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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 文 观 察 了 儿 茶酚 胺 的 生肠 合 成 抑 制 剂

—
a 一

甲 基 酪 氛 酸 ( a 二M T ) 和

二 乙 基 二 硫 氛 基 甲 酸 醋 钠 ( D D C )
—

衬 群 体 隔 离 大 白 鼠 学 习 和 记 忆 的 影 响
。

结 果 发 现a 一

M T (25 0m g / 公 斤体 重 ) 时 群 居 动 物 学 习 方 位 水 迷 津无 明 显 影 响
,

但

时 隔 离动 物 的 学 习 有 明 显 影响
。

a 一

M T 对 群 居 和 隔 离动 物 的 记 忆 的 影 响 不 明

显
,

D D c (6
、

。。m g / 公 斤体 童) 对 群 居 和 隔 离 动 物 的 学习 和 记 忆 均 无 明 显 影响
。

注

扮 a 一M T 后 隔 离动 物 大脑 皮质 内去 甲 肾上 腺素 的 含 量 降低 了 38
.

1拓
, 而 群 居 动

杨 仅 降低 了 卯
.

1‘
。

结 果 提 示 隔 离动物 对 方 位 水 迷 津 学 习 能 力 的降低可 能 与脑

内去 甲 肾 上 腺 素 和 多巴 胺 的 含量 下 降 尤 其 是 与 大 脑 皮质 内去 甲 肾 上 腺素 含量 的

下 降有 关
。

我 们 以 往工 作发现早 期 群 体隔 离对 动 物 学 习 能 力有 一定 影响 ‘, 〕。

近 年来不 少研究 表

明 单胺 类 神经介 质
,

尤 其 是 儿 茶 酚 胺 ( CA ) 可 能 与 学 习 记 忆有关
。

如有报 告用 利血平使 脑

内去 甲肾上 腺素 (NA )
、

多 巴胺 ( D A ) 和 二5
一

经 色胺 (5
一
H T )的 含量 降低可 明 显影响记 忆.

。

也有报告用 仪二 甲基 酪 氨酸 (a
一

M T ) 耗 竭脑 内N A 和D A 可 减弱 被 动 回 避 反应的 保 持.
。

而

苯 丙胺 可促 进大 白 鼠 的 辨 别学 习〔。
。

A r c h e r 用 D S P4 选择 性地 耗 竭脑 内 NA 可使 大 白鼠
的 主 动 回 避 反应的 学 习 受到明 显影 响‘

。

St e in 等用 D D C 选择 性地 降低大 白鼠脑内N A

含量 发现 对 长时 记 忆有 明 显 影响 〔。
。

这 说 明 N A 可能 与学 习
、

记 忆均 有关
。

而有些 实 验 研究

表 明 脑 内D A 与学 习
、

记 忆 也有关印
。

一般 认为 学 习可 由于脑 内C A 的 增加 或5
一
H T 的 减少

而加 强 帅
。

另外
,

有些 研 究 结 果表 明群 体隔 离可能 对动 物 体 内C A 的 合 成 有影 响卿
。

为了

探讨 早 期群体 隔 离动 物学 习能 力的 下降是 否 与脑 内单胺 类 神 经 介 质 有 关
,

特 进 行 本

实验
。

一 实 验 方 法

( 一 ) 实 验 动 物

以健 康 雄性大 白 鼠为实 验 动 物
,

将 出生后 五周 左右 的 同 窝或 同 时 生 的 大 白鼠 分 为 隔

离 和 群居 两 组
。

饲 养方 法 与我 们 以 前工 作雷 同卿
。

隔 离 9一 10 周 后 开始 做实 验
。

食 物和

水 随便 吃
。

(二 ) 药 物注 射 方 法

) 本文 于 3年 5 月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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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居 和 隔 离 动 物均 分为对 照 组
、

a 一 甲基 酪 氨酸伍
一

M T) 组和 二 乙 基 二硫 氨基 甲酸醋 钠

(D D C) 组
。

每 组 8 只 动 物
,

共 48 只 动 物
。

a 一

M T 悬 浮 于 乡H 为 乓6 的 磷酸 缓 冲 液和 吐 温80

( 10 : 0
.

