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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进展与展望
·

首次中德睡眠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唐向东`
李廷利

“

(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

成都 6 10 0 4 0 ; 2 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
,

哈尔滨 15 0 0 4 0)

〔摘 要」 从发作性睡病和睡眠觉醒调节的分子机制 ;睡眠量 的减少和节律紊乱 ; 睡眠呼吸暂停 ;

睡眠生理与病理机制探索的重要途径—
人体实验 ;情绪与睡眠—

正 在增长的研 究领域 ;睡眠的

实质— 皮层同步和异相活动的细胞学机制 ; 睡眠的驱动— 脑内回路和递质 ; 睡眠 的化学控制

— 药理学研究 ;动物睡眠研究方法学— 新技术和新探索和失眠的治疗— 中医药的重要 组成

部分等 10 个方面综述了首次中德睡眠学术讨论会的成果
。

[关键词」 睡眠
,

研究
,

综述

由中德科学中心资助的
“

首次中德睡眠研究学

术讨论会
”

于 2 0 08 年 4 月 17 一 19 日在哈尔滨黑龙

江中医药大学举行
。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由来自中

国的 2 0 位
,

德国 12 位和第三国 (美国和荷兰 ) 3 位
,

共 35 余人组成
。

来自俄罗斯
、

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的列席代表及近百位当地 医学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也

参加了为期 3 天的会议
。

人生命的 1/ 3 是在睡眠中渡过的
,

睡眠与饮水
、

进食一样
,

是人类赖以生存必不可少的过程
。

在过

去 5 0 余年中
,

至少 3 个方面的科学发现和提出的问

题极大地推动了睡眠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睡眠医学的

形成
。

第一
,

在 19 5 0 年代
,

睡眠过程 中快速眼球运

动睡眠时相的发现
,

改变了人们对睡眠只是单一被

动的体力恢复过程的看法
。

围绕着不同睡眠时间可

能具有不同功能的基本假说
,

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开

展了大量的动物和人体实验
,

试图揭示睡眠的调节

机制和功能
。

第二
,

自 1 9 7 0 年代后
,

对睡眠呼吸暂

停现象的深入调查表明
,

其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

1 0 %以上
。

不仅直接影响人 白天的状 态
,

而且同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高度相关
。

逐渐广泛使用的物

理和外科治疗对睡眠呼吸暂停的能有效控制
,

是睡

眠障碍诊疗中心在世界各国医疗系统中迅速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
。

第三
,

据推测
,

近代的工业文明导致了

现代人每日睡眠总量较百年前减少了近 2 小时
。

调

查显示
,

短睡可能是肥胖
,

糖尿病和心血管等重大疾

病的重要流行学因素
。

同时
,

与社会应激和 神经精

神疾病直接相关的睡眠障碍
,

危害的人群可能高达

3 0 %一50 % 以上
。

因此
,

世界各国对睡眠研究和睡

眠医学发展的投入正在显著增加
。

1 发作性睡病和睡眠觉醒调节的分子机制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少见的睡眠紊乱疾病
。

表现

为白天过多的睡眠 以致患者突发性碎倒等类似症

状
,

提示该疾病的突出特征是睡眠
一

觉醒调控紊乱
。

该病被认为与代谢异常疾病有关
,

如肥胖和糖尿病
。

上世纪 9 0 年代后期发现该病患者 O er x in 物质几乎

完全缺失
。

o r
ex in A 和 B 是存在于下丘脑的神经

肤
,

参与调节饮食
、

代谢和睡 眠
一

觉醒周期的调控
。

就发作性睡眠病的代谢特征及睡眠觉醒调节机制
,

德国 P ol lm 6 ch e r
和中国复旦大学黄志力作了主题发

口
O

他们的报告指出
,

O er x in 系统的基 因缺陷导致

动物产生类似发作性睡病症状
,

自体免疫异常继发

O er ix n
产物缺损导致人发作性睡病

。

发作性睡病的

代谢调控近年来备受重视 ( f o r r e v i e w s e e p o l lm o e h e r

et a l
. ,

2 0 0 7 )
。

多项研究证明发作性睡病患者中肥

胖者多见
,

但食欲和摄食的研究数据大相径庭
,

有研

究报道一些患者食物摄取减少
,

而另一些则摄食增

加
。

当肥胖患者饮食控制后机体葡萄糖含量减少与

常人相差无几
,

对于肥胖的原因即使改变饮食习
`

质

仍不清楚
,

似乎并不是食欲刺激 O r
ex in 的缺失

。

虽

然各自的实验结果相互有争议
,

但瘦素 l( eP it n) 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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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减低
,

