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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情绪应激对大鼠行为的影响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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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空瓶刺激诱发的慢性情绪应激对大鼠行为的影响及行为变化的趋势。方法 　利用空瓶刺激诱发的情绪应

激模型 ,观察记录连续 14 次 ,每次 10 分钟的情绪应激期间 ,情绪应激组、对照组和生理应激组大鼠的攻击性行为、探究行为和修饰

行为的表现。结果 　连续 14 次的情绪应激期间 ,与对照组和生理应激组相比 ,情绪应激组大鼠均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行为 ,而对

照组和生理应激组大鼠仅表现为探究和修饰行为。结论 　慢性情绪应激能诱发大鼠行为的明显改变 ,且这种行为的改变与应激频

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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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hronic emotional stress on the behaviors of rats and its changing trend. Method Utilizing the ani2
mal model of emotional stress induced by empty water bottles ,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emotional stress group , control group and physio2
logical stress group. During 14 times emotional stress procedure , 10 minutes per time , attacking , exploring and grooming behaviors of rats in three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and recorded. Results During 14 times emotional stress procedure , compared to rats in contro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groups , rats in emotional stress group always expressed significant attacking behavior , and rats in control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groups expressed ex2
ploring and grooming behaviors. Conclusion During chronic emotional stress procedure , behaviors of rats in emotional stress group changed signifi2
cantly , which was independent of stress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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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激与行为的关系一直是应激研究领域的重点问

题。早期的研究发现 ,应激状态下 ,动物通常表现出攻

击性行为、呆滞行为和排泄行为较正常状态下明显增

多[1 ]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 ,应激状态能影响动物的摄

食行为。Ader R 发现居住环境过分拥挤能降低小鼠的

食物消耗量 ,且动物的摄食行为与应激源的类型、强度

相关[2 ] 。我们实验室以前的研究也证实 ,电击装置能

引起有电击经历的大鼠的呆滞行为和排泄行为明显增

加[3 ] ;空瓶刺激能引起定时喂水动物的明显的攻击性

行为[4 ] 。这些研究表明 ,动物的行为变化可以作为应

激反应的指标。空瓶刺激诱发的慢性情绪应激动物模

型是本实验室建立的一种新的情绪应激动物模型。为

了进一步明确此慢性情绪应激的作用 ,本研究观察了

在空瓶刺激诱发的情绪应激过程中 ,连续 14 次的情绪

应激对动物攻击性行为、探究行为和修饰行为的影响 ,

着重分析其变化趋势。

材料和方法

一、实验动物

30 只雄性 Wistar 大鼠 ,体重 250～300 克 ,鼠龄 3

个月左右 ,购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动物中心。每只大

鼠单笼喂养 ,控制室温 (20 ±3 ℃) 和照明 (12 小时照明

/ 12 小时黑暗 ,每天早 7 时开始照明) 。适应期内所有

动物自由饮食、水 ,适应期后动物定时饮水、自由饮食 ,

饲料由北京市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二、实验程序

所有动物分成 3 组 ,即情绪应激组 ( ES) 、生理应激

组 (PS)和对照组 (C) ,其中 ES 组动物和 C 组动物在一

个房间内单笼喂养 ,而 PS 组动物则在另一房间内单笼

喂养。所有动物经 7 天适应期后 ,进行定时喂水训练

10 天 (仅每天早 9 :00～9 :10 和晚 21 :00～21 :10 给予

饮水 ,其余时间不给水) 。于第 18 天晚 21 :00～21 :10

开始给予情绪应激刺激 ,具体方法为在定时喂水期间

给予 ES 组动物空瓶刺激诱发其情绪应激 ,刺激的给予

是无规律的 ,一天一次 (早或晚) 或一天两次 ; PS 组动

物在 ES 组接受空瓶刺激的同时亦无水喝 ,但也无空瓶

刺激以排除生理缺水的影响 (见表 1) ;C组动物则一直

定时饮水。此情绪应激在连续的二周内被给予 14 次 ,

每次 10 分钟 ,观察和记录 3 组动物在每次情绪应激期

间的行为表现。

观察的行为指标是攻击性行为 (咬空瓶和笼子) ,

探究行为和修饰行为。具体的观察方法是在给予情绪

应激的 10 分钟内对各组每只动物观察 4 次 ,记录下每

次观察时动物的行为表现 (攻击性行为、探究行为或修

饰行为) ,有 1 次记为 1 ,这样每只动物的三种行为表

现均在 0～4 之间 ,共观察 14 天。

三、统计方法

利用 SPSS 软件 ,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统计方

法 , P < 0. 05 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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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一、情绪应激对动物行为的影响

如图 1 所示 ,情绪应激组动物在被给予情绪应激

的 10 分钟内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行为 ,而生理应激组

和对照组动物没有。与对照组动物相比 ,情绪应激组

和生理应激组动物均表现出显著的探究行为 ( F =

216. 757 , P < 0. 001 ; Post hoc : P < 0. 001 , P <

0. 001) 。与情绪应激组和生理应激组相比 ,对照组动
表 1 　实验程序

时间 组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9 :00～9 :10 ES组 N N ES ES N ES ES N N N ES N N N ES