2) 中
,

剂量 为2 5Om g 每公 斤体 重
,

腹 腔 注 射
,

注 射 后 2 小 时 作 方 位水 迷 津 实验
。

DD C

溶解 于 生 理 盐 水 中
,

剂 量 为 6oom g 公斤 体重
,

腹 腔 往 射
,

注 射 后 3 小时 作方 位 水 迷 津 实

验
。

对 照 组所有 步骤均 与 注 射药 物组 相 同
,

但腹 腔注 射的 是 上 述 药 物的 溶 剂
,

即 部分 动 物

注 射 了 磷 酸缓 冲液 和 吐 温80
,

部分 动 物 注 射 了 生理 盐水
。

(三 ) 方 位 水迷 津测 试

水迷 津箱 是一 97 x 63 x 50 o m 的 水 池
,

内有 两块 乳白 色有 机玻 璃板 将池 均等 地 分 为

。7 x 2 1x 50 o m 的 三个小 池
。

左侧小 池 的 一端 有一 高 出水平 面 l o m 的安 全 台
。

水深18o m
。

水 温 21℃ 一22 ℃
。

水池顶 部盖 一 透 明有机 玻 璃板
,

盖板 一端有三个 小 门
,

分 别 与三 个小 池

相 通
。

实 验 时轻 提 动 物尾 巴 头朝 下
,

从 中 间小 池 的 小 门 入 水
,

记 录 动 物登上 安全 台的 时 间及

游 泳 路线
。

动 物到 达 安全 台后 休 息3 ”秒钟 后再 进行 笔二 次 测 试
。

将 动 物 入 水后 直接 通 过

左 侧边 门游 向 并登上 安全 台的 定为 正 确反 应
。

通过 其 他 迂 回 路线 到达安 全 台 的 定 为错 误

反 应
。

连 续 8 次 出现 正 确 反应 定为 学会 标准
,

学会后 即停 止 训 练
。

以 动 物达 到学会 标 准

所 需的 训 练次 数 作为 衡量 动物学 习 能 力的 指 标
。

如训 练40 次仍未能 达 到 上 述 标准者 则停

止 实验
。

为 了 检 查 动 物是 否 保 持 了 巳学会 的 方 位 水迷 津
,

故 在第一次 实 验后 休 息三 小时
,

然后

进 行第 二次实 验
。

(四 ) 脑 内单胺 类神 经介 质 的测 定

将 未做过 方 位 水迷 津实 验 的 群 居 和 隔 离动物 各15 只 分为 对照
、 a 一

M T 和D D C三 组
,

每

组 5 只
。

注射药 物 的 方法 和 剂量 与
_

L 同
,

对照 组 动 物 注射 生理 盐水
,

对照 组和 a 一M T 组在

注射后 2 小时 断 头 取 脑
,

DD C 组 在注 射 药物 后 3 小时 断 头 取 脑 作单胺 类 神经 介 质 的 测

定
。

将脑 分 为大 脑皮 质 ( 包 括 海马 )
、

尾 核 和 脑 千 三 部 分
,

脑 干 包括 延 脑
、

桥 脑
、

中 脑 和 间

脑
。

小脑 弃 去不 要
。

单胺 类神 经介质
-

一去 甲肾上腺素 (N A)
,

多 巴胺 (D A)
,

6一

鑫 色胺

(5 ‘H T ) 及 其 代谢 产 物 6一 经 叫 噪 醋酸 ( 5
一

H I A A ) 用 萤光 分光 光度法 测定
,

’

测 定 方 法 与 我

们 以前 的 工 作雷 同叻
。

二
、

实 验 结 果

( 一 ) 方 位 水迷 津实 验 结 果

a- M T 和D D C对 动 物 学 习能 力的 影 响见 表 1
。

从表 1 可 以见 到 对照 组 内群 居或 隔 离 动 物达 到连 续 8 次正 确反应 所 需 的 训 练 次数分

别 平均为 9
.

4 和 9
.

