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年来我们和合作者们致力于探讨内源性睡眠化学物质的自然提取和人工 合 成问

题
。

法国心理学家 P e i一
ron

曾首先提出睡眠是觉醒时脑中积聚的
“
催眠索

” ( Hy p一 n t o。

x in ) 所引起的理论
。

后来有人 ( 19 65一 918 0年分别从羊
、

兔和大白鼠脑中提取 Fa t co r S
,

D s lp和 S Ps 等睡眠化学物质
,

但直至目前为止
,

仅D s lp正高清楚化学结构
。

已知脑内天 然

D s lp是纯 a肤
,

但国外人工仅能合成 a和日温合肤
。

我们用液相法成功地合成了纯 a 肚
,

并证

明仅需一百万分之五克的微量便能使家兔呈现慢波睡眠
。

此外
,

我们又 用固相法发现下列氨

基酸排列顺序的多肤也有促进慢波睡眠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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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认为内源性睡眠化学物质多半是活性胺
,

多肤或蛋白质
。

我们认为通过进一步

的脑内提取分离和化学结构改革
,

划到分子量较小和特效性很强的睡眠化学物质的前景是宽

广的
。

某些精神药物对动物行为
和电活动的影响
管林初 匡培梓 部勤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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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

本世纪五十年代发现氯丙嗓和利血平以后
,

精神药物学的发展颇为迅速
。

近几年以

来
,

我们开展了对氯丙,秦
、

苯丙胺
、

L S D和樟柳碱等精神药物的实验研究
,

并和兄 弟单位

协作对我国云南地区的致幻植物资源进行调查和研究
。

我们先后曾观察了某些药物对动物的

情绪行为
、

条件反射或操作式条件反射的影响
,

以及观察药物对动物脑电的影响
,

并利用微

电极技术观察L S D对动物单个神经元电活动的影响
。

一
、

抓丙嚓
、

笨丙胺对动物行为和电活动的影响

我们训练 2 只称猴
,

先建立以声为信号
,

拉圆球形反应键和食物强化为基础的正动因学

习
。

再建立以光为信号
,

拉棒状形反应键和 50 周交流电 ( o一 1 0 0伏 ) 刺激强化为基础的负

动因学习
。

待上述操作式反应稳固建立后
,

观察药物对桥猴
“
学习

”
和情绪行为的影响

。

经

我们反复研究发现
,

氯丙嗓 (0
.

2一 o
.

3m g / k g ) 和苯丙胺 (0
.

25 m g / k g ) 对称猴正
、

负动因
“
学习

”
行为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性影响

,

而且氯丙嗓
一

苯丙胺之间呈现明显 的领 旗 作 用

(表 1 略 )

氯丙嚓 ( 1 m g / k g ) 对16 只猎猴脑电图的影响
,

结果表明氯丙嚓能引起称猴不同程度的

脑电图变化
,

主要表现为全皮层高振幅慢波
。

氯丙嚓能改善对光脉冲刺激所呈现的
“
节律同

化
”
现象

。

氯丙嗓 (l 2
.

s m盯 k g ) 和苯丙胺 ( 1 0 m酬k g ) 对 9 只家兔的脑皮层电图的影响
,

实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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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皮居各区和海马区均出现高振幅慢波并可偶见阵发性纺睡波
。

在氯丙嚷的作用下
,

所有动

物的脑电图的条件所射出现率明显下降
。

而苯丙胺能使多数动物的脑电图条件反射出现率有

所提高或明显提高
。

只有少数动物则反见降低 (表 2 略 )

二
、

樟柳碱对动物行为和电活动的影响

樟柳碱是我国首先分离出来的一种生物碱
,

它的化学结构和东蓑若碱相似
,

过量服用会

引起幻觉和意识障碍
。

实验用大白鼠 30 只
,

结果表明樟柳碱对大白鼠的分辨学习和记忆行为

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

其主要表现为错误反应次数增多
,

反应时延长以及防御性条件反射的

出现率低
。

通过对 15 只家兔的脑皮层电图研究表明
,

樟柳碱能引起全皮层高振幅慢波
。

对其

中 6 只动物的脑皮层电图条件反射的研究还表明
,

樟柳碱能使脑皮层电图条件反射受到明显

抑制
,

甚至个别动物的条件反射全部消失
。

而除个别动物外
,

樟柳碱对无件条反射几乎无明

显影响 (表 3 略 )
。

三
、

L S D对动物行为和单个神经元活动的影响

L S D能引起知觉失调和心理活动紊乱
。

实验用家兔19 只
,

采用慢性微电极技术
,

在中脑

中缝注人 L S D ( 3一 4微克 /公斤 )
,

观察对清醒家兔背侧海马神经元的影响
。

实验共观察

了 19 个单位
。

实验表明
,

当注入 L S D后 5 分钟即能引起部分神经元放电频率增加
,

而有些神

经元则不受影响
。

L S D对海马神经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

一是放电频率的改变
,

二是放电形式的变化
。

L S D对动物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频繁的蔽嘴和头部颤动
、

警觉和驱

体能转动等
。

四
、

致幻植物对行为的影响

昆明致幻植物资源调查表明
,

小美牛肝茸和野荔枝果是有前途的两种新的拟精神病药
。

1
.

小美牛肝聋
:
味道鲜美

,

食者众多
,

少量则安全无患
,

但大量摄人便会引起 精神 症

状
。

主要出现
“
小人国

”
幻觉

,

患者自述到处可见活动狮的小人形象
。

轻者有自我批判能力

并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 重者往往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

行为极度异常 , 更严重者可出现木僵状

态
。

这些症状和精神分裂症很相似
。

我们曾用干茸流浸膏制剂作动物实验
,

狗和称猴在服药

后均出现惊恐和刻板动作
,

注人干茸粗提物
,

可见木僵等行为异常
。

2
.

野荔枝果
:

果仁煮熟后香甜可 口
,

但可引起精神症状
,

故俗称
“
疯人果

” 。

食后可引

起丰富的视幻觉
,

并有兴奋狂燥和猜疑等症状
。

调查中发现
,

中霉现象常有发生
,

有时竟示

现集体中毒
,

用氯丙嗓等治疗能使病情缓解并治愈
。

综上所述
,

我们研究了氯丙嗓等有关精神药物对动物行为和电活动的影响
。

通过对致幻

药物的研究则表明
,

它们所引起的幻觉和一过性的意识障碍均能被氯丙颇镇
。

从而使我们有

可能利用适当的致幻药来制造实验性精神病的模式
,

并为进一步探讨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

制提供了件条
,

同时为寻找治疗精神病的新药开辟了新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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