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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成瘾行为的脑机制及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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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药物成瘾是脑内相关核团和细胞在药物反复作用下发生适应性变化的时间依赖过程
1

成瘾的适应性学说

从 ∋ &2 ∗水平调节
、

阿片和多巴胺受体与 3 蛋白家族祸联等方面
,

为成瘾形成机制提供了最基本的生物学范畴的

理论解释
。

实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从给药到耐受
、

敏感
、

依赖
,

再到撤药症状的生物变化过程
。

然而
,

阐明

从急性给药到特殊脑区持续性的适应机制仍然是当前成瘾研究最具挑战性的目标之 一
。

关键词 药物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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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成瘾是反复给药后
,

脑内相关神经元为对

抗药物急性 强化作 用 !67− . 8, 6∋ 7

97 .( ∀而发生适应性

变化 !7: ); ()(−
, .∀ 的过程 <0=

。

急性给药后数分钟至数

小时
,

药物可通过不同机制使相关脑区多 巴胺 !> & ∀

含量增加
,

从而抑制脑 内多种类型神经元 内环磷酸

腺昔 !∋ & 2∗∀酶活性
。

而慢性反复给药数 日至数年
,

脑 内 多 种 核 团 特 别 是 边 缘 中 脑 多 巴 胺 系 统

!97
?, ≅−9 饭∋ : , ;)9 −. 7 ?Α ?(7 9

,

2 Β>? ∀相 关 核 团

则发生持续的对抗性适应反应
,

包括
∋ & 2∗ 信号通

路
、

阿片类受体和 > & 受体活性
、

多种神经元之间递

质活动 的相应变化等
。

适应性变化的潜在机制之一

可能是转录调节 因子引起的基因表达的改变
,

这种

改 变 在 边缘 中脑 腹 侧被 盖 区 !Χ7 .

(6)≅
(7 Δ 9 7. ()≅

)67
) ,

Ε Φ & ∀的 > & 能 神 经 元及其投射 区 伏 隔 核

!. Γ∋ ≅7 Γ ? )∋ 7

Γ9 Η7 . ? ,

Ι & 7 ∀尤为突出 <
,
’=

。

> & 或吗

啡 受体 与 3 蛋 白家族的 祸联 !67 77 ; (, 卜3 ; 6, (7− .

