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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损毁隔区对家兔探究反应的影响
”

陈双双 匡培梓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实验观察电损毁家兔隔 区对新异刺激的探完反应的影响
。

实 验 结 果 表

吸
/ 损毁隔区的动物对新异利激作用时脑皮层 电图01  

2 ( 3惊醒 反 应 的 出 现

率
,

在皮层与海 马都明显低于时照组
,

与损 毁海马动物的特点一致
。

作者衬这

一实验结果进行 了讨论
。

从临床上到实验室
,

都已有大量资料
,

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证明海马与学 习记忆存在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讥功
。

同样
,

已有大量的工作证明海马与隔区存在着结构及动能上 的 密切

联系
〔“

, 一的
。

但在这些实验工作中
,

可能由于各自实验条件不尽相同
,

而动物在完 成 某一

作业时
,

其行为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因素
。

因此
,

迄今为止
,

一些实验结果仍不一致
。

我 们

曾以电损毁海马的方法
,

单纯观察家兔对声
、

触刺激探究反应的脑电变化
,

结果
,

无论海马

背部或腹部受损后
,

对新异刺激作用时 1  2 ( 惊醒反应的出现率都明显地低于对照组
‘
气

本文目的是观察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海马关系密切的隔区
,

局部电损伤后对 1  2 ( 探

究反应的影响
,

比较隔区
,

海马二者在 1  2 ( 探究反应中的作用
,

试图从另一侧面进一步

阐明边缘系统在学习记亿中的作用
。

一
、

方 法

实验共选用家兔 +4 只
,

雄性
,

体重 5一 5
6

4 公斤
,

实验组 , 只
,

对照组 7 只
,

实验前进行

记录电极埋植手术
。

将六枚不锈钢针电极分别埋植于双侧海马背部0按布瑞希等
‘。 86

,

∋ 9
,

%动 及皮层体感区
、

视区
。

实验组动物在进行记录电极埋植手术的同时
,

局部 损 毁

隔区 0按布瑞希等  一‘, ! ∀#∃
,

% 。& ,

以∋( 号绝缘不锈钢针灸针做为损毁电极
,

尖端 裸露

∀
#

)毫米
,

电损毁参数为 ∃ 毫安
,

∗( 秒
。

对照组动物也在埋植手术的同时
,

在 与损毁部位相

应的隔区定位上
,

插入与损毁部位相应的隔区定位上插入与损毁电极相同的不锈钢针
,

造

成局部机械损伤后抽出钢针
。

动物手术后休息∋一)夫
,

进行 + , − . 描记
。

#

一

实验 时动物用布兜悬吊在实验架上
,

头部和四肢可以自由摆动
。

正式实验前
,

动物在

实验架上适应 ∋次 /每日一次&
,

然后进行正式实验
。

皮层及海马 + , 0 .均 以单极法导出
。

以∗∃∀赫兹
、

1∀ 分贝纯音做为刺激
,

每一实验 日分别给 ∗∀ 次刺激
,

每次作用 2 秒
,

刺激间隔

3& 本文于3湘∋年 ∗月∗2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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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 .; 秒不等
,

连 续 进 行 五 个 实 验 日
,

以

1  2 ( 的惊醒反应作为探究反应的指标
。

实

验结束后
,

取脑
,

以<万亚铁氰化钾
,

+; 拓甲醛

溶液固定后
,

以粗切片鉴定损毁部位 0图+ 3
。

二
、

结 果

图 + 隔 区损毁部位示意图

+
6

在安静状态时
,

实验组和对照 组 动

物的 1  2 ( 自发活动形式基本相似
,

自动分

析仪显示在皮层及海马背部均以 占
、

: 节律为

主
,

而二者之间的比率也无明显的倾向 性 变

化
。

56 损毁隔区组动物
,

1  2 ( 惊醒反应水平明显下降
,

1  2 ( 惊醒反应出现的百分率

在各实验 日都明显低于对照组
,

然而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0表 +
,

图 5 3
。

表 < 提毁隔区组与对照组1  & ( 惊醒

反应出现百分率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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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3

