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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剥夺对大鼠短时记忆和记忆

保 持 的 影 响

刘善循 李德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摘 要

本实脸应用小站 台水环境方法剥夺 快速眼动相 睡 眠
。

观察到

睡 朗 剥夺对 大鼠跳 台回避反应短 时记忆 的影响
,

其影响程度随睡 眠 剥夺时间的

延长而加 大 同时观察到睡 眠剥夺也影响 大 鼠跳台 回避反应记忆的 保 持
。

但在

本实验条件下
,

未见到睡眠剥夺时 大 鼠学习该模式的能力有影响
‘
作者时 上 述

实验结果进行 了讨论
。

睡眠与记忆的关系
,

近年来在人和劫物身上进行了很多研究
“一‘

。

作者 们 一 致认为

睡眠与记忆的关系密切
,

有的作者还提出记忆和睡眠在机能定位方面
,

可能有某些共同的

特殊脑 区叫
。 ‘

有关 快速眼动相 睡眠与记忆的巩 固和保持有密切关系的报告
,

尤其

引起生理心理学家的注意
一 

。

研究睡眠剥夺对于记忆的影响是研究睡眠与记忆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

目 前 大见工

作集中于研究 睡眠剥夺对记忆巩 固和保持的影响
,

而睡眠剥夺影响短时记忆的研究

报告较少
〔, 、〕。

我们 曾应用小站台水环境剥夺动物 睡眠的方法
,

完成 睡眠剥夺对大鼠灯

光一电击回避反应的学习和记忆保持影响的实验研究
‘, 帕

。

本文报告我们进一步完成的

睡眠剥夺对大鼠跳台回避反应短时记忆和记忆保持的 影 响 的 实 验 研 究
,

以了解

睡眠剥夺对于记忆过程的全面影响
,

探讨 睡眠在信息一储存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

实 验 方 法

实验动物为 大 白鼠
,

雌性
,

体重 一 克
。

应用小站台水环境方法剥夺大

鼠睡眠
,

方法与我们已经报告过 的方法相同
〔川

,

但除生活在饲养笼内的正 常 对照组外 还

增设 大台对照组
,

大台直径为 厘米
,

同样置于水环境中
,

已有文献报告大台对照组动物

的睡眠接近正常值。代

跳台回避反应模式是 自制的
,

我们在另一项研究短时记忆的实验中已用到 , 。

木文于 年 月 日收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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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台回避反应的实验程序如下 先让动物在跳台模式箱内自由活动 分 钟 适 应 环

境
,

随后拿走
。

然后将方框 厘米 罩在跳台 厘米 外面
,

再把动物

从上面放入方框内的跳 台 匕 待动物安静 秒钟后用手提起方框
,

大鼠自然会从跳台步下

到铜网上面
。

记录动物步下前在跳台上停留的时间
。

凡停留时间超过 分钟 者 不 预 录

用
。

待大鼠在铜网上 自由走动 秒钟后拿出
,

间隔两分钟
,

再重复测定动物在跳台上停留

的时间
。

当动物第三次从跳 台步下到铜 网上时
,

给于电击 了一 痛阑测量仪
,

单向脉冲
,

电流强度 毫安
。

动物被电击 秒钟后拿走
。

动物第二
、

三次在跳台上 停 留 时间的平

均值
,

作为动物在跳台上停留时间基线值
。

间隔两分钟后
,

测定 电击后动物在跳台上的停

留时间
,

以此与动物在跳 台上停留时间基线值相比较
,

得出动物短时记忆痕迹保留与否的

结果
。

随后
,

继续对动物进行学 习训练
,

操作同前
,

至动物在跳台上的停 留 时间超过 分

钟为止
,

作为大鼠学会跳台回避反应的行为指标
。

记忆保持的检查
,

在 小时 后 进行
,

坪
作与学习训练时相同

。

凡实验动物在跳台上停留时间超过 分钟者为记忆保持正效果

凡不足 分钟者为负效果
。

并继续训练动物能在跳台上停留时间超过 分钟为止
。

大白鼠 只
,

随机分为 组
,

每组 只
,

其 中三个实验组
,

二个对照组
。

三个实验组是睡

叹洲夺 小时组
,

小时组和弱小时组
。

两个对照组是大台对照组和正常对照组
。

各组动

物分别在剥夺睡眠和自由睡眠后
,

按上述实验程序作短时记忆的测定和学 习训练
。

尔后
,

让

动物继续剥夺睡眠或 自由睡眠 小时
,

再作记忆保持测验
,

方法同前
。

实验均在下午进行
。

实 验 结 果

只挤,’  

 的件佘知以习族理日宫婿

】】二目】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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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动物短时记忆的 比 较
,