细胞因子 (
。 yt o ik n e

)产物 (包括肿瘤坏死

因子系统 )的改变也可削弱食欲
,

这些不确定的代谢

紊乱因素在发作性睡病的临床表现特别突出
。

再则

从理论观点出发
,

发作性睡病的代谢研究对了解睡

眠与饮食之间相互作用和总体新陈代谢过程非常重

要
。

O er x in 的缺 失是发 作性 睡 病 的重要 原 因
。

O er x in 是强效觉醒物质
,

但不能诱发组胺 H l 受体

基因剔除动物觉醒反应
,

提示 O er x in 和组胺的功能

联系
。

中枢组胺能神经元分布在下丘脑后部的结节

乳头核 ( T M N )
,

神经纤维广泛地投射到全脑
,

同时

也接受包 括 睡 眠 中枢一下丘 脑腹 外侧视 前 区

( v L P O )发出的抑制性 G户任3A 能及 ga lan in 能纤维

支配
。

T M N 觉醒时放电频率最高
,

非快动眼 ( on n
-

r a p id e y e m o v e m e n t
,

n o n 一

咫M )睡 眠期减缓
,

R E M

睡眠期中止
。

脑内组胺的释放呈明显的睡眠觉醒状

态依赖性
,

清醒期是睡眠期的 4 倍
。

脑内的组胺受

体分为 H l
、

2H 和 3H 三种亚型
。

本报告从基因到

行为
,

阐明组胺能神经睡 眠觉醒调节的分子机制
。

前列腺素 ( P G ) 2D 是最有效的内源性睡 眠诱导物

质
。

P G D Z 由前列腺素 D 合成酶催化 P G ZH 转化而

成
。

该酶主要分布在大脑蛛网膜和脉络丛
。

生成的

P G D Z 在脑室系统
、

蛛网膜下腔中循环
,

与基底前脑

腹内侧面的 P G D Z 受体 ( D P R )结合
,

增加 D P R 密集

区局部细胞外腺昔水平
,

通过活化腺昔 ZA A 受体
,

将催睡信号传入并激活 V L P O
,

抑制 T M N
,

诱发睡

眠
,

腺昔 ZA A 受体激动剂 C G 2S 16 80 能模拟 P G D Z

的睡眠促进作用
。

另一方面
,

内源性 O r
ex in

、

P GE Z
、

药物 iC p or x if an 增 加 脑 内组 胺释放
,

促进 觉醒
。

O er x in 和 ic p or ix n
能促进野生型小鼠的觉醒反应

,

但不能改变 H l 受体基因剔除 ( K O )小鼠的觉醒水

平
。

在基础状态下
,

H l 受体 K O 动物
,

睡 眠向觉醒

的时相转化明显减少
,

唤醒后进入睡眠的潜伏期缩

短
,

提示 H l 受体是控制睡眠 向觉醒时相转化和觉

醒维持的关键受体
。

P G D Z及腺昔活化 v L P O
,

抑制

T M N
,

诱发睡眠
,

o er ix n 及 P G E Z 兴奋 T M N
,

促进

觉醒
。

提示 v L P O 和 T M N 类似于跷跷板原理
,

转

换睡眠觉醒的时相
。

有关
。

尤其是
,

在西方国家
,

从儿童
、

青年
、

中年到老

年人
,

所有被调查过的年龄组中一致发现
,

睡眠时间

和身体质量指数呈负相关
。

即
,

短的睡眠时间增加

肥胖的机会
。

四川大学的唐向东和西安交通大学的

杨侃等
,

研究了 10 00 余名大学生的资料
。

他们通过

相关分析
,

在这组大学生中
,

没有发现夜间睡眠时间

和身体质量指数有任何关系
。

肥胖和超重在这组人

群中非常低
。

提示
,

中国大学生有可能作为研究短

睡眠不导致肥胖的特殊群体
。

调查尚显示
,

短睡眠

组可进一步被分为睡 眠
“

差
”

和
“

好
”

两组人群
。

前

者
,

可能是遗传性的 ;后者
,

表现出慢性失眠的特点
,

可能和环境因素或应激状态有关
。

唐向东等通过遥

测脑电技术对 29 只 W ist
a r
大鼠睡眠的连续测量发

现
,

大鼠也存在稳定的短睡和长睡眠个体
,

而且睡眠

量的差异主要取决于非快眼动睡眠量
。

对隔天脑电

频谱特征相关分析显示
,

相关系数 > 0
.

