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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丙 嚓对 称猴 脑 电图 的影 响
‘,

邹勤娥 管林初 刘善循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研究 了正常称猴脑 电图特征
,

将− 只 动物按其年龄分为哺乳期
、

未成年

期和成年期 . 组
。

并对其中/ 只 动物进一步观察氯丙咯对脑 电图的影响
,

其主

要结果如下
0

称猴脑 电图自发 电位须率随年龄的增长 而增加
1
振幅随年 龄 的 增 长 而 降

低
。

时光刺激所呈现的
“

节律同化
”

现 象
,

在未成年期最明显
,

成年期次之
。

氯丙嗦能 引起拆猴不同程度的脑电图变化
,

主要表现为全 皮 层 高振 幅慢

波
。

氛丙
,

秦能改善对光脉冲刺激所呈现的
“

节律同化
”

现象
。

精神药物学或称心理药物学是药理学和心理学的一个新课题
。

虽然在数千年前人们

早就观察到某些药物和心理活动的关系“
。,

但精神药物学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而创 立 大

约自 + − .年前后才开始
。

氯丙臻虽问世较晚
,

但它在现代精神药物学的创业史和发展 史
呱 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各国学者均将它作为精神药物的主要代表之一
。

截 止 目前 为

止
,

在生理心理学
、

病理心理学
、

精神药理学和生物化学等各学科对氯丙嗓开展了多 方 面

的研究
,

并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且颇有价值的资料
。

我们在前文 已指出
,

有关氯丙嗓对行

为的影响及其生理心理的研究报道颇多帕
。

而且
,

近年来的最新资料表明
〔+, ‘几‘

叭 目前
,

氯

丙峰仍然是大家十分关注的精神药物之一
。

但有关氯丙嗓对猿猴 脑 电 图 研 究 报道 较

少23, 4 , 日, ‘约
。

我们认为在猿猴等灵长类身上进一步观察氯丙臻对行为和脑电图的影响 十 分

必要
。

称猴 25 67
6
76 班 888 69 七6: 产于我 国南方各省

,

是猿猴中最常见的一种
。

它是生理

心理学
、

精神药物学等实验室广泛应用的实验动物之一
。

从发展观点来看
,

系统地研究不

同年龄称猴在正常条件下的脑电图是有重要意义的
。

不仅有助于了解我国南方灵长类正

常的脑电图特征
,

且对哺乳类脑的演化和比较生理介理学也有重要的价值
。

故我们 在 探

乏 讨正常的称猴脑电图特征的基础上
,

进一步研究氯丙嗓对称猴脑电图的影响
。

无疑
,

这将

对揭露氯丙嗓的生理心理机制的作用甚有裨益
。

实 验 方 法

实验动物为 −只称猴
,

雌雄兼有
,

其中哺乳期印一.个月:动物 . 只
,

未成年期 2 −一 ,

个月:动物 . 只
,

体重在么 一 /
;

−公斤之间
,

成年期 2.一了岁:动物< 只
,

体重在 . 3一−
;

<公斤

土: 本文 仑,<年 / 月 3 日收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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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

哺乳期和未成年期动物均由本所猴房繁殖并饲养
,

成年期动物均处于育龄期
,

故本

实验的动物年龄估算正确
。

上
。

笃髯蹂蠢暴乌豁粼
8

菩肇森愁算盟篡黯筹髯鬃嘿纂
称

。

将另一根针形电极置于眉心上方作公用电极
,

用单极法导出
,

在双耳置无 关 电 极接

地
。

待动物安静后描记自发电位
。

然后
,

用#>∋ ? ≅ 光脉冲2 一3 次 Α秒:刺激作为诱发电

位刺激
,

描记诱发电位变化
。

为了观察氯丙嗓对称猴脑 电图的影响
。

我们选用 / 只动物作进一步 研究
,

其中 未 成

年组动物 . 只
,

成年组动物 + 只
。

当肌肉注射氯丙嗓 2 Β ) Α87 ): 后
,

分别于注射后队 <
’、

叭 .<
’

和 小时观察氯丙嚓对动物脑电图的自发和诱发电位的影响
。

结 果

一
、

正常称猴的脑电图特征
;