6 次
,

说 明 在 学 习这 个简 单的 方 位水 迷津 时 群居 和 隔 离 动 物并 无 明显 差

异
。

3 小 时 后 检 查
,

群居 动 物 平 均 为 8
.

1 次
,

隔 离动 物 平均为 6
.

6 次 达到 标 准
,

均 比 9 次有

所 减 少
。

但 由 于 要 求连 续 8
‘

次 为 正 确反 应的 要 求 较高
,

因 此 以 这 个标 准衡 量 时 似 乎 动 物

在学 习后 的 保持并 不 明 显
,

但如 以前 扣次 内正 确反应 数 来衡 量
,

则 无 论是 群居 对照 或隔离

对照 动 物在 第一次 实 验 后 3 小 时 进行 第二 次实 验 时 的 正 确反应数 均 显著 增 加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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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a - M T 和D D C对学 习的影响

动 物 数 } 训 练 次 数 动 物 数

对 照

a 一

M T

DD C

甲 二 丫 ⋯
8

}
“

}

9
.

4士5
.

2

9
.

8士6
.

5

T
.

6士2
.

8

342 士29

3 44 士52

3 44士36

注 : 铃
‘

与隔离对照 组 比P < 0. 02

△ 与群居a ,

MT 组比P< 0. 06

表 Z a ~M T 和D D C对保持 的影晌

} 群 居
’

} 隔 离

组 别 l

一
卜一- 一= 尸,

二

二
!

_

弟 一 久头 狱 } 弟 二次 头 牲 } 弟一 久 头 脸 l
_

弟一 久头 粒

—
卫丝达立正鲤区应鳌

,

{

一
{粤些 卿 擎 黔 巡 粤 弊 鳖

对 照 1
‘

·

3士,
·

3( 8 ’ 1
6

·

5士,
·

, “( 8 ) 1
3

·

8士 ‘
·

8 ( 8 ’ {
6

·

‘士‘
·

了‘’( 8 ’

“ 一

M T

I
‘

·

6 士‘
·

5‘8 ’ 1
6

·

‘士‘
·

了 ‘8 ’ 1
2

·

‘士‘
·

, △ ( 8 ’ }
5

·

。士‘
·

, ”( ‘’

”Dc {
3.9 士

侧
8 ’ {

6

.0t2.
5 ( 8 )

, _

!
_ 二

3.9 士2.1
_

{
8

_

,
:

}
‘

6

少 华
:

‘8 ’
:

注 : 括 号内为动物数
。

△ P < 0. 02 与群居a 一

MT 组 比 粉 P< 0. 05
书赞 P< 0. 01 与相应第一 次实验 结果 比

。

说 明在 没 有 药物 影响下 群居 和 隔 离动 物 对简 单方 位 水迷 津的 保 持 也是 相 似 的
,

并无 明 显

差 别
。

从表 1 和 表 2 可 以 见到 注 射a 一

M T 对群 居 动物 的 学 习 并无 明 显影 响
。

而 。一

M T 对 隔

离 动物 的 学 习却有 明显 影响
。

群居 a 一

M T 组平均 训 练9
.

8 士6
.

5 次 即达 到学会 标准
,

与 群居

对 照组无 明 显 差 别
。

而 隔离a 一M T 动物平 均要训 练 19
.

1 士8
.

4 次才 达 到学会标准
,

显著 高

于 隔离对 照组 和 群居 a 一

M T 组
,

由于 隔 离 组中有一 动 物 在第一 次 实验 时训 练 了 40 次也 未

能 达 到 学 会标 准
,

故 没 有再 进行 第二 次实验
,

所 以 隔 离 a 一

M T 组 第二 次 实验 时 动 物数 为 7

只
。

第二 次实 验 时 前 10 次 内的 正 确反 应数群 居 a 一M T 组和 隔 离a 一

M T 组 均为 5 次左 右
,

均

比 群居 对 照和 隔离对 照的 6 次左 右为 低
,

但它 们 之 间的 差 异 并不 显 著
。

因 此 只 能 说 似 乎
a 一

M T 对保 持有 些影响
。

群 居 动物 注 射 D D C 后 平均训 练 了
.

6 士2
.