98
。

这些对

睡眠量个体差异的研究
,

为进一步开展生物学机制

探讨提供了重要线索
。

德国 Ju e r g e n z u l l e y 小组研究证实生物节律对

我们的睡眠以及警觉度的维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

它使我们人体内在的睡眠
一

觉醒节律与外部世界的

白昼
一

夜晚周期相同步
,

从而决定着在哪些时间最适

合睡眠或者觉醒
。

而现代社会因频繁出现的轮班制

对
“

睡眠
一

觉醒
”

节律 已经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
,

包括

睡眠紊乱
、

疲劳感加重以及由此带来的事故高发生

率
。

他们提出要根据生理需求来优化轮班体系
,

例

如
,

重新安排工作计划
,

尽量避免不良的工作方式或

者采取个体化的策略
。

另外
,

除了对 日间和夜间上

班时间进行大体规划外
,

选择那些更容易适应在非

常规时间工作的个体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途径
。

2 睡眠量的减少和节律紊乱

由于工业文明对人类生活模式的影响
,

现代人

较古代农业生产模式的人每日睡眠总量的减少可能

超过 2 小时
。

流行学调查揭示
,

习惯性的短 睡眠时

间与较高的肥胖
、

心脏病
、

死亡和精神疾患的发生率

3 睡眠呼吸暂停

临床睡眠医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
。

在

美国
,

从 2 007 年开始已成为与心血管
、

呼吸等传统

学科并列的独立专业
。

在国际睡眠疾病分类中睡眠

疾病达 94 种
,

最主要者包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合征 ( S A工1 5 )及发作性睡病
。

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

院李庆云报告了中国 S A H S 患者的发病状况
,

令与

会专家感兴趣的是
,

尽管中国人群的体重及肥胖者

均不及德国人
,

但 S A H S 的患病率并不低
,

国内多家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均表明达 4 %
,

可能与中国人独

特的领面结构特点有关
。

另外
,

O SA 也是国人高血

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

尽管 S AH S 病人数量庞大
,

但

目前在国内得到诊断及治疗者不 足 5 %
,

除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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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原因外
,

