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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 了一 种在行为活动状态下记录树晌脑神经元单位活动的技术 用

自动充灌型玻璃微电极
,

在 一 型微推进器控制下
,

当给动物各种刺激

如触
、

视
、

伤害性刺激时
,

以及在动物摄食
、

探究时
,

皆可稳定地记录到信噪

比较高的单位放 电达一小时以上
。

文中还介绍了有关树晌慢性微电极技术的要

点
。

树的是 目前地球上幸存的灵长类原型动物之一
,

鉴于它在进化中的特殊地位
,

近年

有关它的神经生物学
,

特别是神经元单位活动的研究十分活跃
” ,  

,

。 。 , , 。

这些工作的共同点是实验是在急性条件下进

行的
。

现有越来越多的报告指 出
,

动物状态直接影响实验结果
,

在麻醉或清醒麻痹动物

上研究单位放电
,

不仅会影响反应量
,

有时甚至会改变 反 应 方 向
,  仇

 、
,   

, 。

为了在神经元水平了解树助不同脑区活动规律
,

建立

慢性微电极技术是极为必要的
。

本文报告这一结果
。

本文稗在 中国心理学会第二 届生理 心理 学学术会议 报告过 门 型 门
,

沪州医 学院生理教研室进修教师
肠谷贵阳中医学院生理教研空进修教师

本文 年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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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型微推进器的设计

树朋体小
,

成年树朋体重范围 一 克
。

要在如此小的动物上记录单位 放 电
,

必

须研制一种超微型化的推进器
,

使动物在较长时间内能正常地承受负荷
。

图 为

一 型微推进器 的结构简图
。

本装置由壳体
、

内丝杆
、

外丝杆和标尺组成
。

内丝杆 中有

孔道
,

作为电极通道
,

其上端螺丝用于锁紧电极
。

壳体与外丝杆组成一螺旋
,

旋转壳体
,

可带动外丝杆动作
。

内
、

外丝杆组成另 一螺旋
,

外丝杆转动可带动内丝杆动作
。

两套螺

旋同心套叠并形成反 向差动结构
,

实现微调功能
。

其工作原理如下 当旋转壳体使外丝

杆下移时
,

由于 内
、

外丝杆组成反向螺旋
,

内丝杆就上移
。

在设计时两套螺旋参数不一
,

壳体旋转一周
,

外丝杆下移  卜 ,

而内丝杆上移 叩
,

故 内丝杆下移的实际距离为

林 ,

因此实现了壳体旋转一周
,

微电极推进 。卜 的效果
。

壳体外周有 格分刻

度
,

每格读数为 拌 ,

在精心操作下可控至 一 卜
。

将壳体加工成偏心形
,

与基座构成

了偏心装置
,

偏心直径为
。

这一结构特点有别于 一 型微推进器 孙公铎

等
, ,

因而扩大了记录范围
。

本微推进器的参数如下 重 外形尺 寸 高
沐

宽 宽为 ” 微调行程 微调读数 林 ,

可控微调范围 协
。

基座重
。 。

中 八八
一一
” ”侧侧
‘‘ 一

」」

「

图 一 型微推进器结 构简图

墓座 外套 尼龙开 口 密封 圈 标尺 刻度外套

压紧螺母 丝杆 挡圈 锁紧螺母 螺 母

定 向螺钉 螺钉 紧钉螺钉

实 验 步 骤

实验应按慢性微电极技术进行 孙公铎
, 。

为了确保记录部位定 位准确
,

实验采

取下列措施 在立体定位仪下严格按图谱埋置基座 电极采用软插法
,

即

在封闭基座的琼脂未凝固前
,

将 自动充灌型电极 孙公铎
,

下插 , 电极垂

直度良好且茎部应与内丝杆孔道口 径相符
,

减少摆动 电极尖端作标志定位
,

弃

去定位失败资料
。

为便于实验进行
,

将动物置于半受限状态
,

即适当限制躯体活动
,

头部 可 白 由 活

动
。

图 为特别设计的限制盒
。

这是一圆筒状结构
,

前后端各有一移动式 固定板
,

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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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前后移动
。

前 固定板的缺 口供头部外伸
,

后固定板的缺口供尾部外露
,

可静脉给药或

给予各种刺激
。

利用改变固定板的距离
,

夹持动物
,

控制其活动范围
。

实验时将动物自

前而后倒退进入盒 中
,

注意防止基座与筒壁相碰而脱落
,

待固定板压紧后
,

用一宽布带

盖住树助吻部
,

以减小头部转动范围
,

以后步骤可按慢性微电极技术程序进行
。

实 验 结 果

采用上述技术
,

我们已成功地观察了树助上丘和海马 蔡景霞等
,

的单位活

动
。

在格守慢性微电极技术操作规程的条件下
,

可稳定地记录单位放 电达一小时以上
。

图 是上丘神经元的 自发放电 是背侧海马的自发放电
。

由图可见
,

所记录的单位

放电
,

信噪比良好
,

一般可大于
。

图 示诱发反应情况
, 、

分别显示给撤光对上丘神经元放电的影响
,

由图可见

在给光时放电增加
,
撤光时放电减少

。

图 为摄食时的单位放电记录
,

为给树助喂以牛奶
,

为上丘神经元在喂食时

之增频反应
。

图示序列密度直方图
。

图 上丘神经元 之摄食增频反应
,

横 线示摄食过程

根据我们的经验
,

采用本技术给动物以各种刺激
,

如闪光
、

触毛
、

移动肢体
、

伤害

性刺激
、

电针
、

摄食
、

探究以及冰冻或刺激对侧皮层等
,

均可稳定地记录单位放电
。

在

本技术的基础上
,

一种树助的慢性微电泳技术也已获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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