自发电位分析
0

描记哺乳期动物安静时的 自发电位

较困难
,

动物爱动爱叫
,

安静清晰的脑电

图是很瞬时的
,

全皮层的主导频率为 −一

−次 Α秒
,

振幅为 4< 一 < <产Χ 以上
。

顶
、

枕

叶的振幅常见为 << 一 /< <四 以上
,

额
、

顶叶偶见。波2 一.次Α秒 :2 图 :
。

未成年期动物其安静时 自发电位与
哺乳期的相比

,

则脑电图的基线较稳
,

其

枕叶的频率为 )一 次 Α 秒
,

频宽较大
,

振

幅为 .< 一 4< 产Χ
。

有时在顶
、

枕叶偶见口

波
,

而额叶有乒波叠加在 6 波上 2图 /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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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期动物其安静时枕叶频率为 +一 次 Α秒和 一. 次 Α秒
,

振幅为 .< 一4< 产Δ 或

.即 Χ 以下
。

额叶以声波为主
,

振幅较低
,

约在 < 一/<
才
Χ 之间 2图 . :

。

从以上结果可见不同年龄组称猴的自发电位的频率与振幅的关系
,

频率有随年 龄 增

加而增高的倾向2表 约
,

而振幅有随年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

表 不同年龄组猴脑枕叶自发电位的频率分布

动 物 数
频 率 2次Α秒:

4一− +一 一 .

哺 乳 期

未成年期

成 年 期

表 / 不同年龄组猴脑枕叶自发电位的振幅大小

物 数 阵
Ε Φ

‘一一竺Γ豆一止Γ邑Ε 三竺二一一

】 / <一. < Η . <一4。 Η 石<一 < <

哺 乳 期

未成年期

成 年 期

井

饰一

Ι
=

/; 诱发电位分析
0

哺乳期的 . 只动物对光脉冲刺激均不呈现
“

节律同化
”

现象
。

未成年期的 . 只动物对光脉冲刺激的反应是
0

其中越
、

/号动物有明显的
“

节律同化
”

现象
,

且
“

节律同化
”

的 频 宽范 围 为 3一 3 次 Α

秒
,

其中尤以 ,一< 次 Α秒为
“

节律同化
”

最 佳 频

率
。

当光脉冲停止后
,

同化仍继续保持一段 时 间

2约 <; / 秒 :
,

即表现为有
“

后 效
, ,

2图 3 :
。

同化现

象在枕叶最为明显
。

另一只动物 2越的
,

由于爱叫

爱动
,

在其安静磕睡时2眼半睁半闭:
,

对光脉冲刺

激也有
“

节律同化
”

现象
,

且频宽范 围 也 为 3一 3

次 Α秒
,

但其
“

节律同化
”

不如上述两个动物 明 显
,

且不 呈现
“

后效
” 。

成年期的ϑ 只动物对光脉冲刺激的反应所呈

现的
“

节律同化
”

有不同水 平
1
有 的 偶 有 同 化

2趟+: , 有的在全部光脉冲刺激的频宽范围内几乎 一

都有同化 2越 .
、

。
、

: 1 有的仅对光脉冲刺 激 的

一
、

二种频率有同化 2爬么 . : 1 有的对全部光脉冲

刺激均无同化 2肠−
、

丫
、

Κ
、
土3 :

。

在上述母只 有
“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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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同化
”

现象的动物中
,

除 趟) 外
,

其余 4 只动物均有
“

节律同化
”

的
“

后效
”

2约 。
,

/ 秒 : 现

象
。

」

一

一 二
、

氯丙嚓对称猴脑电图的
一

影响
·

氯丙嗓对称猴自发电位的影响
;

Ε

迅、

氰篮鬓黔堕盆篡器罗雾裂裂蓄瓢茗律霄黔膺篡裴段
著决。一的分钟后作用更为明显2表 . :

。

表 . 注射氯丙嵘 2 Β 斟砖 :后不简年龄猴脑全皮层自发电位的特征

一一节巨
0补0

分“卜

⋯1
一

⋯
·

、

⋯
0

⋯
·

.

⋯
1

·

⋯
0
⋯

二

甘一一0Λ燕磁翼翰螃粥Γ
Μ

犷锣籍1滁濡
么 氯丙嗦对称猴诱发龟位的影响

在注射氯丙臻的 绍只动物中
,

给药前有 了只动物对光脉冲刺激有
“

节律同化
”

现象
、

给药后有 3 只原先没有
,’
节律同化

”

的动物出现
“

节律同化
” 。

一 Ν Ε

我们的资料还表明
,

当氯丙峰使猴脑电图补起全皮层高振幅慢波以后
,

光脉冲刺激呈
,

多数动物在脑电图上均有反应
,

则表现为高振幅慢波立即消失
,

而呈现
“

节律 同化
”

现象
。

当光脉冲刺激停止以后
,

很快又出现全皮层的高振幅慢彼 2图
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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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眼