8 次达 到学会标 准
,

而 隔 离动 物 是 平 均 训 练

10
.

8 士4
.

9 次达 到学会 标准
,

隔 离 动 物 较慢于 群 居 动 物
,

但 两 者 差 异 不 显著
。

它 们 与各 自对

照 组 比 也 无 明显 差 异
,

说 明 D D C 对 群居和 隔 离动 物的 学 习均 无 明 显影 响
。

从 表 2 可 以见

到注 射D D C后群 居和 隔离 动 物在 第二 次实 验 时 前 10 次 内的 正 确反 应数 分别为 6. 0 和 6. 4

次
,

它 们之 间无 明 显差 异
,

它们和 各 自对 照 组 比也无 明显 差 异
,

说 明D D C 对群 居 和隔离动

物 的 保持 也均无 明显 影 响
。 ·

( 二 ) 脑 内单胺 类神经 介质 测 定结 果

隔 离对 照 组 动物脑 干 及 尾 核 内N A 含量 均 比群居 对 照组略低
,

但两 者 间无 明 显差 异
。

如 以 各 自的 对 照 组 含量 为 多
,

则 在 注 射 一M T 后 群居 动 物脑 干 和 尾核 内 N 含量分别

降 低 了 男 和 5 拓
,

大 脑皮质 内含量 仅 降低 多
。

隔 离动 物 在注 射 一 M T 后 脑 千

100 a A

44
.

7 29
.

20
.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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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巧

和 尾核 内 含量 分 别 降低 了 31
.

9 形 和 19
.

4 多
,

但 大脑 皮 质 内含量 却 下 降 了 38
.

2 拓
。

群居 动

物 大脑 皮质 内 N A 含量 的 下 降是 不 显著的
,

但隔 离动 物 大脑皮厉内 N A 含 量 的 下 降是 非

常 显著 的
。

见 图 1
。

隔 离对照 动 物尾 核 内D 八含量 也 较低 于 群居 对照 动 物
,

但两 者 也 无显 著差 异
。

群居 动

物 在注 射a 一

M T 后 脑 干 和 尾核 内D A 含量 分 别 降 低 了 55
.

9 终 和 3T
.

8拓
,

大脑 皮质 内 D A 含

量 未见 明 显 下 降
。

隔离动物 在 注 射a 一M T 后 脑 干 和 尾核 内 D 六 合量 分 别 降低 了 61
.

3 多和

28
·

3 拓
,

大脑皮 质 内D A 含量下 降 了 18
.

6 书
。

注 射a 一

M T 后 脑 干
、

尾核 和 大 脑皮质 内 D A 含

量 的下 降程 度在 群居 和 隔离动 物 之 间未见 明显 不 同
。

见 图 2
。

�乐骊毯奋飞乙如叫舌

�岛骊数拓孚甸
。

�喇如vZ
�吐.盯早

尾伙
几

大脑皮 脆 脑 干 大脑皮质

图 1 a 一

M T 和D D C 对NA 含 量 的影 响

图 内数 值为 5 只动 物平均 值士标 准误 与对照 比
铸 P< 0

.

05
, 朴 朴 P< 0

,

01 . 肠 玲 P < D
.

001

图 Z a 一

M T 和D D C对D 人含 量 的影响

图 内数值 为 5 只 动 物平均 值 士标准误
与对照 比 甘 P< 0

.

05
, 朴器 P < 0

,

01

隔 离对 照 动物 尾核 内5
一
H T 含量 显著 低 于 群 居 对照 组动 物

。

在 注射 a 一

M T 后 无 论 隔

离 和 群居 动 物脑 内5
一
H T 和 6

一
H I A A 的 含量 均 无 明 显 改变

。

见 图 3
,

图 4
。

(蕊骊欲编飞
.

�国如乏工H山

�岛城徽粗飞石暇巾卜忿访

群居组 隔 离组 群居组 福禽 组隔离组 种 居组
,

脑 干 尾核 大脑皮贯

图 3 a 一

MT 和D D C对5
一

H T含 量 的影响

图 内数值 为 5 只动物平均值 士标准误

与对照比 . P < 0. 0 5
. 肠铃 P< 0

.