∋, Γ∗ +.Δ ∀及受体后信号系统效应
,

仍然是成瘾脑机

制研究活跃的领域
。

阐明从急性给药反应到特定脑

区持续性的长时程适应性变化的机制
,

是 当前成瘾

研究最具挑 战性 的 目标之 一
。

长时程 戒断 !≅,. Δ ϑ

(, 69 )Η ?(− .7 .∋ 7∀ 过程中记忆系统和下丘脑 一垂体一肾

上腺轴活动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

0 细胞分子水平的适应性变化

神经元的适应性变化有的存在 时间较短 !数小

时至数 日∀
,

与相对短暂的表现如躯体撤药症状及药

物敏感性的变化有关
Κ
有的则存在时间较长 !数 日至

数 年 甚 至 终 身 ∀
,

可 能 与 持 久 的 药 物 渴 求 !: 6Γ Δ

∋

6)Χ −. Δ ∀等表现有关
。

目前 的研究提示
#

神经元适应

性变化主要与 ∋& 2 ∗通路功能上调
、

受体一 3 蛋 白祸

联及基因表达改变有关
。

Β ≅ ∋ &2∗ 通路功能上调

阿片类药物可使神经元内 ∋ &2 ∗信号转导通路

活动增强
,

包括腺昔 酸环化酶 !& Λ ∀
、 ∋& 2∗‘依赖蛋

白 激 酶 & !7 & 2; ‘: 7
拌

. : 7. ( ;6, (7 −. Μ− . )? 7 &
,

∗Ν & ∀及相关分子浓度 的增加
,

以对抗阿片类药物对

神 经 元 的 急 性 抑 制 作 用
。

撤药 后
,

已 被 上 调 的
∋ & 2Ο

〕

通 路仍然维持其功能的亢进
,

从而引发机体

相应的依赖和撤药症状
。

初级感觉神经元在撤药时
∋ & 2∗通路上调

,

可使蓝斑 !≅,∋ Γ ? 7 7 6Γ ≅7 Γ ? ,

ΒΛ ∀谷

氨酸能神经元活动增强
,

并激活非选择性 阳离子通

道
,

使其内在放电频率增加
。

基于 ΒΛ 的细胞及生化

同源性的特征
,

研究发现阿片制剂慢性给药选择性

上 调 两 种 & Λ# & Λ
,

和 & Λ
Χ , Ο%0

。

向 ΒΛ 直 接 注 人
7 & 2; 反应元件结合蛋 白 !

∋& 2 ; 67 ?; , . ?7 7 ≅79 7 . (

Η −. : −. Δ ; 6, (7 −. ?
,

7ΠΘ
4 ∀ 的 反 叉 低 聚 核 普 酸

!). (− ?7 . ?7 , ≅−Δ ,

.Γ∋ ≅7 , (− : 7 ?∀ 能 阻 止 吗 啡 诱 导 的

& ∋Χ 9 增 加
,

因而 &∋Χ
≅。上调 有 可能 由 ΛΠΘ 4 介导

。

但 & ∋≅ 和 ∗ Ν & 亚单位的上调似乎并不依赖 ΛΠΘ 4
,

其诱导机制 尚未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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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 7 在慢性给予阿片制剂
、

可卡 因或酒精时也

发生 ∋ & 2 ; 通路上调 00, 〕
。

有报道表 明
,

慢性给予阿

片制 剂 或 兴奋剂 可改 变 Ι & ∋
及相 关纹状体 区的

Λ Π Θ 4 的磷酸化或 Λ Π Θ 4 表达 <?1 “=
。

阿片肤基 因含有

7& 2; 反应元件 !7 & 2 ; 67 ?; , . ?7 7 ≅79 7 . (
,

ΛΠΘ ∀
,

其可能是慢性给药后 Λ Π Θ 4 调节的潜在靶 区
。

慢性

给药也可使 Χ Φ & 和 导水管周 围灰质 !;7 6− )Ω Γ 7 : Γ ()≅
Δ6)Α

,

∗&3∀ 3 & 4 & 能 神经元
∋& 2 ; 通 路上 调 ≅Τ, ‘」

。

在撤药时引起 Λ & 4 & 释放增加
,

并减 弱相 关的 > &

能和 ∃一经色胺 !∃一Ξ Φ ∀能神经元的放电
,

从而导致躯

体
、

情绪和动机等方面的撤药症状
。

Β ς 受体一3 蛋白祸联

阿片和 > & 受体是阿片类药物急性作用的关键

中介
,

同属受体一3 蛋 白 !鸟嚓吟核昔酸结合蛋 白∀

藕联家族
。

给予相应的受体激动剂后
,

其祸联效应

在短时程 内可发生复杂的脱敏及下调
,

可能缘于受

体的磷酸化 <=
。

另一种可能机制是 3 蛋白亚单位或

其它一些 3 蛋 白功能调节蛋 白发生 了适应性变化
。

有证据表明
,

。 Ψ, 蛋 白的 ) 亚单位可启动阿片 与几

样 > & 受体的藕联机制
,

但在某些特定脑区慢性给

予 阿片类药物 或可卡 因时
,

其表达程度降低 <Ρ=
。

其

它方式的 3 蛋 白
)
亚单位适应性变化也有报道

,

如

调节 3 蛋白 ) 亚单位功能的蛋白
,

包括 3 蛋 白的;
、

Ζ

亚单位和 3 蛋 白信号 转 导调 节 因子 !67 Δ Γ≅ ) (, 6? ,8

3 ;6, (, −. ?−Δ . )≅ −. Δ
,

Π 3 Υ ∀
。

Π 3 Υ 可 能通过激活
)

亚单位 内三磷酸鸟昔酶 !Λ Φ ∗酶 ∀的活性而调节
)
亚

单位功能 <≅=
。

近来已发现至少 05 种与调节 [ Ψ, )