以多导生理记录仪为核心的诊断技术

太过复杂
,

医院难以接收大量患者是瓶颈之一
。

来

自德国柏林的 Pen ez l教授介绍了 S A H S 诊断技术方

面的新进展
,

重点强调了便携式初筛装置如血氧饱

和度监测仪
,

动态心电
、

血压血管张力测定技术
,

心

电与呼吸交互技术等的应用价值
。

这些新技术与临

床紧密结合使 SA H S 的家庭化诊断成为现实
,

使睡

眠医学实践的普及与推广成为可能
。

对大规模人群的筛查也可以借助问卷来完成
,

来自德国慕尼黑的 N et ez :
博士发明了

“

柏林问卷
” ,

用来评价 S A H S 的危险因素
,

得到世界公认
。

但在

应用过程中也发现
,

其评价价值与不同的文化背景

关系密切
,

提示在国人 中的应用需要进一步调整
。

在 S A H S 的治疗方面
,

目前国内最大的疑间在于究

竟是以手术为主
,

还是以 内科治疗为首选
。

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呼吸科睡眠中心的韩芳教授则结合人体

及动物实验研究的经过
,

提出 S A H S 的发病关键在

于呼吸中枢调节功能的异常
,

这一点在睡 眠状态下

表现尤为突出
。

这就提示以无创通气为主的内科治

疗应该成为 S A H S 治疗的主要手段
。

S A H S 患者的

呼吸中枢调节功能异常可能与长期呼吸暂停所导致

的缺氧和睡眠紊乱有关
,

早治疗可以部分逆转此种

改变 ;也可能与遗传背景有关
,

这一点已经动物实验

证实
,

并建立了相关的实验动物模型
,

可以作为寻找

相关基因的工具之一
。

现为入睡和睡眠维持困难或者表现为睡眠质量差以

及带来的醒后工作能力下降
。

德国的 N iss en 提出

了认识失眠的现代生物学模式
,

即失眠是一种生理

和认知警觉的紊乱
。

他们发现在傍晚和 睡眠早期时

间内基础代谢率提高
、

激素分泌增加 ; N R E M 睡 眠

期间俘脑电活动增加以及 N R E M 睡眠期间葡萄糖

代谢增加
。

另外
,

嗜睡和睡眠压力增加是传染性疾

病的典型 症 状
,

也 出现 在急性 炎症 的过 程 中
。

sc hu ld 报告了睡眠与人类免疫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

实验研究
。

他们发现注射内毒素可以引起发热和显

著的神经内分泌活动
,

严重影响睡眠的连续性
。

小

剂量内毒素诱导产生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
,

虽发热

与神经 内分泌改变不明显
,

但增加非快眼睡 眠量
。

这些变化最有可能与肿瘤坏死因子系统的生物活性

变化有关
。

细胞因子除在急性免疫反应中调节睡

眠
,

也有可能参与生理性睡眠调节
。

4 睡眠生理与病理机制探索的重要途径

— 人体实验

使用非创伤性的研究工具
,

对人体的直接实验

研究是探讨睡眠调节过程的重要途径
。

脑电图和功

能磁共振成像的同时记录是研究睡眠过程中大脑区

域性活动的绝佳手段
。

来自德国的 w et et :
报告了

他们使用功能成像技术对睡眠调节机制的研究
。

他

们发现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
,

丘脑
,

以及下丘脑等中

脑结构在非快动眼睡眠期间表现出活动强度下降 ;

与清醒状态相比
,

只要这些 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达

到 良好的平衡
,

就可以产生一种整合性的睡眠状态
。

由于功能核磁共振成像能够比较全脑不同区域之间

的活动强度
,

他们发现对于调节睡眠
一

觉醒循环有重

要作用的下丘脑在睡眠状态下产生与皮层具有特定

的时间关联性的网络活动
,

而在清醒状态下
,

下丘脑

并没有类似活动
。

失眠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种普遍现象
,

它通常

伴随着各种生理与精神疾病而出现
。

原发性失眠表

5 情绪与睡眠— 正在增长的研究领域

抑郁焦虑情绪同睡眠障碍常常是互相影响的
。

睡眠问题的诉求几乎可见于精神疾患的所有阶段
。

以最常见的抑郁症为例
,

睡眠障碍影响超过 80 % 的

抑郁症病人
。

动物模型是认识行为学的解剖和生理

基础的重要途径
。

为了探讨情绪和心理应激对睡眠

影响的机制
,

以及持续的睡眠问题在精神疾患病理

发生中的作用
,

新的动物模型正在显著增加
。

此次

会议上
,

德国和美国的学者报告了几个重要的新模

型
。

( 1) 树前
,

具有灵长类的特点
,

系昼行夜息性动

物
。

由于树嗣有很强的领域性
,

如将 2 只成年雄性

动物置于一个笼子中
,

其中被动回避的动物
,

在数天

或数周内会出现活动和进食减少等类似抑郁症的行

为改变
。

此模型借助心理刺激实现心理应激
,

是研

究与抑郁症有关的行为
、

神经 内分泌和生理过程的

重要途径
。

该模型的创始人
、

德国国家灵长类中心

主任 E be
r
ha dr F uc hs

,

结合录像较详细的介绍了树

勒抑郁症模型的行为学特点
,

对我国正在从事此方

向睡眠研究的同行有重要启发
。

( 2) 美国的 L ar yr

S a n fo dr 报告了在施加没有适应 机制的不可逃避的

恐惧性足底电击或条件化后 的恐惧提示和场景暴

露
,

减少快速眼球运动睡眠
,

且不伴有后期的补偿中

发现
,

杏仁核在中介恐惧暴露抑制快眼动睡眠中有

重要调节作用
。

提示
,

恐惧经 历后 R E M 睡眠的减

少并不伴有后期的补偿
,

可能在心理 应激有关的精

神疾患中具有病理发生学意 义
。

( 3) 德国马普研究

所的 J o h n L es k u
报告了食肉天敌 (蛇 )的暴露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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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减少野外捕获鼠的快眼动睡眠的量
,