0 1
, . 肠赞 P<

0. 0DI
.

△ 与相 应群居 组 比P< 0
.

0 6

脑午 尾核 大 脑皮质

图 4 “ 一

MT 和D D C对 个H IA A 的影 响

图内数 值为 5 只 动 物的平均 值 士标准误

与 对照 比 共 P< 0
.

05
. ’

. 份 P< 0
.

01

注 射 D D C后 群 居 动 物脑 干和 尾 核 内 N A 含量 分 别 降低 了 63
.

6 解 和 52
.

2 万
,

大脑皮质

内N A 含 量 降 低 了 6D
.

6 炙
。

隔 离动 物 在 注射D D C 后脑 干 和 尾 核 内 N A 含量 分 别 下 降 了

53 6 男 和 厂
,

大 脑皮 质 内下 降 了 6 6 解 ( 图 )
。

其 下降程 度 隔离动 物和 群居 动 物 之
.

48
.

4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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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未见 明 显不 同
。

5一 H T 和 5
一

H I A A 含量 在 注射 D D C 后 均 有不 同程度 的 增加
。

群居 动 物

脑千和 尾 核 邮
一

H T 含量 分 别 增 加 了27
.

6 多和 16
.

8 多
,

大脑 皮质 内 6
一
H T 增 加 了 23

.

6 解
。

隔离 动物脑 干 和尾 核 内 5
一
H T 分别 增 加 了 28

.

8 拓 和 23
.

8 男
,

大脑 皮 质 内增 加 了 23
.

8 耳
。

无论 群 居 或 隔 离动 物 其增 加 的 量 与 各自相 应对 照 组比 均 有显 著 或非 常显 著 的 差 别
,

而 注

射DD C后 群居 动物脑 干 内 5一H T 含量 又 显 著 高于 隔 离动 物 ( 图 3 )o
、

注 射 D D C 后 群 居 动 物脑干 和 尾 核 内 6
一
H I A A 含量 分 别 增 加 了 42

.

1厂 和 18
.

8 拓
,

大

脑皮质 内含 量 增 加 了 17 .7 拓
。

隔 离 动 物脑 干 和 尾 核 内 6
一
H I A A 含 量 增 加 了 27

·

2 男 和

2 9
.

4 男
,

大 脑皮质 内增加27
.

了多
。

.

.JJ月
又

三
、

讨 论

方 位 水 迷 津是 比 较 简单 的 模 式
,

在不 给 予 任何药 物时 隔 离动 物和 群 居动物 在学
‘

匀 这

模式 时并 无差 异
,

这 结果 与我们 以 前 的工 作是类 似 的�
。

从 本 实验结 果 也 可 看到 在 三 小

时 后 检查 时 隔 离动 物 与 群居 动 物 也无 明显 差 别
,

说 明在 无药物 影响 下 隔 离动物 对 方 位 水

迷 津 的保 持 也 并 未 受 到 明 显影 响
。

在应用 酪氨酸赛化酶 抑 制 剂 。 一M T 以减 少 天 白鼠脑 内

N A 和p A 含量 后
,

群居 动物 并 未 因 注 射 。 一M T 而蠢响其 对方 位 水迷 津 的 学 习
,

来 注 射 药

物 的群居 组平 均训 练 9
.

4次 达 到学 会标 准
,

注 射a 一

M T 的群居 组 平 均训练 9
.

8 次达 到 学会 标

准
,

两 者 并无 明 显 差别
。

然 而 隔 离 鼠在 注 射 a 一M T 后 学 习 方 位水 迷 津 的能 力却明显 下降
,

平 均须 训 练 19
.

1 次 才达 到学会 标准
,

显著 高于 未注 药 的 隔 离组和 群居 a 一

M T 组
。

H al l 等

报告 a 一 M T 能减 弱 被 动 回 避 反应 的 保 持.
,

本实 验 结 果 表 明 a 一 M T 有 减弱 群 居和 隔 离动

物方 位 水迷 津 保 持 的 倾 向
,

因 为群居 和 隔 离鼠在 第二 次实 验 时 前 10 次 内的 正 确反应数 分

别 为 5
.