亚单位 功能有 关
、

并 在脑 内呈 高度 特异性 表 达的

Π 3 Υ 蛋白异型 00
。

Β  长时程适应机制

实验证据 已经提示 了一些十分重要 的可能性
#

长时程适应包含 了多种神经递质
、

受体
、

离子通道
、

蛋 白激酶活性及其基因表达的改变
。

并且这些改变

最终可导致受体状态
、

突触传递 以及神经元结构的

可塑性变化
。

慢性给药 时
,

相 关脑 区神经元转录调

节 因子 ∴,
? 和 ]Γ. 家族对多种蛋 白的诱导作用弱化

Κ

同时一种新 的 ∴,
?
样蛋 白一慢性 ∴,

? 相关抗原 !∴,
?一

67 ≅)(7 : ). (− Δ 7. ? ,

∴ Π & ? ∀逐渐 聚集
。

∴Π & ? 为 ∴, ?4

片断的异构体
,

基于反复给药后它们在脑 内的聚集

及其生物活性状态的稳定性
,

而被认为可 能是长时

程适应的分子开关 <0
。

亦有相 当的证据表 明
, ∋& 2∗

转录调节因子 Λ Π卫4 可能是启动长时程适应的另一

个有效环节 <0 ’=
。

这些长时程适应过程与长时程记忆

!≅, . Δ 一(7 69 9 79 , 6Α ∀的保持
、

激活或启动 的细胞分

子机制极其相似
,

因而正在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关注
。

谷氨酸的活动可能在对抗药物持续耐受和敏感

性方面发挥作用
。

Ι <ϑϑ 甲基一>
一

天冬氨酸 !Ι 2 > & ∀受

体拮抗剂 ∗7 ∗ !∗+
7. ∋Α ∋ ≅−: −. 7 ∀和 2玲∃ 0可 强化和

激活成瘾反应00 〕
。

在慢性给予 阿片制剂
、

可卡 因或

酒精后
,

Ε Φ & 中 > & 能神经元对
) 一氨基轻甲基恶哇

丙 酸 !& 2& ∗∀ 受体 刺 激 的 反 应性 增 强
,

该 区域

& 2∗ & 受体亚单位表达增加 <≅ ’=
。

采用病毒载体基因

转移方法
,

选择性增强特异性 & 2∗& 受体亚单位的

表达
,

同样使实验动物对吗啡 的强化效应和运动激

活作用的敏感性提高00 %〕
。

成瘾的一些持续性表现可

能还 与某些神经营养因子有关 <, ”=
。

将神经营养 因

子直接注人特定脑区
,

可阻止和反转慢性给药后发

生的特异分子适应性变化
。

另外
,

慢性给药可改变

神经营养因子信号联激反应过程中一些相关蛋白的

浓度
。

成瘾行为与脑

从成瘾表现中复杂的认知
、

情绪和动机成分
,

可

以推测适 应性变化还可能 发生于 2Β> Υ 以外 的其

它脑 区
。

由于各脑 区存在复杂 的细胞异源性
,

尚未

能 以生化方法确定它们的适应性改变
。

对不同脑区

在成瘾过程 中的作用
,

目前资料基本来 自行为与药

物强化作用之间关系的研究
。

成瘾与非成瘾脑之间

的 比较发现
,

成瘾脑在代谢活动
、

受体的效能
、

基 因

表达
、

对环境提示 的反应方面均有 明显异常 <0 Σ0
。

另

外
,

临床研究 表明可卡 因或兴奋剂滥用引起持续的