从而提

出了快眼动睡眠时相可能是动物在野生环境生存中

应付天敌的危险状态
。

抑郁症病人睡眠异常包括延长的睡眠潜伏期
,

睡眠效率减低
,

觉醒次数增加和早醒性失眠
。

多导

睡眠图检查可见快眼动睡 眠潜伏期缩短和密度增

加
。

另外
,

一些内分泌节律异常也较常见
。

德国的

w le ge dn 认为
,

睡 眠和内分泌节律异常不仅仅是抑

郁症的症状
,

而且可能与抑郁症的病理发生学有关
。

W ie de n d 报告了有关的证据
。

四川大学的李涛认

为
,

抑郁症和神经症中快眼动睡 眠异常的特点可能

反映了这些疾病的遗传内表型
,

有可能是遗传内表

型研究的一个非常有潜在价值的模型
。

6 睡眠的实质— 皮层同步和异相活动的

细胞学机制

以往针对睡 眠的研究主要是进行整体动物实

验
,

要深入研究睡眠的细胞和网络水平机制还需要

离体实验的重要补充
。

本次会议中
,

国内两个研究

组采用离体脑薄片记录技术
,

对睡眠的深层机制进

行了探讨
。

他们的研究发现
,

在离体条件下
,

300 拌m

厚的皮层脑薄片也可以产生类似于慢波睡眠时的强

烈网络电活动
,

即慢波振荡 (
s lo w o s e i ll a t io n

)
。

如果

降低一种称为 H 通道 (一种在锥体神经元的树突上

选择性分布的通道 )的活性
,

可以明显提高神经元的

网络活性
,

以及产生持续的周期电活动的能力
。

H

电流的降低主要导致第 5 层锥体细胞的超极化和胞

体树突的输入阻抗升高
,

影响树突和胞体之间突触

信号的传递
。

他们认为调控 H 电流可以很好的控

制皮层网络产生持续性周期活动的能力
。

令人振奋的是
,

由胡志安教授领导的重庆第三

军医大学睡眠实验室的研究证实
,

觉醒神经肤
。 er x -

in 系统通过抑制 H 通道增强其对小鼠前额叶缘前

皮质区的兴奋性作用
。

他们通过运用全细胞膜片钳

记录技术发现
,

阻断 H 通道可以提高锥体细胞的兴

奋性
,

反之
,

增强 H 通道 电流则使锥体细胞的兴奋

性下降
。

觉醒神经肤 or ex in s
可明显抑制锥体细胞

H 电流
,

并使 H 电流激活曲线发生负向偏移
。

这些

结果将为前额叶皮层觉醒维持机制的研究开辟了新

视角
。

在于 腹 外侧视前 区 (
v e n t or la t e

ar l p r eo p t i c a r e a ,

V LP O )
,

而且 尚存在后部的结节乳头体核 ( t u be or
-

m a m m i ll a r y n u e
l

e u s ,

T M n
)

