脑下垂体 ; p m 后缘 ; p m s 球囊后听斑神经丛 ; r a
第八脑神经的前枝 ; 8 球囊 ; 。 c

奋做 ;gs t 矢耳石 ; s v 血管囊; at

琳科形印迹的
..

尾
”
区前部 ; nt 三叉神经 ; tP 研坪形印迹

“

尾
“

区后端 ; u 椭圆 ;t
v n 迷走神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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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of
r m e r h a s t h r e e s e m i e i r e u l a r e a n a l s , e a e h h a s a n a m P u l l a

.

T h e r e 15 a s m a l l

s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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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k e s t r u e t u r e
,

n a m e d l a g e 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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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n t h e P o s t e r i o r e n d o f t h e l a t t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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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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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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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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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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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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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n e r v e V l l l (a u d i t o r y n e r v e )15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w o m a i n b r a n e h e s , r a m u s a n t e r i o r a n d

r a m u s p o s t e r i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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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r a m u s P o s t e r i o r 15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w o b r a n e h e s
.

T h e if r s t ur
n n i n g o n t h e v e n t r a l s u r

af e e o f t h e s a e e u l u s a n d b e i n g

s u b d i v id e d i n t o t w o b r a n e h l e t s : t h e a n t e r i o r o n e ,
n a m e d P l e x u s a n t e r i o r m a e u l a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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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 e r e t h e a s t e r i s u s l i e s
.

A s m e n t i o n e d a b o v e
,

t h e P o s t e r i o r m a i n b r a n e h o f t h e a u d i t o r y n e r v e fo r m s

r e s p e e t i v e ly
,

t h e p l e x u s o f a n t e r i o r
,

m e d i a n a n d P o s t e r i o r m a e u 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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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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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o d u e t i o n o f t h e g r e a t y e l l o w e r o a k e r 15 w e l l
一

k n o 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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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h e b r e e d i n g s e a s o n b o t h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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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h e s o u n d w a v e t r a n s m i t t e d i n

w a t e r e a u s e s t h e a u d i t o r y e a p s u l e t o v i b r a t e i t P a s s e d fr o m t h e P e r i l y m p h t o t h e m a e u l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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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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