1 和 5
.

0 次
,

均 比 群居 对 照 和 隔 离对 照 的 6
.

5 和 6
.

1 次为低
,

但 它 们 之 间的 差异 都 不

显著
。

有
‘

报告 指 出 动 物在 注 射 D D C 后 的 分到 4 个 半小 时之 间 脑 内 N A 下 降最 明 显(l0 , , 故

我们 在 注 射药 物后 3 小 时 做实 验 及测 定脑 内单胺 类 神经 介质
。

注 射 D D C 后 对 群居鼠 的

学 习 和 保 持 均无 明显 影响
。

隔 离鼠在 注 射 D D C 后 平 均训 练 功
.

8 次 才达 到 学会标 准
,

稍
慢于 群 居D D c 组 和 隔 离对 照组

,

但 其差 异均 不 显著
。

D D c 对隔 离动 物 的 保持 也未见有 明

显 影 响
。

至 于 动 物的 学 习和 记 忆 与脑 内单胺类 神经介质 含量 的关 系
,

在本实 验 中出现 了 较 为

复 杂 的 情 况
。

在 注 射 a 一

M T 后 2 小 时 群居 和 隔离动 物
‘

脑 内 N A 和 D A 均 有显著 下降
,

而
5

一
H T 和 5- H I A A 则未见 明显 改 变

。

其 中隔离动 物皮 质 内N 人 含量 下 降了 38
.

2 形
,

而群 居

动 物则 仅下 降 了 20
.

1多
。

也 许 这可 能 是造 成 隔 离动 物在 注 射 a 一M T 后 学 习 能力 有 明 显

下 降 的 原 因
。

G ol d 等 报告 脑 内N A 下 降20 万 的 动 物 的 保 持 较好
,

而 N A 含 量 下 降40 万 的

动 物则 保 持差 (l1 气 本实 验 结 果则 表 明大 脑皮 质 内 N A 下 降 38 多 对 学 习能 力也有影 响
。

但是 无论 是群 居动物 还是 隔离动 物在 注射D D C 3 小时 后 脑 内N A 降低 了 5 0一60 男 左右
,

比 隔 离动 物注射 a 一M T 后 的 下 降更 为 明 显
,

但它 们 的 学 习 能力却 未受 到 明显影 响
。

因 此

着来
,

单单 以 脑 内 N A 含量 的下 降来解 释学 习能 力的 降低是 困 难 的
。

在 这里 可 能的原因

是D 和 N 含 量 同 时 下 降 引起 了 隔 离动 物学 习能 力 的卞 降
,

因为 DD 是 多 巴 胺
一

刀
一

狂A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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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酶 的抑 制 剂
,

