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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作业成绩与脑内亮脑啡肤含量变化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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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查阅到学习记忆对脑内亮啡肤含量影响的报道
。

本实验采用放射免疫测定

法
, 测定大鼠经条件反射训练后不同脑区亮脑啡肤含量的变化

,
并分析比较不同作业成

绩鼠脑亮啡肤含量的差异
, 以图探讨亮脑啡肤在学习记忆中的调节作用

。

本实验选用W sit ar 大鼠1 05 只
,
雄性

,
体重 15 0一 2 00 克

。

所有实验鼠或接受电击回

避条件反射训练
,
或接受单独电刺激

,
或不给予任何刺激

,
仅在箱内停留约 10 分钟

, 以

上不同处理均在梭箱内进行
。

行为实验完毕 后
,
将清醒大鼠快速断头取脑

,
置于煮沸的生理盐水中 2一 3分钟

,
取

出按自然界线分 出四个脑区
:

海马
、

纹状体丘脑和脑干
,

并分别称重
, 然后经匀浆加添

磷酸缓冲液
,
放射免疫稀解剂后

, 由冷冻离心取出上清液作放射免疫测定
。

测得各脑区

亮脑啡肤的 Pg 值后
,
经换算得出每 m g 脑组织的脑啡肤含量

。

详细方法见
“
脑啡肤的放

射免疫测定
”

( 陆以信等
,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 1 2 ( 2 )
, 1 1一 1 2 5 , 1 9 5 0 )

。

本文包括三个实验

实验 工
、

选用大鼠 38 只
,
其中实验组 25 只

,

对照组 10 只
,

实验组鼠接受灯光一电击回

避反射训练
。

训练方法按常规在梭箱内进行
。

灯光作为条件刺激
,
单独呈现三秒后伴随

电刺激 ( 双向方波刺激
, 1

.

0 ~ 2
.

Om A ) ,
刺 激 大鼠脚掌作为非条件刺激而迫使大鼠从

所在的小室逃往对侧小室而回避电击
。

当灯光呈现时
,
电刺激尚未出现前实验鼠立即逃

往对侧
,

即出现了条件反射
。

训练共进行五回
,

每回训练呈现 10 次
,
条件反应出现率达

70 % 以上
,

并连续三次
, 即为学习成绩优良鼠

, 否则归为学习成绩不良鼠
。

对照组鼠在

相同时间内在梭箱内逗留 10 分钟
,
但不呈现条件或非条件刺激

。

第五回训练完毕后
,
立

即快速断头取脑进行放射免疫测定
。

将所测得的各脑区啡肤含量的数值
,
按大鼠学习成

绩不同而分别进行计算
,
然后进行组间 t 检 验

。

实验结果
:

结果表明
,
学习不良组各脑区的亮脑啡肤含量均高于学习优良组和对照组

,
其中纹

状体的亮脑啡肤含量与学习优良组和对照组相比较
,
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P( < 0

.

05

和p < 0
.

0 1 )
。

学习优良组和对照组的亮脑啡肤含量却十分接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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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各组大鼠不同脑区亮脑啡肤含量 的比较 (P g八雌 X士 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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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可能由于断头前各组接受电刺激的次数不同而造成的
, 因而设置 了 实 验

五
o

实验 五 ,

选用大鼠 37 只 ,
按上述同样的方法进行训练和分组划分出绩 优 良 组 ( 8

只 ) ,
学习不良组 ( 16 只 ) 和对照组 ( 13 只 )

。

为了避免断头取脑前电刺激对脑内亮脑啡

肤 含量可能产生的影响
。

因此 , 在第五回训练完毕后
, 另加一次实验

, 在这次实验中仅

呈现10 次灯光
, 无论出现或不出现条件反应均不加以电击

。

实验完毕后立即取脑
。

将由

放射免疫法所测得的结果
,

按实验 工的方法进行统计处理
。

实验结果
:

表 2 各组大鼠不同脑区亮脑啡肤含最的比较 ( P g加 g X 土 S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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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同表 1

从表 2 可见
, 在实验 五条件下所获得的结果与实验 工数据完全一致

, 因此它们之间

的差异并不是取脑前接受过电击量不同造成的
。

但是还不能排除由于两组在整个训练中

接受电刺激的总量不同可能引起不同效应
,
由此设置了实验 卫

。

、

搬实验 五 ,
选用大鼠33 只

,
随机分为三组

;

电击 1 组
,

电击 2组
, 和对照组

,
木实验

T订了丁一

一

3 1 2
,



目的是测定不同电击次数对脑内亮脑啡肤含量的影响
、

电击组在梭箱内仅受非条件刺激

(1
.

0一 2
.

0毫安
,

双向方波刺激 )
,

与实验 工
、

五相同
,

在梭箱进行五回训练
。

电击一

组每回训练中接受电刺激的次数参照学习不良组所受的电刺激的分配次数
, 电击二组则

参照学习优良组的分配次数
。

对照组与上述实验相同
。

实验完毕立即快速断头取脑
,
分别测定纹状体

,
下丘脑

, 和导水管周围灰质的亮脑

啡肤含量
,
结果见表 3

。

表 3 各组大鼠不同脑区亮脑啡肚含通的比较 ( X 士 S D P g /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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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到
,
电击 1 , 2 组纹状体内的亮脑啡肤含量十分接近

。

它们虽然均高

于对照组
,
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除此之外
,
在这个实验中测定了下丘脑

和导水管周围灰质的亮脑啡肤含量
, 电击 1 , 2组下丘脑亮脑啡肤含量均高于对照组

,

并有显著性差 异 ( P < 0
.

05 )
。

由上述三个实验结果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

1
.

学 习不良组脑内亮肤啡含量高于学习优良和对照组
, 其中纹状体内的亮脑肤啡

含量与其他两组相比较
,
差异是显著的

。

2 学习不良组脑内亮脑啡肤含量高于其他两组
,
并不是由于断头取脑前各组电受击

次数多少而造成的差异
;
也不是各组在训练整过程中受电击总数不同而造成的

。

3
.

由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 亮脑啡肤在学习记忆过程中可能参与调节作用

。

三种神经肤对大鼠学习和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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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报道不一

。

本工作利用双向迷宫条件反射箱
,
对大

鼠进行条件反射训练
,
同时分别给予皮下注入甲一脑啡肤 ( M一 E K )

、

生长抑素 (s S T )

,

青岛医学院生理教研室进修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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