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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睡眠包括两种类型的事实 业 已 得到公认
。

这两类睡眠是慢波睡眠

和快波睡眠  
,

通常前者还可称作非快眼动睡眠 或同步睡眠
,

后

者还可称作快眼动睡眠 或异相睡眠
。

成年人的慢波睡眠又包括 个分期
。

慢波 期的 特点是 波降低并呈现若干口波 慢波 期在口活动的背景上呈现
。
梭形波

‘
,

一

复合体
,, 波 慢波 和 期的特征是高振幅的巴波

,

差异是 期的 。波指数较 期更高
。

快

波睡眠的 特征与觉醒时相似
。

两类睡眠是哺乳类普遍具有的特征
。

睡眠脑机制的探讨 已有很长研究历史
,

但真正涉及到睡眠的脑控制部位的确定和脑化学

机制的显著进展的历史很短
,

仅是近二十年的事
。

提到睡眠的脑化学机制
,

比较得到确认的

是慢波睡眠与
一
经色胺

一 有关
,

而快 波 睡 眠 则是与去 甲肾上腺素 有关
。

一经色胺和去 甲肾上腺素调 节睡眠的作用是它们作为中枢神经 递 质的多种功能之一
,

而并

非它们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

至于诸如乙酞胆碱
、

下一氨基丁酸
、

肤和蛋白质
、

以 及激素等其它

化学物质是否也与两类睡眠的触发和维持有 关系
,

这些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
。

这里拟对内源

性睡眠肤的研究进展作简略介绍
。

对该领域的研究作出 主 要 贡 献 的是瑞士 和美国

所领导的两个小组
。

追溯这个问题的研究厉史是十分有趣的
。

人们 早在一 百多 年前合成了巴比妥酸 幼

严
”

