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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复康
、

石杉碱甲
、

绞股蓝
、

豆腐果贰和

樟柳碱对动物旷场行为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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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摘 要

脑复康
、

石 衫碱甲
、

绞
」

股蓝
、

豆腐果武和樟柳碱都是近年来研制 的新的 中枢

神经药物
。

除脑复康以外
,

它们都是 由我 国的植物化学家首次从 中草药中提取

的新的生物碱或有效成分
。

本文报道 了脑复康
、

石 杉碱甲
、

纹股蓝
、

豆腐果贰和

樟柳碱对动物旷场行为的影响
。

结果表明
,

脑复康
、

石 杉碱甲
、

纹股蓝和豆腐果

武对动物的旷场行为产生 明显的抑制反应
,

而掉柳碱则使动物 的旷场行为 引起

兴奋反应
。

脑复康
  的化学名称为

一

乙酞胺基
一 一

比咯酮烷
一 一 一 一

。

一般认为
,

脑复康能改善各种类型缺氧和理化因素引起的脑损伤以及认雏

功能障碍
,

有益于保护大脑的正常功能
。

〔”的实验证实
,

脑复康对 由于电

休克和吸人二氧化碳所致的记忆提取障碍有明显的保护效应
。

并且
,

它对学习能力低下

的实验动物记忆的巩固有明显的促进效应
。

据报道
, ‘“一 ,

脑复康能促进大脑脱抵体的信

息传递速度
,

使思维敏捷 增进大脑对氨基酸的利用并促进蛋 白质的合成
,

从而增强学习

和记忆功能
。

石杉碱 甲 是从中草药千层塔中分离出来的新生物碱
, 〔魂一“’它能选择

性抑制乙酸胆碱醋酶
,

其作用强于毒扁豆碱
,

而 毒性则低 于 毒扁豆 碱
。
〔“〕唐希 灿等

〔 ’的实验表明
,

石杉碱 甲能明显地促进大鼠的明暗分辨和方位分辨学习以及记亿

的保持和再现过程
,

并使记忆 障碍动物的学习和记忆得以改善
,

其效果优于毒扁豆碱
。

最

近
,

陆维华等  〔 ,
报道了石杉碱甲对二氧化碳所致的识别障碍和由于东葛若碱所引

起的短时记忆障碍有改善作用
。

同时
,

他们的研究还表明
,

石杉碱甲对老龄大鼠的学习
、

记忆保持过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绞股蓝 夕。 二 夕 是葫芦科植物
,

分布于我国秦岭及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

也见于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朝鲜和 日本等国
〔”

。

研究表明
,

绞股蓝含有 多种绞股蓝皂贰
,

而其中有些皂贰的化学结构和某些人参皂贰很相似‘’。’。

近年来
,

还有研究表明
,

绞股蓝的药理作用广泛
,

它具有明显的镇静
、

抗紧张和抗疲劳作

用
。

此外龙对记忆障碍也有改善作用
。

豆腐果贰 由 是从山龙眼科萝 卜树的果实中提取出的有效成分
,

其 化 学结构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文曾在  ! 年全国第六届 心理学学术会议 杭 州 进行学术交流
,

发表 时作了部分修改和补充
。

安傲中医学院进修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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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麻素有相似的单糖体贰
。

