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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龄小鸡的记忆保持及其与脑内

加压素 8%1 (9 含量的相关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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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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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一日龄小鸡为实验对象
,

进行一次性厌恶回避反应训练
,

并应用加压素的放射免疫测定

法
7

分析比较记忆保持测验中
,

成绩优
、

劣及对照组动物与其脑内加压素含量的相关
。

实 验 结

果表明
,

记忆保持良好的动物
,

脑内加压素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和记忆不良组
,

而记忆不 良组

与对照组之间则无明显差异
。

提示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

加压素参与记忆过程的调制
,

并可能在

这一过程中有一定的耗竭或合成减少
,

如适时得以补充
,

则对记忆的巩固和再现起易化作用
。

关键词 一日龄小鸡
,

记忆保持
,

加压素8% 1 ( 9
。

自从多种神经肤在脑内被发现
,

神经肤类物质对记忆的影响便受到广泛的重视
,

并成

为当今神经科 学及记忆机制研究中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
。

加压素8% = (9 是一种九肤激素
,

由神经垂体分泌
,

广泛分布于神经系统内
,

国内外的研究报道表明它有促记忆效 应
,

特 别

对记忆的巩固和再现过程 的易化作用尤为显著
,

对其作用机制也有许多研究和推测
。

但迄

今对 % = ( 的作用机制还远未阐明
,

而且对它的促记忆效应也仍然存在分歧
〔’, � ’。

在所见报道中
,

研究方法多采用中枢或外周的外源性给药方式
,

虽已有研究 者 应 用

% 1 ( 单克隆抗体或其他能降低正常生理水平 % = ( 含量的方法
,

从另一侧面观察 它 对 动

物学习记忆的影响【‘’,

然而抗体仍是中枢或静脉注射
,

仍具有外源性给药的性质
。

本实验

则采用脑提取的方法
,

目的是观察在未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
,

记忆保持成绩与 脑 内 % = (

含量的相关
。

! 方 法

!
7

! 一次性厌恶回避反应的训练和测验

实验动物为一 日龄
“

北京白
”

雄性雏鸡
,

由北京东沙种禽总公司提供
。

实验时每 �; 只

小鸡为一组
,

成对地放置在 �; > �; > �< 厘米的木质实验盒中
,

盒中撒放少量雏 鸡饲料
,

让

3 9 本 文于 !∀ ∀ #年  月 ! 日收到
。

本课题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科委项 目中科院匹配经 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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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自由啄食和活动
。