它只 影 响脑 内 N A 含量
,

而D A 含量 基 本上 不受 该 药 影 响
。

而 a 一

M T 却使

脑 干 和 尾 核 内 N A 和 D A 均 有 明 显下 降
,

隔 离动 物脑 内 D A 的 下 降程度 虽 与 群居 动 物类

似
,

但 其大脑 皮 质 内N A 的下 降 比群居 动物 更 为 明 显
,

这可 能 是 造成 其学 习能 力下 降 的 原

因
。

研究证 明 隔 离 动物 体 内与儿 茶 酚胺 合成 有关 的酶 如酪 氨 酸羚化酶
,

苯 乙醇 胺氮 位 甲

基 移位 酶 等 的 活 性降低即
。

隔 离可使 动物脑 内儿茶 酚胺 合成 减少
,

更 新 降低
。

我 们 过 去

的 工作 也提 示 了 这 种可 能 性‘”
。

很可 能的 情 况是 在隔 离动 物酩氨 酸狂 化酶 活性 巳 经 降低

的 情 况 下 就 更 易 受 到该 酶 抑制 剂 a 一 M T 的 影 响
,

而 使 隔离动 物脑 内 N A 的 下 降 比群 居 动

物 更为 明显
。

D D C 对学 习 记忆 的 影 响
,

尤 其是 对记忆 的 影 响研 究较 多〔以4 J“ 冲〕。

一 般认 为 D D C 对

保 持是 有影 响 的
,

但不 一 致 的 结果也 较多
,

结果 的不 一致 与 所 用 的 学 习模 型
、

用药 的 时 间
和 用 药 的剂 量 等 因 素有关

。

本实 睑结 果表 明在训 练 前 3
、

小 时 给 予 50 0m g / 公 斤 体 重 的

D D C 对 方 位 水迷 津 的 学 习 和 保 持均 无 明 显影 响
。

5
一
H T 与 学 习 记 忆关 系 的研 究不 如 儿茶 酚胺 与 学 习 记 忆关 系 的 研 究 多

。

一般 认 为
5一

H T 的 减 少可 加 强 学 习
。

本 实验 中在 注射D D C后 无 论 群居 或 隔 离 动 物脑 内 5
一

H T 均 有

显 著 增 加
,

但对 学 习 记 忆 均 无 明 显 影 响
,

因 此看 来
,

可 能 5一

H T 在 学 习 记 忆 中的 作用 并 不

重 要
。

综 上 所述 。 一

M T 对群居 大 白 鼠学 习 方位 水迷 津无 明 显影 响
,

但对 群体 隔离 动 物 有明

显影 响
。

其 可 能 的 机制 是 脑 内 D A 相 N A 含量 的 同 时 下降
,

以 及 由 于 隔 离 动 物原 来 酪氨

酸 怒化 酶 活 性 降低 而 更 易变 a 一

M T 的 影 响
,

故使 其脑内尤 其 是 大 脑 皮质 内N A 含量 的 下降

比群 居 动 物更 明 显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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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H IB I T IO N O F CA T ECH O L A M I N E B IO SY N T H E S I S

A N D L E A R N IN G A B I L I T Y IN SO C I A L L Y I SO L A T ED R A T S

T a n g C i m e i
,

Su n L i h u a ,

L i n W e n j u a n

(I
n s t ‘* u fe oj PS 夕e ho lo 夕少

.

月c a d e 二 ‘a S f o l’c a
)

A b s t 犷a e t

. J1..t月

E f f e e t s o f i n h i b i t i o n o f e a t e e h o l a m i n e s b i o s y n t h e s i s o n l e a r n i n g i n

s o e i a l l y i s o l a t 乒d r a t s w e r e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

B o t h g r e g a r i o u s r a t s a n d i s o l a t e d

r a t: 5 w e r e d i v i d e d i n t o a 一

M T
,
D D C a n d e o n t r o l g r o u p s ,

I t w a s f o u n d

t h a t m o r e t r a i n i n g w a s r e q u i r e d i n t h e l e a r n i n g o f p o s i t i o n a l 哪t e r

m a z e f o r i s o l a t e d r a t s a f t e r a 一M T i n j e e t i o n (2 50m g / k g ,
i p )

,

b u t n o t 5 0

f o r g r e g a r i o u s r a t s
.

N o s i g n i f i e a n t e fr e e t s o f D D C (50 om g / k g ,
i p ) o n t h e

l e a r n i n g o f P o s i t i o n a l w a t e r m a z e w e r e o b s e r v e d b o t h i n i s o l a t e d a n d

g r e g a r i o u s r a t s
.

A d e e r e a s e o f 38 书 i n e e r e b r a l e o r t e x ( i n e l u d i n g h i P p o e a m p u s ) e o n -

t e n t s o f n o r a d r e n a l i n e w a s o b s e r v e d i n i s o l a t e d r a t s a f t e r a 一

M T i n j e e t 宝o n ,

a n d o n l y a d e e r e a s e o f 20 多 i n g r e g a r i o u s r a t s
.

T h e s e r e s u l t s s u g g e s t

t h a t t h e d e e r e a s e o f l e a r n i n g a b i l i t y
_

i n i s o l a t e d r a t s 15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d e e r e a s e o f b r a i n e o n t e n t s o f e a t e e h o l a m i n e s ,

p a r t i e u l a r l y t h e e o n t e n t s

o f n o r a d r e n a l i n e i n t h e e e r e b r a l e o r t e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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