以上结果表明
,

称猴脑电图的自发电位频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高
1
而振幅随年龄的增

加而降低
。

 6 Δ Ο Π Ο Θ 2土+ − :〔”认为称猴在/3 个丹“节律成熟达 < 次 Α秒
,

振幅随年龄的增

长而降低
。

刘世熠等 2 + − /: 〔/一.〕
对不同年龄儿童与青少年脑电图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了频

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

而振幅随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

本文的结果和前 人 的 材 料 相 一

致
。

未成年动物脑电图频率低
、

振幅高
1
而成年动物脑电图则频率高

、

振幅低
。

从演 化 角

度来分析
,

表明了脑电图的基本特征是有其一定的规律性的
。

对不同年龄组称猴用光脉冲刺激所诱发的
“

节律同化
”

现象存在着显著差别
。

结果显

示
“

节律同化
”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发展的特征
。

光脉冲刺激所引起的
“

节律同化
”

现 象
,

从

某种意义来说是有机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
。

哺乳期动物不呈现
“

节律同化
” ,

这一结 果 表

明
,

哺乳期动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如幼年期和成年期动物敏感
。

众所周知
,

动物或人类

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和学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完善和精确的
。

未成年期动物
“

节律同

化
”

现象明显
,

且频宽范围也广
,

这说明未成年期对外界刺激反应敏捷
,

即神经灵活 性 高
,

脑细胞的可塑性比较高
。

而成年期动物
“

节律同化
”

现象个别差异较大
,

从我们的资 料 来

看
, “

节律同化
”

的动物数是十分之六
,

其同化的频宽范围也减小了
。

说明成年期动物随年

龄的增长则个体差异就愈来愈大
,

同时也表明成年期动物脑细胞的可塑性不如幼年 期 动

物高
。

我们的资料表明
,

在氯丙嚓的作用下所有动物的脑电图均引起不同程度的变化
,

其主

要表现为出现全皮层的高振幅慢波
。

这些变化和 ϑ 6 Θ ,

∗
;

∗ 等人的研究卿以及 Κ Ρ
6Σ Τ∃’

等人的研究结果帅 很一致
。

结果表明
,

氯丙嗓 2 Β ) Α Υ ) :对称猴脑电图 自发 电位的影响
,

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从表 . 可见
,

给药后的脑电图变化则未成年组比成年组受影响较

大
。

我们的结果还表明
,

氯丙 嗓能改善动物对光脉冲刺激所引起的
“

节律同化
”

现 象
。

其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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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者也有类似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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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不过
,

我们 还 见 到 另 例 动 物

2越.:
,

给氯丙峰 2 Β ) Α87 ): 以后
,

其
“

节律同化
”

随着睡眠的加深而逐步减弱直到消失
。

在给药后 4 分钟
, “

节律同化
”

便变弱
,

其
“

同化
”

的频 率范围也由−一3 次Α 秒 减 少 到 −一 )

次Α秒
。

此时
,

当光脉冲刺激呈现时
,

动物能睁眼并有惊醒反应
,

而在给药后叩一的分钟
,

动

物对光刺激则既不睁眼又无惊醒反应
。

给药后加分钟
,

脑电图上有。波和舀波交替出现
, 给

药后 −< 分钟
,

该动物的脑电图出现以Μ波为主导的频率
。

这是所有动物中唯一出现这种波

形的
·

因此
,

可以设想
,

由于氯丙嗓引起该动物较深的睡眠
,

故此时它对外界刺激不 引 起

应有的反应
。

助?ς Γ ‘Τ Υ ,Μ 州2+ −. : 曾指出
,

氯丙嚓影响下的脑电图和睡眠时的脑电图不同
,

缺乏

睡眠的梭形波
。

这和我们的结果是很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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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 Π Υ Τ ∃。 2Β 6 Τ 6 Τ 6 Θ Ρ Ψ Τ Θ ? Θ :
;

− 6 Π ΓΒ 6 Θ

Σ ΓΔ ΓΣ Τ Σ Γα8 9 Ο 9Ψ Ρ Τ Τ ) ΡΟ ? ∀Θ 7 7 Ο Ρ Σ Γ88 ) 9 Ο

2Β Γ≅ Τ Σ

Σ ΓγγΤ Ρ Τ Π 9

Β 6 8Τ Θ 6 Π Σ γΤ Β 6 8Τ Θ:

6 ) 7 Θ , Π 6 Β Τ 8∃ Π Τ _

/ , 、α 0 6 士? Ρ Τ 6 , , Σ Π 0 6 9 ? Ρ Τ ) 句? ∀Θ
;

