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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鸡一次性被动回避模型行为特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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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困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要 〕本文系统地观察了一 日龄小鸡在一次性被动回避模型中的行为特点 其主要结果如下

用 。 训练的动物在训练后 至 分钟之间表现出良好的辨别记忆能力
,

但在训练

后 巧 分钟可见到一次短哲的遗忘现象 用 训练的动物虽然短时记忆和部分中时

记忆良好
,

但不能形成长时记忆 文中比较了上述结果与有关文献之间的异同
,

并对刺激强度与

长时记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一 日龄
、

鸡一次性被动回避行为模型
,

记忆形成过程

记忆形成过程的研究是当今记忆神经生物学的核心课题之一
。

由于通过小鸡一次性被

动回避行为模型
,

可以 系统地观察训练后不同时间内动物的记忆保持水平及其相应的中枢

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更
,

因而近年来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研究记忆形成过程的理想工

具 本实验室近年来开始引进这一动物行为模型
,

并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的研究工作 , 〕

由于动物品系
、

实验环境及操作上 的差异
,

各个实验室对上述模型的行为特点的描述并不

完全一致
。

为此
,

我们重新对这一模型的行为特点进行了系统的观察
。

实验方法

动物

雄性京 白 一 日龄小鸡
,

体 重 相 克左右
,

健康活泼
,

于实验当 日购 自北京市种禽公司

种鸡场
。

实验程序

本研究所采用的程序主要参考 了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澳大利亚 。 模式
,

并根据

大量预实验的结果作了一些改动
。

动物于上午 时运到后
,

成对地放入木制的实验箱内
,

让

动物适应半小时
。

随后按以下序列进行实验

预训练 给小鸡呈现遴清水的金属小圆珠 直径 毫米
,

同时轻轻地拍击实验 箱

的前外壁
,

以引起小鸡的注意
。

绝大部分小鸡会 自发地啄小圆珠
。

预训练共进行两次
,

两者

间隔 分钟
。

训练 预训练结束后 分 钟开始
,

其方法是给小鸡呈现蘸有 一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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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红色玻璃 圆珠 直径 毫米 由于 可引起小鸡味觉强烈的不适
,

因此
,

多

数小鸡啄食小珠后表现出摆头
、

后退
、

惊 叫等反应 少数不啄红珠或不见上述典型的厌恶 回

避反应的动物在数据处理时将被去掉
。

测试 记忆保持测试根据不 同的实验要求在训练后不同时间进行
,

共进行两次 第

一次用大小和外形与训练时所用的完全一样的红圆珠
,

而第二次采用 同样大小的蓝色小珠
,

均蘸清水而不蘸
。

两次测试间隔 分钟
。

以上每个实验序列给每对小鸡呈现小珠的时间均为 秒钟
,

由主试记录这段时间内啄

食小珠的次数
。

数据处理

由于训练时采用了红色小珠
,

因此记忆水平的测量指标采用小鸡对红色小珠的 回避率
,

而动物对蓝色小珠的回避率则反映了小鸡对 中心刺激的反应
。

回避率的计算方法是 回避率

测试时对小珠回避的动物数 一训 练时啄红珠的动物数
。

组间差异采用 检验 均

经 连续校正法校正
。

实验结果

实验一 线 训练的小鸡一次性被动回避模型的行为特点

不同浓度的 训 练代表了不同强化水平的学 习
,

多数实验室 习惯上采用 的
。

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报告
,

在上述强化条件下
,

小鸡经一次训练能形成 良好的记忆
,

但

对某些细节的描述并不完全一致 如多数实验室的观察结果显示
,

在一次性被动回避模

型 中
,

小鸡表现 出 良好的辨别学 习能力
,

但也有个别实验室对此持不 同看法闭
。

又 如

和 梦 〕实验室的工作表明
,

小鸡在训练后 巧 分钟和 分钟分别出现一次短暂的记

忆下降现象
,

但未得到普遍承认 本实验针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观察
。

本实验共用 只动物
,

随机分成 组
,

每组 只
。

其中 组用 的 训练
,

并分别于习 练后
、 、 、 、 、 、 、 、

和 分钟进行测试
。

另 一 组用清水习, 练
,

也分别于上述各个时问点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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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经 。 和清水训练的小鸡在训练后不同时间对红珠和蓝珠的回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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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可以清楚地看出
,

除训练后 巧 分钟外
,

在其它所有的测试点
,

训练的

动物对红珠的回避率均高子相应的清水训练组
,

表明其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

说

明经 。 训练后
,

动物表现出 良好的
一

记忆水平
,

并至少持续至训练后 分钟 由上图还

可见到
,

经 训练的各组动物
,

除训练后 巧 分钟外
,

对红珠的回避率均高于对蓝珠的回

避率
,

差异均达到 显著水平 而用清水训练的小鸡对红
、

蓝小珠 的回避率则没有明

显差异
,

均远远低于经 训练的动物对红珠的回避率
。

实验二 训练的小鸡一次性被动回避模型的行为特点

虽然在小鸡 一次性被动 回避行 为试验 中多采用 的 进行训练
,

但经低浓 度

训练的动物 在行为上的一些独特表现也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浓厚兴趣〔‘一的
。