神经和精神损伤
,

并 可能引起神经元变性
。

包括多

部位或全皮层缺血
、

出血
、

梗死
、

眼神经病
、

皮层萎

缩
、

识别损伤
、

情绪和运动障碍
。

表现为认知能力及

动机缺陷
、

视力损伤
、

行为去抑制
、

注意缺陷
、

情绪不

稳
、

抑郁
、

缺乏快感和持续的运动障碍等<≅Τ≅
。

1 0 相关脑区及功能回路

用 Σ一轻 > & 分别损毁 Ι & ∋ 和 Ε Φ &
,

观察对可卡

因静脉 自身给药 !?7 ≅8ϑϑ ): 9 −.− ? (6 )(−, . ,

Υ & ∀行 为 的

影 响 <≅ 50
,

发现 Ε Φ & 中 > & 能神经元投射到前额叶皮

层 !∗67 86,
.
()≅ ∋, 6(7

⊥ ,

∗∴Λ ∀和嗅结节的 > & 能纤维

也被破坏
,

并也对可卡因的 Υ & 产生影 响
,

即 ∗∴℃中

> & 能受体也部分介导可卡因的强化作用
。

在研究

海马与强化作用的关系时发现
,

初 次用药的 !. )≅ Χ7 ∀

大 鼠能很快建立强啡肤 & 在海马 Λ&  区的颅 内 Υ &

行为 <≅ ’=
。

如果同时给予非选择性阿片制剂拮抗剂纳

络酮 !. )≅ ,⊥ , .7 ∀可阻止颅 内 Υ & 发 生
,

进一步研究

证实海 马 Λ &  区 卜 阿片受体是阿片制剂 的重要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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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0 ‘=
。

而将 Β 卜& ≅)ς 一2 7 (ϑϑ 脑啡肤 !人工合成 的长效

脑 啡肤 类 似 物 ∀直 接 注 人 外 侧 下 丘 脑 !≅)(7 6)≅

+Α ;, (+ )≅ )9 Γ?
,

ΒΞ∀ 后部也具有 强化作用
,

纳 络酮对

其也有阻断作用 <=
。

近 来的 观察还 提 出泛 杏仁核 结 构 !7⊥ (7 . :7 :

)9 ΑΔ : )≅ )∀

—
基底 前脑 !Η)? )≅ 8, 67 Η 6 )≅. ∀ 内几个

形态学
、

神经化学和纤 维联 系上具有相似性 的结

构
,

与药物的急性强化作用和慢性适应性变化都有

关 <0
,

=
。

主要 包括 Ι & ∋
壳和杏仁核 中央核 !Λ Ι & ∀

。

它们接受来 自杏仁核基底外侧
、

额叶皮层和海 马的

神 经输 出并 向腹 侧苍 白球 中间部 分及 Β Ξ 投射
。

Ι & ∋
壳中 > & 参与 大多数滥用药物 的急性 强化作

用
。

ΛΙ & 的 3 & 4& 能和阿片能机制可参与酒精的

急性强化作用
。

Λ Ι & 还可参与脑奖赏系 统的适应

性变化
。

慢性给药能改变杏仁核 中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释放因子和阿片促黑激素皮质素原的基因表达
,