β ΨΤ

χ叮γΡΟ Β Τ Σ < / 6 ΠΓ Β 68
Θ 叮 9Ψ

Τ Β
;

β Ψ亡 γΡ Τ η ? Τ Π Τ ΓΤ Θ Ο γ Θ∀ Ο Π 9 6 Π Τ Ο ? Θ

Β Ο Π Υ Τ ∃ Θ Δ 6
即

6 9 ΣΓ γγΤ Ρ Τ Π 9 6 ) Τ Θ;

Τ γγΤ Τ 9 Ο Ο γ Τ 8Γ 8Ο Ρ∀Ρ Ο Β 6 α ΓΠ Τ < 0 [ [ (

Ρ ΨΤ Θ ? Θ

,

⊥ Τ Ρ Τ

ς Ο Ρ Π ,

认 尸Τ Ρ Τ

β Ψ Τ Ρ Τ Θ ? 89Θ

∀Ο 9 Τ Π 9Γ6 8

6 Ρ Τ 6 Θ

< / / 9Ψ 。

γΟ = 8Ο _ Θ 0

[ [ ( ΓΠ 9Ψ Τ Ρ ΨΤ Θ ? Θ

β Ψ Τ γΡ Τ η ? 7 Π 7 ∃ < ΓΠ Τ Ρ Τ 6 Θ Τ Σ

6 Β ∀8Γ七? Σ Τ ΓΘ Σ Τ  Ρ Τ 6 Θ Τ Σ 6 Θ 9 ΨΤ 6 Π ΓΒ 6 8
’。 6 ) Τ 6 Σ Δ 6 88 7 Τ Ο

;

β 址 Σ Ρ ΓΧ 加 )

6 Π Σ 9 Ψ Τ

Ρ Τ Θ∀Ο Π Θ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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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8ΓΤ Γ9 Τ Σ ς ∃ χ Ψ Ο 9 ΓΤ Θ 9ΓΠ Γ? 86 9ΓΟ 8α 44 η ? Γ9 Τ Τ Δ ΓΣ Τ ≅8 9 ΓΠ Γ8Π Β 6 9 ? ΡΤ 6 Π ΓΒ 6 8Θ 几Π Σ

Θ Τ Τ Ο Π Σ 6 Ρ∃ Τ Δ ΓΣ Τ Π 9 ΓΠ 一Γ 8 6 9 ? Ρ Τ 6 8αΓΠ 86 8Θ
, 6 0 8Σ Γ9 Ψ6 Θ !Γ Ο 9 ς Τ Τ 8α Ο ς 、Τ Ρ Δ Τ Σ ΓΡΓ 8Γ 7 、、

ς Ο Ρ Π 6 Π ΓΒ 6 8Θ
;

!: ΓγγΤ Ρ Τ Π 9 Τ 8一6 Π ) Τ Θ Ο γ [ [ ( ΓΡΓ Ρ ΨΤ Θ ? Θ Π 8Ο Π Υ Ο ∃ Θ  6 ? Θ Τ Σ ς∃ Τ Ψ 8Ο Ρ χ ΡΟ Β 6 1 。

_ Τ Ρ Τ Ο ς Θ 7 Ρ Δ Τ Σ
;

β ΨΤ Β 6 ΓΠ 7 Ψ6 Ρ 6 Τ 9Τ Ρ ΓΘ 9Γ7 Θ Ο γ [ [ ( χ Ρ Τ Θ Τ Π 9 ΨΓ) Ψ Δ Ο 89 6 ) Ο Θ 6 一8Σ

。 8Ο _ _ 6 Δ Τ Θ
;

!Π8 Π8 6 七? Ρ Τ Β Ο Π 80 Τ ∃ Θ Θ ? γγΤ Ρ Τ Σ Π 8 Ο Ρ Τ Τ γγΤ Τ 9 Θ 9Ψ 6 8 , Π 8 6 9 ? Ρ Τ

, ΓΟ Π Υ Τ ∃ Θ
;

 Ψ 8Ο Ρ χ Ρ Ο 888 6 α ΓΠ Τ Τ 6 Π ΓΠ Γχ Ρ Ο Δ Τ 9 Ψ Τ Σ Ρ ΓΔ ΓΠ ) 0 Τ Θ χ Ο Π Θ Τ Τ 8ΓΤ Γ9 Τ Σ ς ∃ ∀ΨΟ 9 Γ7

Θ 9ΓΠ , ? 86 9 ΓΟ 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