怜
为1  2 ( 惊醒反应出现的百分率

。

图 5 毁隔区组与对照组 1  2 ( 惊醒反应出

现率比较图

.
6

与损毁海马背部的结果相比较
,

1  2 ( 反应出现的百分率基本相
Α

同 0表 5 3
,

且趋

势极为相似 0图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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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损毁海马对家兔探究反应的影响
’,

佃一文中的

数据
。

图 − 损毁隔区
、

海马 ! ∀ / ∃ 惊醒反应出现率

的比较

从表  

似
。

、

图 − 所见
,

损毁海马组与损毁隔区组动物 ! ∀ / ∃ 惊醒反应出现百分率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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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前人的许多工作已从结构与功能方面证实了隔区与海马的密切关系
,

如观察 到 在切

断海马与隔区的联系后
,

海马的;节律消失
,

因而认为隔 区是海马 ; 节律的发源地
Α切断隔

区与海马通路后
,

海马 电活动的振幅下降
,

因而说明隔区海马通路在同步化 中 的 重 要作

用 ,
刺激或损毁 隔核可促进海马结构中乙酞胆碱的释放或耗竭 6 Α

刺激隔区可以 调 节 海

马节律性慢电活动
,

从而加速大白鼠对迷津辨别的习得帕
。

本实验所观察到的情况表明
,

在隔区局部电损毁后海马
、

皮层对新异刺激的惊醒反应都明显减弱
,

这一结果和我们先前

在损毁海马后所观察到的现象非常一致
。

而和其他作者在损毁隔区后观察到行为上的不

可抑制
、

攻击性
,

情绪高涨和探究增多等等认
‘6

礼这是不同的两个方面
,

在前面的工作中
,

我

们倾向于认为海马具有保存脑干传入冲动的功能的设想
,

用皮层机能弱化
、

对网状结构的

下行抑制减弱来解释损毁海马后在行为上和脑电上所观察到的现象
。

Δ “
 <

: Ε
∀Φ 0+ , 773

评述了在损毁隔区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包括躲避
,

惩罚及操作式的行为测验方法
,

认为隔区

海马系统损毁后所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行为异常的共同点是行为抑制的缺损
,

这也和其他

一些作者在损毁海马后见到的行为抑制减弱一致
。

结合本实验结果看来
,

隔区海马系统在

维持皮层正常的机能状态 以保持机体与环境的统一中
,

可能起着相似的
、

重要的作用
。

在本实验中
,

损毁隔区后未观察到海马 ; 节律的消失或明显减弱
,

但海马 电活动的振

幅有降低的倾向
,

和前人在切断隔区海马通路后所观察到的情况不尽相同
,

这可能由于隔

区只是局 部损毁
,

且未切断隔区海马通路
,

隔区海马系统的相互作用只是部分地受影响
,

海马 ;节律保存
。

而海马振幅的下降倾向
,

可能说 明隔区海马系统的完整在同步化中起一

定作用
。

动物对新异动因发生探究反应
,

并随着这一动因的重复出现
,

反应逐渐减 弱 或 是 消

失
。

这一过程
,

现代被做为动物的一种简单的学习模式—
习惯化来进行研究

。

但 即 使

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
,

也是依赖神经系统各部分相互协调作用来实现的
。

隔区海马 系 统

做为边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在学习记忆机制的研究中尤其受到重视
。

但由于 一 方

面
,

这些结构和边缘系统其他部位
,

仍至皮层和其他结构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制 约 的
Α 另

方面
,

动物在表现某一行为或某种反应 时也往往是受环境中的多因素影响的
。

因此
,

本实

验所观察到的隔损毁在 1  2 (Γ 上表现的探究反应的特点是不是特异性的 Η 隔区海马系统

在实现探究行为和 习惯化中的作用机制如何Η 尚需以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来加以 对 照
、

证

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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