此外
,

由于

用 训练的动物的记忆水平 已接近饱和
,

因此不太适合研究药物或其它处理对记

忆的促进作用
,

故这方面的工作也多采用低浓度的 。 进行训练川
。

在预实验的基础上
,

本

实验专门观察了用 训练的动物在一次性被动回避模型 中的行为特点
。

本实验共采用 只动物
,

随机分成 个组
,

其中 个组用 环的 进行训练
,

分别于习 练后
、 、 、 、 、

绍
、 、

和 分钟测试
。

另外 个组用 的 进

行训练
,

并分别 在训练后
、 、 、

和 分钟进行测试
。

, 允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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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经不同浓度的 训练的小鸡在训练后不同时间对红珠的回避率

由图 可见
,

用 训练的动物
,

除训练后 巧 分钟外
,

其它各测试点对红珠的

回避率均接近 而用 训练的动物
,

虽然在训练后 至 分钟之间对红珠的

回避率与用 训练的动物接近
,

但训练后 分钟开始明显下降
。

对训练后 分

钟与训 练后 分钟测试的动物的 回避率的 检验表 明
,

训练组和 训练组

之间的差异达到显 著水平
。

另外
,

值得注意的是
,

用 训 练的动物在训练后

分种也可见到 回避率的短哲下降
。

讨论

实验一的结果清楚地显示
,

除训练后 分钟以外
,

从训练后 分钟至训练后 分钟
,

用 训 练的各实验组对红珠的回避率均在 以上
,

而水训练的各组对红珠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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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率则在 鱿以 下 两者差异非常显著 我们曾发现
,

动物在训练后 小时对红珠的 回避

率仍能保持在 左右
。

上述结果说明
,

在一次性被动回避模型中
,

小鸡经一次短暂的训练

就能形成较为持久和 良好的记忆
,

这一结论与大多数作者的观点一致
。

及其合作

者 二和 实验 室〔”二均 曾报告
,

在一次性被动回避试验中
,

多数经 训练的动物能回

避厌 恶刺微但继续啄食 中性刺 激
,

从而认 为小鸡具有 良好的辨别学 习能力
,

但

等人汉则认 为小鸡 不具 备 匕述能力
。

本 实验结果与大 多数文献相符合
,

均观察到
,

经

训练后的动物对红珠的 回避率远远高于对蓝珠的回避率
,

证明小鸡确实具有较好的辨别学

习能 力
。

和 ‘ 实验室 多年来的实验结果显示民
,

训练后 分钟 和 分钟各出现一

次 短暂的记忆保持水平 的 卜降
,

但最初未得到其它作者的承认 直至 年
,

等民才发现
,

虽然采 用 训 练未能见到上述现象
,

但若采用低浓度的 。 训练则

可见到 和 所描述的两次短暂的记忆下降
。

从本实验结果来看
,

即使采用 的

训练
,

在训练后 分钟也能见到一次短哲的记忆保持水平的下降
,

但训练后 分钟

记忆保持水平 良好
‘

本实验我们还注意到
,

用水训练的小鸡对红
、

蓝小珠的 回避率基本相 同
,

说 明未经 训 练的动物对红
、

蓝小珠的啄食倾向基本相 同 因此
,

我们认为
,

用蓝珠作为

中性刺激是合适 的
。

由实验 二结果可 知
,

用 训 练的动物
,

在训练后 至 分钟之 间其记忆水平

与 训练 的动物接近
,

但训练后 分钟开始出现 明显的遗忘现象
,

而且没有恢

复的迹象
。

这些结果与 砰‘ 和 等 二的结果基本吻合
。

所不同的是
,

等观

察到的遗忘时间约在训练后 分钟开始出现
,

略晚于本实验所见的训练后 分钟
。

和 ” 曾根据一 系列实验结果
,

提 出记忆形成三阶段模型
,

认为记忆形成过程至少包括短

时
、

中时和 长时记忆三个相 对独立的 阶段
,

其形成时间分别为训练后 分钟
、

分钟和

分钟
。

三种记忆的神经机制分别与细胞膜超极化
、

钠泵活性和蛋白质的合成有关
。

该模型最

近几年又有 了新的发展并得到 了其他许多作者的支持 ’二 根据上述模型
,

本实验的结果

可解释为
,

经 训练的小鸡虽然保持良好的短时记忆和部分 中时记忆但不能形成

长时记忆
。

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
,

弱强化训练并不是引起总体记忆水平的下降而是使长时

记忆不能很好地形成
。

和 曾指出〔“ 二,

信息一般情况下 多 能被短时记忆所存

储
,

但能否转化为长时记忆则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

其中刺激信号的强度可能是 比较重要

的一个
。

本实验结果 为这种观点提供 了新的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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