可能有长时程维持致敏状态的作用
。

另 外有 些条件性位 置偏 爱 !∋, .: −(− ,
.7 : ∗≅ )∋ 7

; 67 87 67 . 7 7 ,

7 ∗∗∀实验结果 <, , = 也 表 明 Χ Φ &
、

Ι & ∋ 、

Β Ξ
、

∗& 3
、

海 马
、

∗∴Λ 内侧
、

被盖脚桥核 !;7 :Γ.
∋Γ≅ ,ϑϑ

加
. (− . 7 (, Δ97

.
()≅ .Γ∋ ≅7 Γ ? ∀参与药物强化作用

。

所有这些脑 区可通过其药物靶受体的激活发挥

强化作用
,

也可通过跨突触作用 间接作用于 2 Β> Υ

产生强化效应
。

大量文献表明 ∗】刃
、

下丘脑和 中脑

等既是脑内主要 自我刺激区又与药物强化作用有

关
,

而 2Β > Υ 及其密切相 关脑 区亦可接受药物和脑

奖赏刺激的共同作用
,

因而认为脑刺激奖赏通路 与

脑强化系统可能有共同的作用位点和机制<%=
。

与强化作用有关的各个脑区可能以它们直接或

间接的传人传出联 系为基础
,

将多种复杂 的功能回

路 与成瘾机 制联系起来
。

∗∴Λ 在 学 习中有重要作

用 Κ
边缘系统所调节的情绪体验或反应可加强学习

模式的建立和维持
Κ
海马不仅与学习记忆有关

,

还对

注意
、

情绪和运动等功能有调节作用
Κ
杏仁核调制情

感进而影响行为
,

且倾向于认为杏仁核 的功能 与动

机性行 为有 关
。

总之
,

2Β > Υ 及其 以外 的功能 回路

可能都与成瘾的行为表现及其机制有关
。

1 相关神经递质与激素

目前已经证实一些具有强化效应的药物通过刺

激 [ & 释放
、

抑制 > & 摄取或直接兴奋 > & 受体而增

强 > & 功能
,

产 生强化作用
。

近来 的研究 <∃= 还发现

Ι & ∋ 中 > & 不仅在食物 和性奖赏刺激下大量释放
,

而且在预示这些奖赏的刺激作用下释放
。

> & 信号

可帮助动物认识并记住得到奖赏和预示奖赏的事

件
,

也包括不愉快的刺激如 电击
。

∗∴’Λ 中 > & 可 能

有延长短时记忆保持时间的作用
。

∃一Ξ Φ
、

兴奋性 氨基酸 !7 ⊥ 7−
()(,
尽 )9 −. , )∋ −:

,

Θ & & ∀
、

组胺
、

胆囊 收缩素 !∋+ , ≅7 7 Α?(, Μ− .− .
,

7 7 Ν∀ 等

也与成瘾有关【 =
。

Ε Φ& 中有 ∃一Ξ Φ  受体
,

能加强 >&
神经元放 电

。

减弱 ∃一 Ξ Φ功能的药物可阻断吗啡
、

苯

丙胺
、

可卡 因形成 Λ∗∗
,

用 ∃
、

Τ一二轻色胺选择性损

毁 Ι & ∋ ?一Ξ Φ能神经末梢可减 弱吗啡的 Λ∗∗ 效应
。

非选择性 Θ Θ & 如谷氨酸
、

天冬氨酸受体拮抗剂犬尿

酸 !Μ Α

_
.− ∋ )∋ −:∀ 抑制 吗啡 Λ∗∗ 的形 成

。

增 强组

胺功能 的药物可减弱吗啡的 Λ ∗∗效应
,

抑制组胺功

能的药物则增强吗啡 Λ ; ; 效应
,

该作用受 >
Ο

受体调

节
。

ΛΛ Ν 通过影响 Ι & ∋ 中 > & 水平而对吗啡强化效

应产生调 节作用
。

激活 ΛΛ Ν , & 受体使 Ι & ∋ 中 > &

释放量增加
,

激活 ΛΛ Ν , 4 受 体抑制 Ι & 7 中 > & 释

放
。

通过对这些神经递质或调质作用的研究也进一

步证实成瘾机制 与 2 Β> Υ 等多个脑 区转 导通路相

关
。

糖皮质激素 !Δ≅ Γ∋ ,∋
, 6(− ∋, −: ? ,

Λ Λ ? ∀对 > & 的影

响又将应激
、

2Β>Υ
、

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轴联系

起来≅Σ,
’Τ=

。

Λ凌⎯? 能加 强精神兴奋剂 的正性强化 作

用
,

切除肾上腺或 给予皮质酮合成抑制剂美替拉酮

!9 7 (Α6)∗ ,. 7∀ 均能减少可卡因的 Υ & Κ 通过测定大 鼠

在新奇环境 下的运动反应
,

将大 鼠分 为高
、

低反应

鼠
,

在高反 应 鼠能而低反应鼠不能建立静脉 Υ & 的

条件下
,

如给予低反应 鼠皮质酮
,

则可使低反应鼠建

立和维持 Υ&
。

3 Λ ?
也影响可卡 因 Υ & 的重建

,

皮质

酮 以剂量相关方式诱导 已戒断可卡因 Υ & 一个月的

动物重获对可卡因的反应
,

而且其有 效剂量范围与

应激反 应后血浆皮质酮水平范 围一致
。

同时
,

3 Λ ?

