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痛信号对痛反应阑和脑内去甲肾上腺素

与 一轻色胺含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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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绪活动与单胺类神经介质关系的研究已有很多报道 在人身上进行的研究表明
,

人在情绪激动时尿中排出的儿茶酚胺及其代谢产物即增多氏
刀
动物实验中

,

发现动物在急性

应激
、

伪怒等情况下脑内单胺类神经介质尤其是儿茶酚胺也有一定变化 多数研究表明
,

在急

性应激状态时动物脑内去甲肾上腺素含量降低∀#, 习 本文试图通过用大白鼠建立痛条件反射

的方法
,

使动物处于某种情绪状态下
,

探索其对痛反应阑 以下简称痛阑!及脑内单胺类神经介

质含量的影响

一
、

方 法

选用体重 # ∃∃ % & ∃∃ 克左右的雄性大白鼠 “ 只为实验对象 分为两组
,

其中 #∋ 只为实验

组
,

#∃ 只为对照组

痛条件反射建立方法 (

将鼠装入特制的大白鼠固定笼内
,

以闪光为条件刺激物
,

闪光频率为 ) 次 ∗秒
,

持续 + 秒

钟 在大白鼠左后脚掌处用 +一 ,− 型电子疼痛刺激仪  北京航空学院五七工厂生产! 给 . 毫

安方波电刺激为非条件刺激物
,

以大白鼠在闪光后明显的嘶叫为阳性条件反应 产生阳性条

件反应后仍给电击强化 两次条件刺激的间隔为 . % # 分 每个实验日连续给 .∃ 一 . 次刺激
,

每只动物做 ∋ 个实验 日 少数动物做了 /一 .& 个实验 日

在第六个实验 日时
,

在做条件反射实验前先测基础痛闭 测痛方法为用上述电子疼痛刺

激仪给成串方波电刺激作为痛刺激
,

波宽 , 毫秒
,

频率 . ∃∃ 次∗ 秒
,

串长 . 秒
,

串间间隔 & 秒 以

引起动物连续两次嘶叫的电流值为痛反应阑 共测 , 次 侧完基础痛阑后如上述方法给闪光

+ 秒
,

不予电击强化
,

动物安静后立即再测痛阑
,

共测 # % & 次 最后一个实验 日时
,

在 . , 分钟

内给 ∋ 次闪光
,

均不予以电击强化
,

第八次闪光后立即断头取脑
,

测定其脑内去甲肾上腺素
,

一
经色胺与

一
经叫嗓乙酸含量

对照组动物也一样在特制的固定笼内每天接受 . 次闪光
,

除不予以电击强化外
,

其余与

实验组同

. 脑组织分区方法 大白鼠断头处死立即取脑
,

用冰生理盐水洗去血液
,

用干净滤纸吸

千后即置 一 0℃ 冰箱内冰冻 . 小时后进行分区 将脑分为大脑皮层
、

海马和脑干三部分 在

下丘后缘和桥脑前缘间切断
,

再在视交叉水平作冠状切
,

前后脑片均弃去不要
,

留下中段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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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出大脑皮层 将残余尾核分离出
,

弃去不要!及海马
,

其余部分为脑干 包括间脑及中脑!
,

将两只动物的脑合并称重

) 神经介质的测定方法 去甲肾上腺素  1 2 !
, 一
经色胺  , 一3 4 ! 及其代谢产物 弘径叫

嗓乙酸  一35 − − ! 用酸性正丁醇从脑组织中提取后【. ,

基本上按 弘日678 97 :,7 :
等;’< 的方法测定

1 2 含童
,

按 =>
:

?≅8
Α+< 等邻苯二甲醛法测定

一3 4 和
一3 5− − 的含量

二
、

结 果

. 痛信号对大白民痛反应阅的影响 实验组动物共 #∋ 只
,

在实验过程中一般在第二
、

第三

个实验日起即可见到痛信号 闪光!本身就引起了大部分实验动物明显的嘶叫反应 其中在第

个实验日前阳性条件反应已占 ∋∃ 并以上者 即在 . 次痛信号后
,

最多只有二次未发生嘶叫

反应!有 )0 只动物
,

占 “ & 务 第 + 个实验日前阳性条件反应占 ∋∃ 多 以上者有 )/ 只动物
,

占 + # 0并 个别动物甚至到第 .∃ 个实验日时仍然未出现一次明确的阳性条件反应

在第 0 个实验日
,

实验组动物在测基础痛阐前对闪光有嘶叫反应者共有 )0 只动物 痛信

号对痛闭的影响见表 .