适应  ; 分钟后开始实验
。

!
7

!
7

! 预 备训 练

首先让小鸡啄蘸水的金属小珠 8直径约 � 毫米 9
,

使小鸡适应这种实验情景并 减 少 紧

张
。

其次
,

在相隔数分钟后
,

再用稍大的红色和蓝色小珠8直径约为 # 毫米9蘸水依次呈现

给小鸡
,

继续训练它们的啄食行为
,

并进一步适应实验情景
。

三种不同的小珠在小鸡面前

呈现的时间都是 !; 秒钟
。

!
7

!
7

� 匆!!练

用和预备训练时相同大小的红色小珠
,

蘸以有
一

苦味的化学物质一一氨基苯甲酸 甲 醋

8≅ Α %
,
Β Α ΧΔ Ε3 Φ Γ ΧΔ Η Φ Γ Ι3Φ Χ Α 9在小鸡面前呈现 � ; 秒钟

。

当小鸡啄食了这种蘸 有 ≅ Α % 的

小珠后
,

立即出现明显的行为反应

—
甩头

、

在实验盒底板上用力蹭嘴或用爪子抹嘴等动

作
。

如果在这 !; 秒钟内
,

小鸡没有啄到蘸有 ≅ 2 % 的小珠
,

在处理实验结果时则将该小鸡

的资料除去
。

!
7

!
7

 记忆保持浏验

在上述训练程序结束后
,

可任意选择不同的间隔时间
,

进行记忆保持测 验
。

测 验 时
,

用和训练时看上去相同的但未蘸任何物质的红色干燥小珠呈现给小鸡
,

呈现的时 间也 是

!; 秒钟
,

此时小鸡的正确反应是回避红色小珠
ϑ 后退

、

躲开或闭上眼睛
。

我们以小鸡回避

红色小珠的百分率做为记忆保持的指标
。

小鸡对红色小珠的回避率愈高
,

说明小 鸡 的 记

忆保持愈好
。

二
?。 Κ

‘ 、 、 4 任保持测验时回避红色小珠的小鸡数
、 ,

Λ ‘
回避率 8肠 9 Μ

一

竺上竺二艺亡芝卫兰二二上之里竺三士
‘

址二兰止竺匕已匕二卫之玲 > ! ; ; 外
在训练时啄了蘸有 ≅ Α% 的小鸡数

用同样的方法测定小鸡对未蘸任何物质的干燥蓝色小珠的行为反应
,

一般情 况下 小

鸡仍继续去啄
,

并不拒绝
。

!
7

� % 1 ( 含皿的放射免疫浦定

从上述行为训练和记忆保持测验的结果中
,

分别在训练后的第 < 分钟记忆保持 的
“

高

峰
”

和第 !< 分钟的记忆
“

低谷
” ,

选择行为表现最典型的动物
,

也即记忆保持好 8在 测 验 时

明确回避红色小珠9和不好 8在侧验时仍然去啄红色小珠9的动物
,

在测验后立即断头取前

脑
,

在生理盐水 中煮沸  一 < 分钟
,

经匀浆
、

酸化
、

离心
,

取 上清液做放射免疫测定
,

测定 药

盒及技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提供
。

� 结 果

�
7

! 记忆保持洲验结果

在一次性厌恶 回避公!!练之后
,

/Ν: 隔不 同的时 /Ν: 8刀!!练后的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了< 分钟9进行测验
,

所得到的记忆保持曲线基本趋势和 . ΙΝ ΝΟ 和 0 6 的记忆保持 模式

一致 − 〕。

但在两个记忆的
“

低谷
” ,

未获得和他们相同的低回避率
,

他们在训练 后 的 第 !<

分钟及第 << 分钟进行测验
,

可达到 �; 肠以下的低回避率
,

而我们的实验结果一般不低于

 < 帕
。

尽管存在某些差别
,

但两次短暂的记忆障碍还是明显的8图 ! 9
。

�
7

� 不同记忆成绩脑内 % 1 ( 含 , 的比较

根据记忆保持成绩
,

分三组进行 % 1 ( 含量的测定
,

即记忆优 良组 8在记忆保持测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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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侧验间隔时间 ( 分 ,

图  本实验 记忆保 持测验结果与 ) ∗+ + , 和 − . 记 忆保持 模式的比较

(/
0

) ∗+ +, 和− . 的 模 式 图
, 1 0

本实验结果 2

图中的数字为动物数

明确回避红色小珠的动物 2
,

记忆不良组 (在记忆保持测验中仍然啄红色小珠的动物 2和对

照组 (未经任何训练的动物 2
。

从表  中的数据可以看到
,

记忆优良组与记忆不良组动 物

之间
,

脑内 / 3 4 含量有明显的差异
5
前者明显低于后者

,

记忆优良组与对照组动物之间的

差异也是显著的
,

而记忆不良组动物和对照组动物之间
,

脑内 / 3 4 含量则几乎没有差别
。

表  不同记忆成绩组动物脑内/ 3 4含量的比较

组 别 功物数
/ 3 4 含量

(6 土 7 8 9 . : ,; . 脑重2

记忆不 良组

记忆优 良组

对 照 组

0<
%  

。

% 士 ∋
。

%

∀ =
。

% 土 ∃
。

∃ > △

∃ ∋
。

∃ 士 ?
。

%

与对照组比 较9 ≅ !
Α

!  Β

△ 与记忆不 良组 比较 9 ≅ !
Α

!! ∀

# 讨 论

本实验以
“

北京白
”

品系小鸡做为实验对象
,

采用 ) ∗+ +, 和 − . 的一次性厌恶 回 避反

应的实验模式
,

所获得的记忆保持曲线和他们以
“

澳洲黑
”

及
“

来航
”