本身具有强化作用
,

其剂量反应 曲线同其它强化性

药物相似
。

Λ Λ ? 可能通过增加 > & 合成
、

降低 > & 代

谢
、

减少 > & 摄人而增加细胞外 > & 水平
,

也可能通

过 阿片肤
、

Λ & 4&
、

Θ& &
、

∃一0 0Φ等中枢转导机制而影

响细胞外 > & 水平
。

3 Λ ? 还可增加 > & 突触后受体

的敏感性
。

3 Λ Υ 的分泌处于腺垂体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的控制之下
,

在恐惧或焦虑等某些应激状态下
,

来

自边缘系统杏仁核
、

海马等结构的下行冲动可通过

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质系统使体内 Λ Λ ? 增加
。

但 Λ Λ ? 的作用不完全取决于其血浆水平
,

也与先天

的或后天 由应激所诱导 的对其作用 的敏感性有关
。

近 来 发 展 的 转 基 因 !(6 ).
? Δ 7.− ∋∀

、

病 毒 载 体 !Χ− 6)≅

Χ7
∋ (, 6∀ 和基因剔除 !Δ7 .7 Μ .

,∋ Μ,Γ( ∀等技 术使揭示

分子改变与行为表现 的因果联系
、

明确导致成瘾易



 卷

感性 !Χ Γ ≅.7 6 ) Η−≅−(Α ∀个体差异的基 因成为可能≅≅α
。

1  行为学研究方法 < 
,

5一川

基于条件反射基本原理和对药物强化作用与奖

赏系统关系 的认识
,

目前的一些行为学 实验方法从

不同角度模拟人的觅药行为
,

反应药物 的强化能力
。

静脉  实验
!
即动物在麻醉状态下

,

进行静脉插

管
,

并与计算机控 制的  系统相连
,

通常训练动物

完成压杆动作
,

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
,

将药 品注人体

内
,

以 压杆次数或 频率体现 动 物追 求 用 药 程 度
。

∀ 药物辨别 #∃ %&∋ ∃( )∗ %( + (,− .( / , ,

0 0 1实验
!

利用成

瘾药物的辨别 刺激特性
,

训练动物 区别药物与盐水
,

不同药物或药物的不同剂量
,

形成稳定 的辨别行为
,

然后用药物 的不同剂量或其它药物替代
,

依据辨别

行为的 改变分析比较 药物的辨别 刺激特性等
。

2

344实验
!

药物滥用与环境 因素有 关
,

利用穿梭箱式

装置
,

将药物刺激与局部环境条件 #如颜色
、

质地 1相

结合
,

若动物对药物产 生依赖
,

则喜欢呆在伴药侧
,

据此可判断有无药物依赖
。

5活动状态 #6/∗ / + / ./ %

−∗ .( 7( .8
,

9 1测 定
!