。

研究证 明 V L P O 的

G AB A 能神经元与组织胺 ( hi st a m in e ,

H A )能神经元

相互作用参与睡 眠
一

觉醒周期的调控
,

但 T M n
的

G AB A 能神经元在觉醒
一

睡 眠周期中的作用尚不清

楚
。

兰州大学侯一平研究小组研究 T M n
内 G BA A

与 H A 能神经元在觉醒
一

睡眠周期中的调控作用
,

结

果表明
: T M n

内 G A B A 能神经元与睡眠驱动 (浅慢

波睡眠
,

SW s 一; E E e 特征为
s p i n d le w a v e

)或嗜睡状

态有关
,

提示该作用可能是通过局部环路直接抑制

了 H A 能神经元的功能
,

而 v L P O 的 G AB A 能神经

元通过投射向 T M n
的 H A 神经元维持睡眠状态 (深

慢波睡眠
,

SW SZ ; E E G 特征为 a r
an g e

)
。

觉醒时 H A

能神经元分别投向 v L P O 和局部的 G A B A
。

荷兰 M ee lr 。
研究小组研究认为慢性睡眠限制

( e hor n i e a lly : es t ir e t e d s l e e p )会逐渐改变 5
一

经色胺能

的神经传导以及对压力的敏感性
,

从而导致催患精

神疾病的可能性增加
。

研究证实慢性睡眠限制可以

造成对 5
一

经色胺能信号传导和神经内分泌调节的可

累积并且持续的影响
。

而这样的影响与情感障碍病

人的情况是类似的
。

该部分研究支持了慢性睡眠限

制会引起大脑和疾病敏感性逐渐的改变这一假说
。

吉林大学赵华研究中缝核 ( D R N )五经色胺 ( 5
一

H T )

能神经系统在神经精神疾病
,

如焦虑
、

抑郁的发病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
。

缓核 ( bH )与中缝核在形态及功

能方面都具有密切的联 系
。

结果显示
,

损毁 L H b

后
,

抑郁大鼠的不动时间明显缩短
,

上窜时间明显延

长
。

微量渗析结果显示
,

抑郁症大鼠 D R N 内 5
一

H T

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大鼠
,

损毁 L H b 后
,

D R N

内 5
一

H T 水平可明显增加
。

提示
: L bH 损毁可通过

增加 D R N 内 5
一

H T 水平而改善抑郁大鼠的抑郁行

为
。

7 睡眠的驱动— 脑内回路和递质

G A B A 能神经元在觉醒向睡眠转换和睡眠维持

中起重要作用
。

下丘脑的 G AB A 能神经元不仅存

8 睡眠的化学控制— 药理学研究

睡眠障碍是常见疾病和多种疾病的伴随症状
,

W H O 估计全球已超过 3 亿患者
。

因此
,

利用多学科

交叉
,

结合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的研究方法
,

对实验动

物从行为
、

电生理学观察
、

神经递质调节
、

相关基因

表达等
,

进行多层次的研究
,

阐明脑的
“

硬件
”

(相关

核团 )和
“

软件
”

(神经化学递质
、

内源性促眠与促醒

物质 )等系统对睡眠与觉醒的调控机制
,

有着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

北京大学药理系

张永鹤教授对 L 型 和 T 型钙拮抗剂与五经色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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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多巴胺系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