品系小鸡为实验对 象

的结果基本一致
,

但尚有一定差别
。

他们经多次重复实验
,

认为小鸡这一记忆保持曲线的

特征是非常稳定的现象
,

并用注射不同药物而引起不同记忆障碍的方法
,

推断记忆形成不

同阶段的机制
,

因此提出记忆形成三阶段的假设
,

目前有人对此提出疑意
。

不过这不是本

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

本实验是应用这一记忆模式探讨加压素与记忆成绩的相关
。

对加压素的促记忆行为效应
,

虽国内外都有不 少动物实验和一些临床观察结 果 予 以

肯定
,

对其作用的机制也有不 少研究和推测
5
有的人认为它是通过调节外周的血 压

、

心 率

等
,

从而影响与记忆有关的行为反应
5
有的研究者则证明它是中枢的作用并可能和中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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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酚胺能系统有关
。

然而至今
,

对加压素能否促进记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

仍 然 存在争

议
。

在实验方法上
,

文献报道的大多数研究
,

均采用外源性给药的方式
ϑ 或脑室注 射 或 外

周注射一定量的 % 1 ( ϑ 或应用其他能 弓Θ起脑 内加压素释放增加的方法 Χ# 〕,

而后 观 察 其 记

忆行为效应
ϑ
亦或用注射 % 1 ( 抗体的方法

,

从另一侧面证明它对记忆行为的影 响
。

然而

这几种方式
,

实验动物均接受了药物注射
,

这可能在不 同的程度上
,

以不 同的方式 干 扰 了

动物的正常生理状态
,

因而不完全排除药理作用与生理作用的差异
。

我们注意到
,

那些支持加压素能够增强记忆
,

特别是对记忆的巩固和再现过程起易化

作用的文献报道
,

所采用的给药时间
,

多为训练后立即注射
,

而在观察 % = ( 对某些形式的

学习行为
,

如 ∋ 迷津
、

上柱式主动逃避反应等的效应时
,

在条件反射的建立期
,

却未见促进

作用
,

或甚至有不良影响
〔“ , < ’。

本实验所采用的方法是在未外加任何药物的条件下
,

于训练后的短时间内
,

进行记忆

保持测验之后
,

立即断头
,

做脑提取液
,

根据动物记忆保持成绩的优劣分组
,

分别进行 % = (

含量的放射免疫测定
。

曾有实验证明
,
% 1 ( 发挥作用的关键时期是在学习训练后的 短时

期内
。

我们设想
,

假如 % 1 (对记忆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那么
,

记忆 良好的动物
,

此时脑 内

% = ( 的含量是否可能高于记忆不良的动物Ρ 有趣的是
,

实验结果正与这种设想 相 反 ϑ 记

忆良好的动物
,

脑内 % = ( 含量明显地低于记忆不良组动物
,

而记忆不良组动物脑内 %= Σ

含量与对照组却没有差异
。

我们先前曾观察过 % 1 ( 对家兔脑皮层及海马自发 电活动的影响
,

表明 % 1 ( 在注射

后连续观察的 #∃ 小时内
,

并未见到自发电活动的频率和功率有明显的变化
,

因此 推 测

% = ( 对记忆的易化作用可能不是通过提高兴奋性来实现 的
〔“:

。

此 后 的某 些研 究 者 用

% = ( 的改构物进行研究
,

发现经改构而几乎完全失去外周效应的 % 1 (
,

仍然具有易化记

忆的行为效应
,

因而认为 % = ( 对记忆的作用不是由于增强了觉醒8Φ Η
25

ΟΦ 39
,

从而间 接易

化记忆的
Τ Π : 。

本实验结果可能提示
,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
% = ( 做为参与记忆过程的重要 神经 调质

之一
,

在记忆过程中可能有一定的耗竭
,

如果这种消耗能得以及时补充
,

则会对记 忆 的巩

固和再现起易化作用
,

但外加超生理量的 % = ( 却未必能提高学习能力
。

如是这样
,

则 不

难理解文献报道中的一些不一致的实验结果
。

本文以小鸡为实验对象
,

和以往其 他 作 者

以大鼠和小鼠为实验对象的结果进行比较
,

是否存在种属间的某些差异
,

也需要在今后的

研究中加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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