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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学习记忆中的作用

匡培梓 部勤娥 陈双双 刘善循 邵道生 管林初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近十年来
,

关于学习记忆的神经机制问题中
,

大量的研究涉及海马与记忆的关系
,

大多

数材料表明
,

海马与记忆的早期阶段有关
,

或与探究反射有关
。

因而损毁海马导致条件反射

难于建立和巩固
,

探究反射消退 !习惯化∀ 不能
。

但是对于海马作用的机理尚存在不同的理

解
。

近年来
,

我们就海马与学习记忆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

观察了损毁和电刺激海马

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动物在学习时海马
,

皮层的电活动变化
,

并与兄弟单位协作观察了海马

单个神经元的自发和诱发活动的特点
。

现在上述的材材进行简要总结
。

一
、

损毁和电刺激海马对条件反射的影响

我们采用局部电损毁脑结构的方法
,

观察了广泛损毁双侧海马对大色鼠学 习的影响
,

以

及对不同巩 固水平记忆的影响 ∃ 其次探查了损毁海马不同部位对记忆的影响
。

结果证明
,

广

泛损毁海马导致暗箱
—

电击回避条件反射 !% & ∋ ∀ 难于建立
,

与损毁皮层组和正常 对 照

组的比较
,

其条件反射出现率达 () ∗ 以上所需的训练 日分别为+,
、

(
、

−
,

其差异是显著的

!. / 。
 

。。0∀ 其次
,

损毁双侧海马后
,

% & ∋ 出现率达 () ∗所需的训练 日与% & ∋ 的巩固水平

!未形成组
,

未巩固组及巩固组
,

成负相关
,

不同巩固水平组损毁海马后
,

% & ∋ 达 () ∗ 所

需的训练日为+, # 1 # −
。

第三
,

损毁海马不同部位的结果表明
,

海马腹部对 % & ∋ 的影响较其

雄为严重
,

并随损毁面积扩大而障碍加重
。

在一次性跳台
—

电击回避反应实验中我们观察了损毁双侧海马对短时痕迹 保 持 的 影

响
,

比较了跳台
—

电击一分钟
,

损毁双侧海马组
、

损毁皮层组及正常对照组为短有痕迹保

持结果表明
,

损毁双侧海马严重地影响到短有痕迹的保持 ∃ 巩固后经 +2 小时检查
,

各组间差

异并不显著
。

!表见下页 ∀

当我们以间隔性电刺激海马观察对空间辨别回避条件反射的影响时也证明
,

电刺激海马

在建立条件反射初期的影响十分明显
。

电刺激皮层几乎无影响
,

随着实验的进行
,

组间差异

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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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局部脑损毁和电刺激的实验表明
,

在学习早期
,

海马比皮层更为重要
,

从一次性跳

台—
电击实验证明

,

损毁海马影响脑内短时痕迹的保持
。

表 , 各组大鼠短时和长时痕迹巩固和保持之比较

组 别

一次性电击后

保持痕迹的大

鼠量 !∗ ∀

多次跳台一电击后

痕迹巩固的速度 +2 小时后

!次 ∀ 保持痕迹的大鼠量 !∗ ∀

毁 海 马 组

毁 皮 层 组

正 常 对 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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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学习时海马与皮层的电活动变化

以家兔为实验对象
,

当建立声—电条件反射时
,

同时观察海马背部 !或腹部∀
,

以及

皮层视区
,

体感区的电活动变化
。

结果表明
,

随着条件与无条件刺激的重复相结合
,

在海马

与皮层区逐渐出现条件性电活动变化
#
在海马区呈现有规则的以每秒为 − 一 6 次的夕波

,

在

视区呈现失同步
,

在体感区两种反应兼有
。

其次
,

海马部位的反应比皮层区要明显得多
,

更

有趣的是这样的条件性及应出现率在第 3 一 2 个实验日达到高峰后
,

逐渐下降
。

其变化的趋

势海马背部和腹部相似
。

在另一组实验中观察损毁海马背部对7 8 9 :探究反应的影响
,

其结果是 7 8 9 : 探究反

应明显下降
,

并随着刺激重复显现很快出现高振幅慢波
。

上述实验从海马和皮层本身的电活动证明
,

在建立条件反射初期
,

海马处于积极活动状

态
,

并在维持皮层的紧张度和觉醒水平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

三
、

海马单个神经元自发活动的特点

我们与兄弟单位共同观察了家兔海马的, 4 −个神经元
,

其自发活动有如下的放电形式
#

单次均匀和非均匀
、

束状
、

组群和快速爆发等
,

自发活动的频率范围从/ , 次5秒到; 4 4 次

5秒
。

如与尾状核
,

隔核神经元的 自发活动相比较
,

则海马神经元以束状放电为其特 征
,

并

观察海马神经元活动类型的空间分布规律
。

当电刺激中缝核时可见部分海马神经 元 受 其调

制
。

基于上述的实验
,

我们证实了海马作为边缘系统中的一部分
,

在建立条件反射的早期
,

处于较活跃的状态, 毁损海马导致7 8 9 : 探究反应下降
,
短时痕迹难于保持以及条件反射巩

固缓慢
。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为了在记忆早期阶段维持神经脉冲在神经思路中的持续

活动
,

保持海马的正常机能是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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