结果显示
,

L

型和 T 型钙拮抗剂均能显著增强戊巴比妥的催眠

作用
,

但两者的作用机制可能不同
,

L 型钙通道阻断

剂的增强作用可能与五经色胺系统有关
,

而 T 型钙

通道阻断剂的增强作用可能与多巴胺系统有关
。

失眠症的药物治疗经厉了早期的巴比妥类和水

合氯醛类
、

90 年代的苯二氮卓类以及新型的非苯二

氮卓类三个阶段
。

这类药物的不良反应 比较明显
,

因此研发疗效好
、

副作用少的药物迫在眉睫
。

西安

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赵晏报告了褪黑素 ( m el at o n i n,

M E )L 的合成以及镇静催眠作用的研究
。

他们的工

作改进 了 M E L的合成工艺
,

提高了总收率
,

降低了

总成本
,

减少环境污染
。

同时证明合成的 M E L 同样

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作用
,

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型催

眠药
。

现为不同但可重复的发放模式
。

这些发现表明
,

相

似的运动命令所对应的单个神经电活动是高度相似

的
。

这一方法有可能用于未来对睡眠中快眼动睡眠

时相中眼动调节的探索
。

, 动物睡眠研究方法学— 新技术和新探索

方法学的革新经常带来实验研究的重要突破
。

记录电缆对小动物
,

尤其是小鼠体动的影响是困扰

睡眠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学 问题之一
。

德国的

L ap ar y 报告了他们研制的一种新的可用于小动物睡

眠遥测记录的技术
。

通过置入发射器
,

该系统脑电

记录的有效距离达 3 米以上
,

对动物体动影响较小
,

不会给动物带来不适的睡眠姿势
。

另外
,

德国的

K im盯 a
认为

,

虽然啮齿类动物的睡眠同人相比
,

有

很多不同
,

如夜间活动
,

白天休息
,

而 人类系白天工

作夜晚休息 ;人通常是连续性睡眠和觉醒
,

啮齿类动

物睡眠片段化
,

表现为睡眠时段中有觉醒
,

觉醒过程

中有睡眠
。

但啮齿类仍然具有同人类似的快眼动和

非快眼动睡眠的基本时相
,

应该是研究睡眠调节的

基本工具
。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的胡新天
,

介绍了以称猴的

眼动系统为模型
,

用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对眼动进

行定量研究
。

他们以脑桥网状结构中运动前神经元

为研究对象
,

测量了这些神经元在快速眼动期间高

频脉冲的动作电位间隔可变性
。

发现
,

对应于相似

幅度和速度的眼动
,

高频脉冲的动作电位间隔具有

高度的相似性
。

动作电位间隔的低可变性不能归因

于具固定的脉冲间隔时间特征的发放模式
。

因为在

具有相同幅度但不同速度模式的眼动中
,

神经 元表

10 失眠的治疗— 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祖国医学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
,

对睡眠的认

识具有独特之处
。

《内经 》奠定了中医学睡眠理论的

基蕴
,

主要从阴阳营卫之气和脏腑论及睡眠的产生
。

中医学理论中
,

失眠被称为
“

不寐
” 、 “

不得 眠
”

或
“

目

不螟
” ,

其多为情志所伤
,

劳逸失度
,

久病体虚
,

五 志

过极
,

饮食不节
,

心胆气虚等都能引起阴阳失交
、

阳

不入阴而形成不寐
。

依据心藏神
、

主神明的理论
,

传

统中医学对不寐的治疗着重以安神为主
,

故取名安

神药或安神剂
。

主要治疗失眠
、

心悸
、

惊恐
、

躁狂
、

澹

语
、

抑郁等神智不安之症状
。

加之
,

低毒
、

副作用小
,

在临床用于防治睡眠障碍性疾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

安神药无论是养心安神药

或重镇安神药
,

均具有镇静催眠作用
,

如酸枣仁
,

远

志
,

磁石
,

唬拍
,

龙骨
,

朱砂等均可减少小鼠自发活

动
,

拮抗苯丙胺等中枢兴奋作用 ;协同巴 比妥类药

物
,

延长小鼠的睡眠时间
。

安神剂
,

如酸枣仁汤
,

甘

麦大枣汤
,

朱砂安神丸等均有镇静催眠作用
。

李廷

利等在建立
“

戊巴比妥钠协同作用
” 、 “

自由活动大鼠

脑电图描记技术
”

等实验方法与技术规范的基础上
,

开展了诸多安神药 (酸枣仁
、

夜交藤
、

龙骨
、

磁石
、

红

景天普
、

懈皮昔
、

熊果酸
、

五味子
、

刺五加
、

远志
、

柏子

仁
、

朱砂 )及安神剂 (酸枣仁汤
、

朱砂安神丸
、

天王补

心丸
、

磁朱丸
、

四逆散 )的催眠作用研究
。

近些年来
,

在安神药与安神剂的现代药理实验研究中
,

多趋向

于镇静催眠作用研究
,

而忽略其他主症如心悸怔忡
、

烦躁不眠
、

健忘多梦等方面研究
。

在上述主治病证

中
,

我们发现
“

烦躁不眠
”

是一个并列的两个症状
,

是

一个症状的组合
,

二者密不可分
。

故此我们认为在

研究安神药或安神剂有关
“

镇静催眠
”

作用时
,

要将
“

烦躁与不眠
”

同时研究
,

方能符合中医药理论的本

意
,

才能真正阐明安神药与安神剂的药理作用
。

(下转 2 8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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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的科研失信行为信息能够广为人知
。

通过实

行
“

信用记录制
”

和
“

信息共享制
” ,

把那些失信者的

不良记录适当放大
,

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
,

从而减少

失信 ; ( 3) 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
,

提高基金管理机

构
、

项目依托单位等的监管工作的积极性
,

使得相关

利益主体有积极性严厉惩罚基金项目负责人科研失

信行为 ; ( 4) 以提高失信成本为出发点
,

修订和完善

法律法规来约束基金项目负责人的科研失信行为
,

此外在科研活动中逐步引进全面充分竞争的市场化

机制
,

以此来约束基金项目负责人的科研失信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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