表 . 痛信号对大白鼠痛闭的影响

动动动 物 数数 羞础痛阂 毫安!!! 闪光后痛闭 毫安!!! 痛阂变动ΒΒΒ

实实实 阳性反应组组 ) 000 ∃ ∃+ & 士∃ ∃ . ... ∃ ∃ ∋0 士∃ ∃ . ∋∋∋ . 0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 阴性反应组组 . ))) ∃

,

. ## 土∃ ∃ ) &&& ∃ . ) 士∃ ∃ ) ### . &
。

###

对对 照 组组 #∃∃∃ ∃ . ∃ &士∃ ∃ . &&& ∃ . .∃ 士∃ ∃ .
。

+++

注 ( 痛闭值为均数土标准误

由表 . 可见
,

无论实验组或对照组
,

以及实验组中无论对痛信号有嘶叫反应或无嘶叫反

应
,

闪光后的痛阑比基础痛阐均略有升高 实验组闪光后痛阑的升高似比对照组更为明显些
,

但它们间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由此可见
,

在本实验条件下
,

痛信号对大白鼠痛阂并无明显

影响
,

表 ) 痛信号对大白鼠不同脑区内 1 2 含最的影响

部部 位位 组 别别 样 品 数数 含; 毫微克∗克新鲜组织织 Χ值值

大大脑皮层层 对 照 组组 . &&& # ∃ .士 .+++++

实实实实 666 /// # # ∋ 士 .000 Δ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 / ) 士) ### Δ ∃ ∃

脸脸 干干 对 照 组组 6&&& , .士) +++++

实实实实 666 /// 0 ∋ 士& ### Ε ∃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0 .斗士& ))) Δ ∃ ∃ 弓弓

海海 马马 对 照 组组 . <<< & ) + (ΦΓ ) +++++

实实实实 555 ∋∋∋ 呼) & 士) Δ ∃ ∃弓弓

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脸组组组组 ))) ∋

ΗΗΗ
# + + 士) ∃∃∃ Δ ∃

。

∃弓弓

注 ( 含; 值为均数士标准误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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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值号对大白民不同脑区内 1 2
、 一3 4 和 Ι一3认− 含 ; 的形响 根据在处 死 日 动

物对闪光发生嘶叫反应的情况
,

我们将实验组分为两组
,

实验组 . 共有 )∃ 只动物
,

其嘶叫反应

发生率平均在 + ∃ 拓以上
,

其中 .∃ 只动物为 . ∃∃ 外  即 ∋ 次闪光后每次均有嘶叫反应! 实验

组 ) 共 .∋ 只动物
,

嘶叫反应发生率平均在 .∃ 多以下
,

其中未发生过一次嘶叫反应者有 .) 只

动物 痛信号对大白鼠不同脑区内 1 2 含量的影响见表 )

从表 ) 可以见到大白鼠大脑皮层和海马内 1 2 的含量
,

对照组与实验组 . 、

实验组 ) 相

比均无显著差别 ϑ但在脑干内
,

实验组 . 1 2 含量却高于对照组
,

且有显著差异 Χ Ε ∃ ∃ .! 实

验组 ) 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痛信号对大白鼠不同脑区内
一3 4 和

一
3 5− 人 含量的影响见表 #

、

表 &

从表 # 、

表 & 可以看到
,

实验组 . 、 实验组 ) 与对照组相比
,

无论是
一3 4 还是

一

35 − −
、

三个脑区内均无显著差异

表 # 痛信号对大白鼠不同脑区内 Κ 3 4 含; 的影响

部部 位位 组 别别 样 品 数数 含; 毫微克 ∗克新鲜组织织 Χ 值值

大大脑皮层层 对 照 组组 6&&& 斗∃ & 土)斗斗斗

实实实实 ... ∋∋∋ # / # 土) ... Δ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 / .土 # ∃∃∃ Δ ∃ ∃

脑脑 干干 对 照 组组 6 &&& ∋ . #士 # #####

实实实实 666 /// + ∋ 0士#呼呼 Δ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 / ∋ 士∋ ... Δ ∃ ∃