某些成瘾相 关药物可改变动物

的 9 
,

利用类似旷场 #/ :; ,<< =( ;6 ∃1 行为实验的装置
,

测定动物在给予不同药物或药物不同剂量后一定时

间 内的 9 
,

分析药物 的作用性质或程度
、

以及不 同

药物之间的作用关系
。

其 中  法很类似人的用药行 为
,

较容易被人

们接受
,

但筛选 中淘汰率较高
,

而且颈静脉插管等的

实验维护较困难
,

因而成功率较低
。

0 0 实验由于对

动物进行了严格的辨别训练
,

所以模型较稳定
,

敏感

性较高
,

且可定量分析
,

但实验周期长
。

344
、

9 实

验周期短
,

简便易行
,

不受操作式行为要求 的影 响
,

便于分析比较
,

虽然可能的影响因素较多
,

但仍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另外
,

因为成瘾与学习记忆有

着密切关系
,

因而研究学习记忆 的动物行为学模 型

如 > / ,( )
水迷宫等也可能应用于与成瘾相关的行为

学研究 中
。

敏和下调等
,

转录调节 因子所 引起的基因表达 的改

变则可能为持续时间或长或短的适应性变化 的潜在

机制
,

调节 > 90 的谷氨酸能神经传 导的适应性变

化及神经营养因子信号联激在慢性给药时的改变也

与成瘾机制有关
。

尽管对细胞分子水平的各种适应

性变化与成瘾行为的因果联 系还不十分清楚
,

但对

与成瘾有 关的多个脑区
、

多种神经递质 的行为学研

究结果表明
,

多个 脑功能 回路参与成瘾形成
,

海马
、

杏仁核
、

下丘脑
、 4?3 是研究较多得到证据也较多 的

相关脑区
。

多种神经递质或调质的作用与它们的受

体在相关脑区的分布及对 >90 中 0  水平的影响

有关
。

同时环境 因素如应激事件又通过 3 3 )
及其与

>9 0 的相互作用等参与成瘾机制
。

最新的实验证

据提示
,

药物渴求
、

复吸行为与记忆的激活
、

应激状

态下皮质激 素水平的变化 以及 > 90 活动 的改变

有关
。

来 自基础研究的证据还表 明
,

糖皮质激素对

环境事件和心理事件的反应是敏感的
,

它可以调节

基因转录
、

改变细胞膜状态并促进记 忆信息的储存

和提取
≅
其受体在脑中分布广泛

,

于皮层下核团尤其

在边缘系统密度较大
,

与情绪
、

情景或无意识记忆活

动有关
。

记忆和应激等心理行为影 响因素在未来成

瘾研究 中的价值正在引起高度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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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一九九九学术年会纪要

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九九学术年会于 0Ρ ΡΡ 年 0 月 05 日至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听涛宾馆举行
。

本次大

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承办
,

参会代表共计 0 Τ 人
,

其中高等院校教师及科研机构科研人员 Τ% 人
,

中小学 !含教研机构∀教

师 0Ρ 人
,

研究生 0% 人
。

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Σ∃ 篇
,

其中高等院校教师提交了论文 ∃ 篇
,

中小学教师提交大论文 Ρ 篇
。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华山教授主持
,

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必隐教授代表专业委员

会致开幕词
。

本次会议通过大会报告
、

分组报告及分组讨论等形式
,

对自中国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 0 ΡΡ∃ 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后

四年来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汇报和交流
。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一
、

学习与教学

学习与教学是教育心理学的传统内容
,

同时也是核心内容
。

本次会议论文报告主要涉及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的最新研究成

果
、

研究方法
,

如张必隐等的《中文双字词在心理词典中分解贮存的脑诱发电位研究》
、

陈琦等的《对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几

点思考》
、

伍新春等的《学习理论的演变与教学改革》
、

孙煌明的《中学生考试失败结果的复合原因与责任判断的归因后果》等
。

在学科教学方面
,

代表们从语文
、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英语
、

体育
、

历史甚至经济学等各个学科对教学规律
、

教学理论和方法进

行了探索和研究
,

如姚梅林等《初中生英语词汇记忆策略的研究》
、

汪晓赞等《动作记忆元认知及其训练在中学生动作学习中效用

的实验研究》
、

唐卫海等的《集中识字
—

识字教学的良好方法》
、

李树珍的《 中小学生数学能力测查与评价η实验研究》等
。

二
、

素质教育

心理素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人开展
,

教育心理学界对心理素质的分析和培养进行了大

量的工作
。

本次会议代表带来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大量的讨论
,

张大均等的《关于学生心理素质研究的几个问题》
、

冯姬的《概述人的素质及其形成发展途径》等对心理素质教育进行了深人的探讨
。

三
、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是人的良好心理素质的表现
,

培养人的健康的心理状态是教育心理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任务
。

刘华山的《心理健

康概念与标准的再认识》
、

李丹的《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因素的研究》
、

周宗奎的《小学儿童社会交往的情绪研究
#

社交焦虑与

孤独感》
、

袁俊昌的《论师生良好心理关系对教学效果的增进》
、

王凤兰的《高中生心理健康与非智力因素相关研究》
、

谢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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