 
,

发现巴比妥酸及其衍生物有催眠作用
。

到 了 本 世纪初
,

催眠剂的使用及其作

用机制的探讨导致提 出一种假说
,

认为睡眠是由于身 体 活 动 使其血管内产生的一种
“催眠

素
” ‘

,
一

, 所引起 的
,

当身体处于某种 疲 劳 水平时
, “催眠素

”
起作用而引

起睡眠
。

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

法国心理学家 和 于 一 年首

次将实验性剥夺睡眠的狗的脑脊液 抽 提 出来注人非剥夺睡眠的狗的第四脑室
,

结果

引起受体狗打磕睡和人睡
。

在此工作的基础上
,

他们认 为在剥夺睡眠期间脑脊液中有诱导睡

眠性质的催眠素积累
。

该实验现象
,

几乎在 三十年后才得 到 肯定 和
。

此后
,

这方面的研究逐步得 到 深人
。

等人 报告在电刺

激丘脑引起家兔睡眠时
,

把此家兔作 为输 出静脉血的供体动物
,

切断供体家兔的静脉
,

与另

一只接受静脉血的受体家兔的静脉相连接
,

进行交叉 循 环 的 同时
,

记录供体和受体家兔的
,

观察到两只动物皮层感觉运动区的。活动显著增加
,

表明供体动物大脑静脉血中的诱导

睡眠物质可以经过受体动物的心脏和动 脉 而 到 达 脑 内 发 挥 作 用
。

继后
,

和

又 报告电刺激丘脑引起睡眠的家兔的脑匀浆透析物注入觉醒家兔的脑室系

统
,

也可以见到受体家免 的 活动明显增加
,

同时电压增大
,

此时动物 呈现睡眠行为
。

‘ 一
等 随即 证 明睡眠家兔脑匀浆透析物注入猫的中脑网状结构同

样能引起猫睡眠
。

上述实验进 一步证明 的 发 现
,

表明睡眠是可以通过神经体液传递

的
,

并暗示诱导睡眠的内源性
“
睡眠因子

”
存在的可能性

。

睡眠神经体液传递的概念的提 出



是重要的
,

此后的工作是在 此概念的前题下进 行的
。

等 一 报告 将 剥夺唾眠的山羊和绵羊的脑脊液及其从

中提取的睡眠因子 注入大 鼠和兔的脑室
,

可使受体动物运动活动降低
,

并进人

键眠状态
,

超速过滤 程 序 提 示 睡 眠 因 子 的 分 子 量 小 于 。。,

但不知其具体化学结构
。

 ! 等人经过几年的研究
,

于 年确定了从电刺激丘脑引起睡眠的家兔脑血液的体外

透析物中所提取 出的一种
“ “一诱导睡眠因子

” “ 一 ,, 的化学

性质
。

初级睡眠透析物经过
一

凝胶过滤得到两个级份 高分子量的无盐级份和

一
低分子量的盐级份

。

测定 活 动的 自动 分 析 和动物自由活动量的记录作为鉴定睡眠

的二个参量
,

研究结果表明初级睡眠透析物的无盐高分子量级份显示催眠 作 用
,

诱 导 正常

的 睡眠
,

而低分子量的盐成份无效
。

对无盐高分子量级份的进一步分离
,

发现经薄层层析

得到苗三酮阳性反应 鉴定蛋白质
、

多肤和氨基酸的典型反应之一 的 种级份
,

在这 种

级份中
,

仅第二条层析带物质能诱导 。睡眠
。

此物质再经
一 一

凝胶柱层析证明有

三个洗脱峰
,

其中仅第一个峰的物质具有引起己活动的作用
。

用丙氨酸
、

一种三肤和兰色葡聚

糖作参照物
,

鉴定 出该峰物质的分子量应在 一 之间
,

很可能是 左右
。

在酸水解

后经氨基酸成份分析鉴定 出该物质由 种氨基酸成份组成
,

这 种氨基酸是丙氨酸
、

天门冬氨酸
、

谷氨酸
、

甘氨酸
、

亮 氨 酸
、

苏氨酸

和丝氨酸
,

但结构不清楚
。

从睡眠兔脑血液透析物分离出的该
“。一
睡眠因子

”
的特

征与前面提到的 从睡眠羊脑脊液获得的睡眠因子 的特征稍有不同
。

年 日

本 等人从大白鼠的脑干中提取出一种叫
“ ” 的促睡眠物质

,

但具体 化 学 组成

和结构不清楚
。

和 等人于 年 准 确报告 从兔的脑脊液 中提取出的一种 叱

诱导睡眠肤
,, 一 ,

简称
,

是一种分子量为 的 肤
,

其氨基酸排列顺序如下

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色氨酸 丙氨酸 甘氨酸 天门冬氨酸 丙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这是至 目前为止唯一被搞清楚了具体化学结构的内源性睡眠 化 学 物 质
。

和

 ! 等同年完成人工合成 及其诱导睡眠的实验
,

证 明人工合成的 只有在第 位

天门冬氨酸的氨基在 位置 称作
一
肤 时才具有与天然 相同的生理活性

,

如果该天 门

冬氨酸的氨基在日位置 称作爵肤 时则无效
。

我国刘世熠等人 自 。 年以来
,

就人工合成

及其对诱导睡眠的生理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

获得显著 成 效
。

他们用液相法合成

了  的纯
一
肤

,

并证 明通过第三脑室注入兔脑的途径效果最好
,

仅需约 的量便可引

起 和 活动的显著增强 又用固相法合成了 〔
“

〕 为苯丙氨酸
,

在第 位取代

了天门冬氨酸
,

发现此同系物也具有侈和 活动的增强作用
,

并认为该同系物很可能是另一

个己搞清楚化学结构的诱导睡眠的多肤化学物质
,

其氨基酸排列顺序如下
:

T rP一A l
a
一G ly一G ly一P h

e
一A l

a
一S
er
一G ly 一G l

u

(苯丙氨酸)

内源性睡眠化学物质在脑内含量甚微
,

据估计每100 克脑组织中仅含约一百万分之一克
,

因

此
,

与催眠药杨不同
,

微量的内源性化 学 物 质 便可诱导睡眠
,

而浓度过高末必会效果更显

著
。

目前尚不知道上述诱导睡眠肤在脑内什么部位合成和如何发挥作用
。



内源性睡眠物质绝不会是仅局限于肤类物质
,

更绝不会是仅局限于已搞清楚化学成份和

结构为一
、

两种肤
,

其它结构的肤类
、

蛋 白质和活性胺类等均是 目前正在探讨的广泛对象
。

内源性睡眠物质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对睡眠机制的了解
,

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吞
,

诱导睡眠物质

的人工合成和使用很可能是取代 目前用量甚大且
.
有副作用的安眠药物的一条广阔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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