海海 马马 对 照 组组 .666 斗0 土 )+++++

实实实实 666 ∋∋∋ & . )士 )000 Δ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 +土斗555 Δ ∃ ∃

表 & 痛信号对大白鼠不同脑区内
一

35 人人 的影响

部部 位位 组 别别 样 品 数数 含最
’

毫微克∗克新醉组织织 Χ值值

大大脑皮层层 对 照 组组 6&&& . &士 ) ∃∃∃∃∃

实实实实 666 ∋∋∋ & / +士 ) ))) Δ ∃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 士 )+++ Δ ∃ ∃

脑脑 干干 对 照 组组 . ### / ∃ .士 )00000

实实实实 666 /// / .& 士# +++ Δ ∃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 ∃ ∋ 士+ ∋∋∋ Δ ∃ ∃

海海 马马 对 照 组组 . 666 0 . #士 # +++++

实实实实 666 +++ 士斗### Δ ∃
。

∃

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验
组组组组 ))) ∋∋∋ 0 ) ∋士 & &&& Δ ∃

。

∃

三 讨 论

在情绪
、

应激与脑内单胺类神经介质关系的研究中
,

大多数用电击造成的动物模式往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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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不了电击本身的效应 本实验则采用痛条件反射来造成某种情绪状态 实验过程中可见到

在第二
、

三个实验 日时痛信号本身即可引起大部分实验动物明显的嘶叫反应 在未给痛刺激

强化前
,

动物对痛信号产生的这种反应
,

我们认为可能是反映了痛信号所引起的情绪成分 由

于在测定动物脑内单胺类神经介质的当日
,

只给动物以痛信号而不予以电击强化
,

这样所测结

果就更多地反映了痛信号引起的情绪成分与脑内单胺类神经介质的关系
,

而避免了电击引起

的疼痛和神经肌肉活动等所造成的影响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

痛信号所引起的情绪反应对痛闭并无明显影响 与脑内 , 一径色胺含

量也无明显关系 在大最有关疼痛与脑内单胺类神经介质关系的研究中;Λ6
,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单胺类神经介质中以 , 3 4 与疼痛的关系最为密切 脑内 , 一3 4 含 ; 的增加可能有助于提高

痛阐 脑内 1 2 含 ; 与疼痛的关系
,

则因实验结果规律性差
,

尚难作出明确结论 本实验中无

论是实验组 .
,

还是实验组 )
,

与对照组相比
,

脑内
一3 4 和

一3 5− − 的含 ; 均无显著差异 这

表明痛信号未能引起
一3 4 系统含量的明显改变 这一结果与痛信号对痛闭无明显影响是一

致的

有趣的是
,

痛信号虽未引起痛阐的明显改变
,

但对痛信号产生阳性反应的实验动物
,

脑干

内 1 2 含量却显著增加了 虽然所有实验动物几乎每天受到电击强化
,

但这种慢性电击并不

是 1 2 含最增加的原因
,

因为对痛信号发生阴性反应的实验组 ) 的动物
,

其 1 2 含量并未发生

明显变化 许多研究表明如
·’· ‘∃< ,

急性与慢性应激状态下的动物
,

其脑内 1 2 的合成
、

更新
、

释

放
、

分解是不同的 一般急性应激时动物脑内 1 2 含量减少
,

而慢性应激时 1 2 含量无明显变

化 如 ? 6, :8 ≅ 8 Μ 等
。习和 ΝΟ 讹 :山Π 等分别给大 白鼠连续 & 天和 .& 天的足电击

,

均未见到动物

脑内 1 2 含量的明显变化 我们认为实验组 ) 的动物与慢性应激状态有类似之处
,

而实验组

. 动物脑干内 1 2 含; 的增加显然是与痛信号所引起的情绪反应有关

去甲肾上腺素在脑内许多部位都存在
,

比较高的浓度是集中在脑干
,

其中尤以下丘脑内含

盈最高 下丘脑是整合与情绪反应有关的各种生理活动的部位 实验证明下丘脑的一些部位受

到刺激或损毁时
,

动物发生类似发怒或惊恐时所出现的反应网 因此
,

实验组 . 动物其脑干内

1 2 含量的增加
,

是否意味着痛信号产生的情绪反应与下丘脑 1 2 神经元的激活有关
,

这还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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