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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小鼠用于记忆药物筛选的研究
青海省药品检验所 (西宁 8 10 0 0 0) 黄立成

提 要 本文采用不同年龄段小鼠观察其对记忆药物的敏感性
。

结果表明
,

不 同年龄段的

小鼠对记忆药物的敏感性存有差异
,

老龄小鼠较为敏感
,

成年 鼠次之
,

幼年 小鼠不适应于记忆药

物 筛选 的研 究
。

关键词 记忆药物 不同年龄段 小鼠

用于筛选增强学习和记忆药物的测定方法有

很多种
。

在筛选新药时
,

多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联合

应用
,

综合评价药物的作用
,

实验动物及动物疾病

模型的选择在药物研究中尤为重要
。

本文采用不

同年龄段的小鼠观察其对记忆药物的敏感性
,

现

将实验结果报告如下
。

1 实验材料

1
.

1 实验动物
:

昆明种幼年小鼠
,

体重 13 ~ 15 9 ;

成年小鼠
,

体重 1 8一 2 29 ;

老龄小鼠 3 5 ~ 4 0 9
,

雌雄

各半
,

由青海省地方病研究所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

2 实验药物
:

安神补脑液
,

规格 10 m l x 10
,

生

产批号 9 4 0 9 0 17 9
,

由吉林省延边敖东制药 厂生

产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

1 水迷路法
:

实验装置为本所 自制的
“
Y

”
型水

迷宫
。

实验选用经淘汰智力低下或游泳能力差的

小 鼠后
,

每天训练一次
,

每次 Zm in (水深 l s e m
,

水

温 26 士 2℃ )
,

连续 6 天
。

测定时
,

记录每组各鼠自

下水至游泳到达平台时间作为评价记忆获得的指

标
。

各组分别与其对照组作比较
,

结果进行统计学

处理
。

2
.

2 跳台法
〔 ,〕 :

实验装置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

研究所制被动反射箱
。

训练时
,

同时将 4 只小鼠分

别放入反射箱内
,

预先适应 3m in
,

然后通电
。

动物

受到电刺激后
,

其正常反应是跳回跳台以躲避电

击
。

小鼠双足同时接触铜栅为触电
,

视为错误反

应 ; 自放动物至跳台到第一次跳下的时间为触电

潜伏期
。

每组各鼠分别训练 sm in
,
2h4 后重新测定

并记录触电潜伏期及 s m in 内错误反应次数
。

各组

分别与其对照组相比较
,

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
。

选用健康幼年
、

成年
、

老龄小鼠
,

分别按剂量

为 40 m lk/ g 体重口服安神补脑液 (此剂量相当于

成人 日服剂量的 40 倍 )
,

每 日口服一次
,

连续 6

天
,

对照组口服等体积生理盐水
。

分别采用
“

水迷

路法
” 、 “

跳台法
”
测定各组动物对药物的敏感性

。

结果见表 l
、

表 2

表 1 水迷路法测定不同年龄段小鼠对记忆药物的敏感性实验 (天士 )S

组 别
n

幼年小鼠对照组 12

幼年小鼠实验组 12

成年小鼠对照组 14

成年小鼠实验组 13

老龄小鼠对照组 13

老龄小鼠实验组 13

由表 1 可见
,

老龄小鼠及成年小鼠服用安神补

脑液后
,

可分别缩短到达平台所需时间
,

经统计学

处理
,

P 值分别小于 。
.

01 或 0
.

05
。

在同等剂量
、

相

到达平台时间 ( 、 ) P 值

7 8
.

3 8士 2 9
.

8 9

5 9
.

50士 3 9
.

3 9 > 0
.

0 5

7 1
.

8 9土 3 8
.

7 3

4 3
.

2 7士 2 9
.

10 < 0
.

0 5

6 4
.

3 1士 2 1
.

5 0

4 1
.

1 0士 17
.

2 0 < 0
.

0 1

同实验条件下
,

幼年小鼠不能缩短到达平台的时间

(P > .0 05 )
,

加之幼年小鼠体质弱
。

实验及饲养条

件控制较为严格 ; 实验时经游泳后死亡较成年组
、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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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组多等诸多因素
,

认为除特殊需要外
,

应选用 成年小鼠及老龄小鼠为宜
。

表 2 跳台法测定不同年龄段小鼠对记忆药物的敏感性实验 (天士 )S

组 别
触电潜伏期

( s )

错误反应次数
(次 )

第一次触电后
返回跳台百分率 (% )

幼年小鼠对照组

幼年小鼠实验组

成年小鼠对照组

成年小鼠实验组

老龄小鼠对照组

老龄小鼠实验组

1 0

l 0

l 0

1 0

l 0

1 2

6 7 80士 58
.

2 1

1 2 5
.

3 1士 12 4
.

0 1

8 7
.

50士 72 8 7

2 3 7
.

4 5士 7 1
.

8 0
. ’

2 4
.

8 0士 2 9
.

60

1 0 1
.

0 8士 1 1 6
.

0 8
.

5
.

3 3士 2
.

98

2
.

1 0士 2
.

0 0 件

4
.

3 3士 2
.

2 0

1
.

4 5士 1
.

6 7 ”

3
.

5 8士 1
.

1 6

1
.

6 7士 1
.

18
’ 件

3 0

4 O

0
八曰O曰no

10 0

10 0

, P < 0
.

0 5
, * * P < 0

.

0 1
,

均与 同组对照组相 比较

由表 2 可见
,

老龄小鼠
、

成年小鼠服用安神补 鼠
、

老龄小鼠均可根据实验设计的不同要求供筛

脑液后
,

均可延长动物触 电潜伏期
,

经统计学处 选增加学习和记忆药物的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
,

幼

理
,

P 值分别小于 0
.

0 5
,
0

.

01 ; 老龄小鼠
、

成年小 年小鼠不宜用于该类实验的研究
。

结合实际
,

幼年

鼠
、

幼年小鼠均可减少错误反应次数
,

经统计学处 小鼠体质弱
、

死亡率高
、

训练时耗时
、

实验条件及

理
,

P 值分别小于 0
.

01
、
0

.

0 1
、

0
.

05
。

饲养条件要求较严格
,

影响实验正常进行 ;加之幼
“
跳台法

”

与
“

水迷路法
”
两种动物实验模型所 年小鼠触电后返回跳台的百分率低

、

实验组标准

得结果一致
。

幼年小鼠实验组标准差大
,

并有较多 差大
,

影响结果观察
,

从而影响对受试药的正确评

小鼠对 电不敏感
,

第一次触 电后
,

仅 30 ~ 40 %小 价
。

实验中观察到
,

老龄小鼠触电后返回跳台百分

鼠返 回跳台
,

影响实验结果观察
。

率高
,

说明老龄小鼠 (3 5一 4 0 9 )无明显记忆障碍
,

3 讨论 与陈奇所述老龄小鼠记忆障碍有不同之处闭
,

值

人到老年
,

由于细胞衰老
,

器官功能减退
,

其 得进一步探索
。

结合老龄小鼠神经递质变化及适

中以大脑的老化最为突出
,

表现为注意力下降
,

记 宜的动物模型用于筛选治疗老年性痴呆药物的可

忆力衰退
。

改善记忆
,

延缓衰老的研究已成为全社 行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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