研究表明
,

豆腐果贰对神经衰弱有较好的疗效
。

云南景颇族

群众常用它来治疗失眠和头痛
,

具有良好的效果
。

为此
,

近年来称它为昆明神衰果素〔’‘〕。

樟柳碱 是从茄科植物唐古特山食蓉中分离 出来的一种生物碱
。

它的化

学结构和药理性质与东食若碱很相似
。

它的毒性较小
,

但过量服用会引起幻觉
、

健忘和意

识障碍
。

较大剂量的樟柳碱可抑制大鼠和家兔的条件反射活动
‘’“’。

本实验参照  〔’”, 的旷场行为
,

 试验

法
,

选用脑复康
、

石杉碱 甲
、

绞股篮
、

豆腐果贰和樟柳碱等近几年来研制的新的中枢神经药

物
,

观察上述各种药物对动物在新异环境中的自发探究活动的影响
。

本实验所选用的药

物
,

除了脑复康以外
,

其余都是由我国的植物化学家首次从 中草药中分离或提取 出的新的

生物碱或有效成分
,

颇有研究价值
。

但是
,

直至目前为止
,

人们对于这些药物的作用机理还

不甚了解
,

特别是有关这些药物对动物行为的影响还缺乏较系统的研究
。

为此
,

本实验试

图通过动物旷场行为的研究
,

进一步区分并证明上述药物对动物的行为活动的影响
。

选用本所动物房的
一

种系大白鼠 只
,

体重一般为 克左

右
,

雌雄兼有
。

随机将实验动物分为 个给药组和一个对照组
,

每组 一 只
。

腹腔给

药后 分钟将大白鼠从饲养笼中放到 厘米的塑料实验箱中
。

将箱底分成

个等分的小格
,

观察动物在 分钟内在实验箱中行走 的格数和直立
“

目 的次数
。

行走是以动物经过箱底的格数计算
,

直立是以动物的后肢直立而前肢扶壁

或悬空的次数计算
。

给药后 分钟
,

再将实验动物仄饲养笼中放置于直径为 厘米
,

高

为 厘米的圆形玻璃缸中
,

将缸底分为四个等分区
。

同样
,

观察动物在 分钟内在圆

形缸中的行走和直立行为
。

本实验采用小动物计数仪记录动物的行走格数和直立次数
。

实

验结束后
,

将全部实验数据用本实验室的
一

型微机进行统计分析
。

实验结果表明
,

脑复康
、

石杉碱甲
、

绞股蓝和豆腐果贰可使动物的旷场行为产生抑制

反应
。

这些药物能使动物的行走和直立活动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

尤其在给药后 分钟更

为明显
,

和对照组相比
,

差异显著或较显著 表
。

实验时
,

当将实验动物放入实验箱中

一 分钟后
,

经常可以见到实验动物 出现
“

僵呆
”

状态
。

但是
,

樟柳碱则使动物的旷场行

为引起兴奋反应
,

给药后动物 的行为活动比较活 跃
,

尤 其是 在给药后 。分钟较为明显

表
。

然而
,

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曾发现
,

樟柳碱能引起家兔全皮层出现高振幅慢波
,

并使

家免脑皮层电图的条件反应受到明显的抑制
〔‘ ’。

这就出现脑电和行为脱节现象
。

而这一

现象早就引起囱内外神经药理学界的注意
〔“’

。

阿托品
、

东食营碱和樟柳碱均属于抗胆碱

药物
,

它们对动物行为和脑 电图的影响都有脱节现象
,

即动物在行为上出现兴奋的同时
,

在脑电图上出现高振幅慢波
。

但是
,

目前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

还很不一致
。

其可能的机理

是在这类药物 的作用下
,

大脑皮层处于抑制状态
,

而此时受大脑皮层控制的皮质下中枢则

处于脱抑制状态
,

从而使动物行为表现为兴奋反应
。

旷场行为试验是生理心理学中常用的一种行为观察法
。

由于这一方法是在动物清醒

状态下观察动物的行为活动
,

并且简单易行
。

因此
,

虽然近几年以来已研制和设计了许多

新的研究神经和精神药物的方法
,

但是
,

观察动物对新异环境的探求
、

觅寻和运动的协调

等行为活动
,

今天
,

仍然是精神药物学的研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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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照组相 比
, 、 ,

二
。 ,

二
未

众所周知
,

我国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药物资源
,

而且
,

我国的神经一精神药物的资源

尤为丰富
。

因此
,

今后我们要利用一些切实可行的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

筛选更多更好

的神经一精神药物来为临床医学服务
。

鸣谢 本实验所选用 的脑复康
、

石衫碱 甲
、

绞股蓝
、

豆腐果戒和樟柳碱等药物
,

分别 由东北制药厂
、

中国科 学院上

海药物所庸希灿教授
、

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 医院匡 培根教授
,

昆明医 学院王憋 德教授
,
以及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陈先瑜教授和张均田 教授惠赠
。

对于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热忱 的帮助
,

在此谨 向他们表示诚 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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