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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期干预基底前脑诱导的睡眠δ波对学习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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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论依据】　迄今的研究表明成人δ波既能指示睡眠的深度，又可预示认知活动的程度。婴儿的睡眠时间高

于成人，其脑电频率一般较低，常表现为０．５～４Ｈｚ的脑电波。这种低频δ波与神经系统的突触发育有关，而基底

前脑的胆碱能神经元在腺苷的抑制下促进δ波的发生。我们推测婴儿期睡眠δ波可促进学习记忆能力。但婴儿

睡眠δ波与成年时学习记忆能力的关系如何目前未见报道。我们前期的研究发现睡眠δ波可通过电刺激基底前

脑进行干预，因此，可从减少δ波的角度帮助深入理解睡眠的学习记忆功能。

【设计思路】　婴儿的认知能力以及思维深度都处在快速发育的阶段，大鼠生后１７～２１ｄ是脑突触发育的关

键期，在睡眠期高频电刺激基底前脑，可影响神经元的超极化并抑制神经元集群同步化能力，扰乱睡眠δ波的产生

及维持，从而影响学习记忆相关脑区的突触发育，对成年的学习记忆能力产生不可逆损害。

【实验内容】　在关键期（１７～２１ｄ）的睡眠期给予基底前脑电刺激（０．０４ｍＡ，８Ｈｚ）特征性地干预睡眠δ波，观

察实验组与对照组大鼠睡眠觉醒周期及脑电波发展规律的区别。干预处理阶段结束后饲养动物至成年，对其学习

记忆能力进行行为学实验检测（Ｔ迷宫、水迷宫、旷场实验），观察空间记忆、工作记忆的损害情况。同期透射电镜

观察海马、内嗅皮层、前额叶皮层突触的数量及形态的差别，免疫组化检测基底前脑胆碱能、谷氨酸能及γ氨基丁

酸能神经元的形态变化。

【材料】　以大鼠为实验对象，２００μｍ电极进行深部核团电刺激。

【可行性】　此方案推理正确，理论上可行。本校睡眠实验室拥有Ｇｒａｓｓ多导睡眠记录系统，并能用配套软件

顺畅分析脑电数据；生理教研室行为学设备完善；中心实验室可开展电镜实验，技术上可行。

【创新性】　以往的研究重点在于δ波发育的规律和机制，或者是成人δ波与学习记忆功能的关系。本方案则

聚焦于幼年睡眠δ波的发育变化对成年认知能力的影响，并试图从关键期神经元突触发育的角度阐明深度睡眠影

响认知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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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论依据】　脑瘫是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最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缺血缺氧（ＨＩ）是主要原因，而脑白质

是其主要损伤部位，其中的晚期少突胶质细胞前体（ＯＰＣｓ）是主要受损细胞。脑黄金ＤＨＡ的主要成分（ω３多不

饱和脂肪酸，ω３）对胎儿及婴儿的大脑特别脑白质的生长发育极为重要。但ω３对 ＨＩ所致脑瘫是否具有防治作

用目前还不清楚，深入探究其在 ＨＩ脑白质损伤中的作用，对新生儿脑瘫的及时干预有着重要意义。

【设计思路】　体外观察ω３对培养ＯＰＣｓ缺氧条件下增殖、分化和凋亡等的作用；体内观察ω３对 ＨＩ模型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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