PS组 N N PS PS N PS PS N N N PS N N N PS

21 :00～21 :10 ES组 ES ES N ES N N N ES ES N ES ES ES N

PS组 PS PS N PS N N N PS PS N PS PS PS N

　注 : N :正常饮水 ; ES:空瓶刺激 ; PS :单纯缺水 ; O :到达实验室的第 18 天。

物表现出明显的修饰行为 ( F = 957. 788 , P < 0. 001 ;

Post hoc : P < 0. 001 , P < 0. 001) 。对于探究行为和修

饰行为 ,动物组别与情绪应激次数间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 ( F = 1. 089 , P = 0. 355 ; F = 1. 512 , P = 0. 065) 。

ES:情绪应激组 ;C :对照组 ;PS :生理应激组 ; 3 3 : P < 0. 001

图 1 　情绪应激对动物行为指标的影响 (M(SE)

二、情绪应激组动物的行为变化趋势

如图 2 所示 ,在长达 2 周、共 14 次情绪应激过程

中 ,情绪应激组动物的攻击性行为、探究行为和修饰行

为均无显著性变化 ( F = 0. 313 , P = 0. 989 ; F = 0. 44 ,

P = 0. 953 ; F = 0. 484 , P = 0. 932) 。

图 2 　情绪应激组动物的行为变化曲线

三、对照组动物的行为变化趋势

在 10 分钟的饮水期间 ,对照组动物仅表现修饰和

探究行为 ,并以修饰行为为主。在 2 周的行为观察期

间 ,对照组动物的修饰和探究行为无显著性变化 ( F

= 0. 885 , P = 0. 57 ; F = 0. 885 , P = 0. 57) (详见图

3) 。

四、生理应激组动物行为变化趋势

如图 4 所示 ,生理应激组动物在即无水喝也无空

瓶刺激的 10 分钟内 ,表现为探究行为和修饰行为。在

2 周时间内 ,探究行为呈降低趋势而修饰行为呈上升

趋势 ,但无显著性变化 ( F = 1. 885 , P = 0. 056 ; F =

1. 885 , P = 0. 056) 。

图 4 　生理应激组动物行为变化曲线

讨 　　论

一、情绪应激对动物行为的影响

根据情绪应激期间的行为观察结果 ,无规律的 10

分钟的空瓶刺激能引起情绪应激组动物明显的攻击性

行为如咬笼子和空瓶 ,而生理应激组和对照组动物则

根本没有攻击性行为。在此情绪应激期间 ,生理应激

组动物既无水喝 ,也无空瓶刺激 ,主要表现为探究行

为。对照组动物由于一直定时饮水 ,主要表现为修饰

行为。动物的行为变化能反映应激反应程度 ,行为观

察结果表明 ,在 10 分钟的情绪应激期间 ,情绪应激组

动物处于强烈的情绪应激状态 ,生理应激组动物有微

弱的情绪应激反应 ,对照组动物则没有应激反应。

二、慢性情绪应激过程中 ,动物行为的变化趋势

在整个慢性情绪应激过程中 ,长达 10 分钟的情绪

应激在 2 周内共给予 14 次。那么在多次反复的应激

性刺激 (空瓶刺激) 情况下 ,动物的行为改变呈现何种

趋势 ? 动物行为是否会出现适应性变化 ,即应激反应

是否随着空瓶刺激的反复给予 (下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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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应包括 :具有疾病的核心症状 ,具体操作具有可行

性 ,抗抑郁剂有效。此外 ,如要观察抗抑郁剂的作用机

制 ,则抑郁模型所致的行为学改变必须持续足够长的

时间 ,以允许抗抑郁剂的长时间应用。

综上所述 ,本实验结果与国外研究报道基本一致。

本模型采用慢性轻度应激和分养两种经典模型结合的

方式 ,利用长期不可预见性的轻度应激 ,造成分养动物

的抑郁状态 ,且该模型所致的行为学改变可维持较长

时间。制作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可用于研究抑郁症的

发病机制和抗抑郁剂药理作用的较为理想的抑郁动物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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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逐渐减弱 ? 所有 14 次应激过程的动物行为观察的

结果表明 ,情绪应激组动物在 10 分钟的情绪应激期间

始终以攻击性行为为主 ,其次是探究行为和修饰行为 ,

这种行为表现并没有因应激刺激的反复给予而改变 ,

说明由空瓶刺激所引起的定时饮水动物的情绪应激反

应是稳定的。同样 ,生理应激组和对照组动物的行为

变化趋势与之相类似。

利用空瓶刺激诱发定时喂水动物的情绪应激模型

是本实验室所建立的一种新的情绪应激动物模型。与

以往的利用电击等建立的条件反射性情绪应激模型相

比 ,这种模型排除了物理应激的干扰 ,是一种相对纯粹

的心理应激动物模型。本次实验结果一方面表明 ,空

瓶刺激能诱发情绪应激组动物明显的情绪应激反应 ,

表现为咬笼子和空瓶的攻击性行为 ,而单纯的缺水仅

能引起生理应激组动物微弱的情绪应激反应 ,表现为

少量的探究行为 ;另一方面 ,在慢性情绪应激期间 ,情

绪应激组动物的行为表现并没有因空瓶刺激的长达

14 次的反复给予而改变 ,始终以攻击性行为为主 ,说

明动物处于强烈的情绪应激状态。这些结果证实 ,由

空瓶刺激诱发的慢性情绪应激动物模型是一种稳定的

模型 ,具有进一步推广和使用的价值 ,可用于探讨情绪

应激相关机制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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