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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由致变与致癌的观察结果表明
,

促

进剂
、 、

具有致变性
、 、 、 ,

在实验动物中
,

具有

肯定或一定的致癌性 因此在橡胶工业的生

产现场除注意某些防老剂等的潜在致癌作用

外
,

关于促进剂的潜在危险性亦须引起重视

再之
,

秋兰姆
、

氨基甲酸醋类除用于橡胶
、

塑

料生产外
,

还应用于慢性酒精中毒的

解毒
、

作为种子
、

蔬菜
、

造纸
、

纺

织制品的杀菌剂应用
,

因使用面广
,

目前尚不

能根据致变性的结果
,

推测潜在致癌性
,

但值

得注意
,

并提示应进一步用动物实验来研究

其致癌性

强噪声对小白鼠脑发育及条件反射建立的影响

吴馥梅 手新人 赵长清
南京大学生物系

陶孽天 李云生
南京大学物理系 天津医学院

噪声的危害性已有不少社会调查和实验

研究卜
习 文献资料表明

,

噪声对人体的危害

是多方面的
,

引起神经系统的损伤是其中的

一个重要方面 例如
,

噪声对思考力
、

记忆

力与脑电活动都有影响
,

还会使人的大脑功

能紊乱
,

从而导致神经系统疾病
一咖 据报

道
,

即使中等强度的噪声就已影响中枢神经

系统  如所周知
,

脑是智能的物质基础
,

是

人及高等动物一切行为的最高中枢 而条件

反射是一种基本的高级神经活动
,

是脑的高

级机能的一种表现 因此
,

本实验试图通过

观察强噪声对小白鼠脑发育及条件反射活动

的影响
,

从而探讨噪声对中枢神经系统可能

造成的危害
,

以便为噪声污染的防治提供必

要的实验资料

实 验 方 法

挑选年龄相同 同一天出生
、

体重相近

相差不超过 克 的雌雄两性幼年 小 白 鼠

头
,

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 头 雄

雌
,

实验组 头 雄 雌 两组饲养条

件相同 实验组小白鼠从出生后第 , 天起

每天接受 一 小时的强噪声处理 连续处

理 刊 天以后 即年龄为 天 开始对两组小

白鼠进行梭箱迥避行为
,

的训练 其装置如图 训练分两

本文承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萧信生副教授审阅 本实

验在梭箱设计及小鼠条件反射活动训练过程中还得

到南大生物系生理学教研室 主任余启祥副教投及杜

坤大工程帅的具体帮助
,

谨此一 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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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小白鼠梭箱迥避行 为训练装置

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的条件刺激为节拍器

的响声 当第一阶段建立的条件反射被实验

性消退以后
,

接着进行第二阶段的条件反射

训练 这时的条件刺激为灯光 两个阶段的

非条件刺激均为 伏交流电电击 每天训

科 学
。 。

练 次
,

每阶段训练 天 共 次 每天

记录两组动物迥避行为的阳性反应次数 在

条件反射训练阶段
,

实验组小白鼠每天继续

接受强噪声 小时
,

整个实验结束时杀鼠取

出全脑称量鲜重
,

以脑重作为比较两组小白

鼠脑发育情况的指标 此外
,

在实验期间还

定时记录了小白鼠体重的变化

噪声源为
一 型噪声发生器发出的

粉红噪声
,

经 一 型功率放大器放大后通

过 一
型高音号筒直接作用于 小 白 鼠

高音号筒紧靠鼠笼上方
,

仪器装置如图

经 型频谱分析仪分析噪声频谱 范 围 为

一 。赫兹 噪声强度经 型声级计

测量为 分贝

图 小白鼠接受噪声处理时的仪器装置

实 验 结 果

当以节拍器响声作为条件刺激时
,

对

照组小白鼠梭箱迥避行为的阳性反应次数平

值为
,

实验组为 当以灯光作为

条件刺激时
,

两组阳性反应次数平均值分别

为 巧 与 经统计学方法处理
,

两种

情况下的 值均小于 0
.
05
.
结果表明: 实验

组与对照组梭箱迥避行为的阳性反应次数有

显著差异
,

前者小于后者(见表 1)
.

2
.
实验结束时小白鼠脑重的称量结果列

人表 2
.
对照组小鼠全脑鲜重 的平 均值 为

510
.
44 毫克

,

实验组小鼠的相应值为 470
.
91

毫克
.
经统计学方法处理

,

二者差异非常显

噪声处理对小鼠条件反射建立的影响

阳性反应次数

的平均值
标准差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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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鼠体重变化曲线

表 2 噪 声对小鼠脑重最的影响 (单位
:
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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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小鼠的脑重明显小于对照组
.

3
.
如图 3 所示

,

两组小白鼠体重增长曲

线基本上是一致的
.
实验开始时两组动物平

均体重非常接近 (16. 夕 克与 16. 2 克)
,

实验

结束后噪声处理组平均体重虽略大于对照组

(37
.
7克与34

.
2克)

,

但经
‘测验所得的 p 值大

于 0
.
0 5 ,

说明二者差异不显著
.

来解释
,

而应当视为中枢神经系统机能变化

的结果
.
有人研究过噪声对自发脑电图功率

谱的影响
,

并由此探求反映噪声影响神经系

统的客观指标闭
.
看来

,

条件反射建立的情

况亦可作为判断噪声危害脑机能活动的客观

指标之一
从本实验结果中还可以看出: 噪声处理

组小鼠的脑重明显小于对照组
,

但噪声对体

重增长没有影响
,

而且体重与脑重之间没有

平行对应关系
,

即体重大的小鼠脑重不一定

大
.
实验组小鼠脑重较小

,

这似乎是脑发育

不良的表现
,

它与这组小鼠条件反射活动不

易建立是一致的
.
在通常情况下

,

脑重与智

力之间虽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
,

但二者

之间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
例如

,

在衰

老过程中
,

脑重量的降低就是脑机能衰退的

表现
,

是脑组织细胞萎缩的结果
.
一般说来

,

人类进人老年期以后
,

脑重降低的程度与年

龄增长成直线关系tl4]
.
由此可以认为

,

实验

组小白鼠脑重低于正常
,

是噪声引起脑组织

发育不良的结果
.
幼年小白鼠在生长发育期

间长期接受强噪声作用显然遭到损伤
.
这一

点向我们提示
,

应当重视并深人调查研究环

境噪声污染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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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条件反射活动可以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

一般机能状态
.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小鼠在生

长发育期间受到强噪声作用以后
,

其防御性

条件反射活动的建立要比正常对照组困难得

多
,

两组小鼠这种学习能力的显著差异
,

正说

明强噪声影响了小鼠中枢神经系统 的 机能
.

不少文献资料已经证明噪声对听觉器官及听

力有损害作用
,

这种损害表现为耳蜗组织结

构的损伤及听闭变化或听力损失等
〔11 一切

.
在

木实验中
,

以灯光作为条件刺激习11练小白鼠

梭箱迥避行为的结果与节拍器响声为条件刺

檄的结果相一致
,

这就说明两组动物阳性条

件反射次数的显著差异不能只用听力受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