五组动

物的实验结果列于表
,

由表 第 项结果可

以看出
,

大台对照组和正常对 照 组的短时记

忆正效果相同 睡眠剥夺影响了 各 实验组短

时记忆的正效果
,

其影响程度随睡眠剥 夺 时

间的延长而加大
,

以睡眠剥夺 小时对大鼠

跳台回避反应短时记忆的影响最 为 明显 图
。

‘

各组动物学习能力的比较
。

由表

第 项结果可以看出
,

除大台对 照 组动物学

会跳台回避反应的速度明显快于 其 它 各组

外
,

其余各组间的学习能力无明显差异
,

未见

到睡眠剥夺对大鼠学习跳台回避反应的影响 图
。

各组动物记忆保持的比较
,

由表 第 项结果可以看出
,

大台对照组与正常对照

组结果相近 睡眠剥夺影响了大 鼠跳台回避反应的记忆保持
,

其睡眠剥夺 小时组对大鼠

记忆保持的影响更为明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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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各组动物短时记忆学习能力及记忆保持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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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该模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式
正正正正效果果 负效果果 次数平均值值 正效果果 负 效 果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只只只只数数 多多 只数数 多多多 只数数 形形 只数数 多多 再训练次次次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士  士 记忆保持检查前淹死 只只

 士  !  士 大鼠鼠
今今今

士    !  士
了 ,

士
·

·

士

 士 士士士

肠
大台对照组动物学会跳台模式的次数与其它各组比较 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

其 余 各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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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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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组动物记忆保持正效果 百分率 之比较

论

在本实验中
,

我们初步观察到睡眠剥夺对大 鼠跳 台回避反应短时记忆的影响
,

同时也

观察到睡 眠剥夺对大 鼠记忆保持的影响
,

这与我们在灯光一 电击回避反应 的 模 式上观察

到的睡眠剥夺对大鼠记忆保持影响的结果相一致
。

其他作者的资料报告
,

小站 台 水环境

方法可能剥夺动物绝大部分 睡眠 一 ,的 ,

因此
,

对于上述实验 结 果
,

我 们 可 以 考 虑

睡眠剥夺对于记忆的影响问题
。

目前
,

多数作者重视 睡眠剥夺影响记忆的巩

固和保持的问题
,

即是说 睡眠剥夺影响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的转化
。

关于记忆过程

的神经生理学机制的研究
,

多数生理心理学家认为
,

短时记忆的机制可能与特定形式 「脑

电活动有关
,

而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的转化
,

可能涉及到由脑内的电活动转化为化学的
、

甚至组织学的变化
〔“

。

从上述实验结果
,

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即是 睡眠剥夺

影响记忆的巩固和保持
,

是通过影响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转化的必而机制实现的 还 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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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影响短时记忆的机制从而影响了记忆的转化过程
,

还是对两个环节都有影响
,

这个问题

是十分有趣的
,

并有待进一步研究
。

本实验未观察到唾眠剥夺对大鼠学 习跳台回避反应能力有影响
,

而我们 在 另一实验

中
,

观察到睡眠剥夺
·

对大鼠学习灯光一电击回避反击的能力有影响
〔旧

,

两个模式所得到的

结果似乎有矛盾
。

我们在上篇报告中
,

已经提到关于睡眠剥夺对于动 物 学习能力影响的

文献资料报告
,

其中有结果不一的情况
〔 

,

我们分析睡眠剥夺对动物学 习能力有无影响的

问题
,

在睡眠剥夺时间差异不太大的前提下
,

主要取决于学习模式的难易程度
。

灯光一电

击回避反应模式与跳台回避反应模式相比
,

前者较后者要难得多
,

动物 经 睡眠剥夺后
,

故

不易完成前者
,

而可以完成后者
,

这看来是合乎情理的
,

因此两项实验结果并不矛盾
。

在五组实验动物中
,

大台对照组动物学会跳台回避反应的速度明显快于其它 各 组
。

我们认为可以用学习的迁移规律给以合理的解释
。

实验前
,

大台对照组 动 物 在 直 径 为

厘米的圆台上适应四昼夜
,

掉下台便落入水中 实验时
,

动物停留在边长 厘米的方台

上
,

跳下去便被 电击
。

两者在站台大小和惩罚情景方面都很类似
,

因此
,

可 以 认为动物先

前在大台上适应四昼夜
,

为后来学 习跳台回避反应可能起了易化的作用
。

结 论

本实验应用小站台水环境方法剥夺大鼠 睡眠
。

观察到 睡眠剥夺影 响大鼠

跳台回避反应的短时记忆
,

其影响程度随睡眠剥夺时间的延长而加大 同时也观察到睡眠

剥夺影响大鼠跳 台回避反应记忆的保持 但未见到睡眠剥夺对大鼠学习该 模 式的能力有

影响
。

这与我们过去在大鼠身上完成的睡眠剥夺对于短时记忆和记忆保持的实验结果是

一致的
,

因此
,

可以认为
,

睡眠对于短时记忆和记忆保持都是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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