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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酒摄入对小鼠条件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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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特定饮酒模式——急性饮酒对记忆能力的影响。方法：本研究选择了 80 只 ICR 小鼠进行

条件记忆实验，并评估动物在急性饮酒后在条件记忆试验中的记忆表现。研究比较了不同白酒剂量对小鼠记忆的影响。结果：

实验结果显示，小鼠摄入不同剂量的白酒，在 24 小时和 48 小时条件刺激测试中，其潜伏期、错误次数和明室滞留时间均

高于仅饮用纯水组。白酒组在 48 小时条件刺激测试中的潜伏期、错误次数和明室滞留时间均低于在 24 小时测试中的表现。

结论：本研究表明，急性白酒摄入可以促进小鼠条件记忆的形成和巩固，但其影响是短暂的、可恢复的，但会延缓条件记

忆的减退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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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酒中所含的酒精是一种嗜神经类脂性中枢神级抑制

剂，可以自由通过血脑屏障。研究表明，酒精可以在细胞水

平上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功能
[1-4]。人类饮酒的行为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温和饮酒、

慢性饮酒和急性饮酒 [5]。在适度饮酒行为下，摄入白酒中酒

精的量被严格限制在每日不超过 40 g，通常认为这种行为的

健康伤害是极小的 [5]。而每天摄入少量至适量的白酒会降低

人类心血管死亡、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 [6,7]。 其中急性饮酒

主要是狂饮行为（Binge drinking），是指在短时间内大量摄

入白酒的行为 [8,9] 目前，对于白酒摄入和记忆的相关基础研

究多集中于慢性饮酒的模式中，而在平常生活中，人们多数

处于急性饮酒的模式 [10]。急性饮酒会导致宿醉后人们出现

一系列心理生理症状，其可通过抑制海马区神经元放电抑制

小鼠记忆功能 [11] 并且可能对短期和长期记忆有双相影响 [12]。

但目前急性饮酒与其他饮酒行为的研究相比，其很少受到人

们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探究急性饮酒下不同剂

量白酒对条件记忆的影响模式。回避实验是利用动物的好暗

避光、对厌恶刺激的恐惧和记忆而建立起来的，本实验采用

温和的足电击刺激，使动物产生逃避曾经受到电击刺激的地

方的行为。在本实验中，我们以此检验不同处理方式下小鼠

的记忆效果。

1. 材料

1.1 实验动物

40 只 ICR 雄性小鼠（购自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8-12 周龄，每只小鼠均被单独饲养，在 12-12 小时昼夜循

环（早上 8 点亮灯，晚上 8 点熄灯）环境中，能够自由获取

水和饲料（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行为学实验安排

在 20：00 -23：00 进行。

1.2 仪器

明暗穿梭箱 (PAT-8，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 )

1.3 药物及主要试剂 

纯水（实验室自制）、白酒（某品牌 52 度）。

2. 方法

2.1 实验设计

将 40 只小鼠经 1 周适应期饲养，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8 只，其中两组为纯水组，其余为白酒灌胃组。先经口灌胃

给药，分别为纯水（10 ml/kg）和白酒（0.75 ml/kg，2.25 ml/

kg，3.75 ml/kg），灌胃完成后纯水组其中一组不进行条件

刺激，其余组立即继续刺激，分别在 24 小时和 48 小时进行

记忆维持测试实验。

2.2 条件记忆实验

2.2.1 条件刺激

将小鼠放入明室任其自由活动，3 s 之后打开中间门，

等小鼠完全进入暗室后，立即将中门关闭，给予一轮 1.5 

mA 的电击 10 s 后，让小鼠在暗室中滞留 2 min，总共循环 5



国际临床医学 :2024 年 6 卷 4 期
ISSN: 2661-4839

11    

次，共 10 min。

2.2.2 记忆维持测试实验

在训练 24 小时和 48 小时后分别进行测试。将小鼠放

入明室适应 5 s，然后打开隔门，在无电击条件下运用软件

自动记录 5 min 内，小鼠进入暗室的潜伏期、错误进入暗室

次数和明室滞留时间以此反映小鼠的记忆维持水平。

2.3 数据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都采用 Mean±SEM 形式表示。均值的组间差

异 采 用 one-way AN- OVA 分 析，post hoc 采 用 LSD 检 验。

p<0.05 被规定为有显著差异。

3. 结果

3.1 摄入白酒对小鼠 24 小时后条件记忆的影响

表 1. 摄入不同剂量白酒的小鼠 24 小时后条件记忆表现

组别 潜伏期 /s 错误次数 / 次 明室滞留时间 /s

0.75 ml/kg 白酒 27.58±8.06# 4.63± 0.73* # 179.49±23.61#

2.25 ml/kg 白酒 82.21±24.64*# 3.88± 0.77*# 229.37± 15.92*#

3.75 ml/kg 白酒 58.43±34.73# 3.50± 0.73*# 215.48± 23.39*#

纯水 14.04±2.94# 8.34± 0.53# 129.55± 18.34#

纯水 + 不电击 8.98±1.27 8.5± 1.20 75.60±6.88

* p < 0.05, vs. 纯水组

# p < 0.05 vs. 纯水 + 不电击组

经过 24 小时的训练后，小鼠在摄入不同剂量白酒后，

表现出潜伏期、错误次数和明室滞留时间方面的统计学差异

（见表 1）。具体来说，摄入 2.25 ml/kg 白酒的组别，其潜

伏期显著高于纯水组。此外，摄入 0.75 ml/kg、2.25 ml/kg 和

3.75 ml/kg 白酒的小鼠错误次数显著低于纯水组，表明这些

组别的小鼠对于电击的记忆，即条件记忆更加深刻。与无刺

激组相比，纯水组小鼠的明室滞留时间显著增加，表明电击

延长了小鼠在明室的滞留时间。同时，摄入 2.25 ml/kg 和 3.75 

ml/kg 白酒的小鼠在明室的滞留时间也显著高于纯水组。这

些结果表明，不同剂量白酒的摄入对小鼠的神经行为表现产

生了不同的影响。

3.2 摄入白酒对小鼠 48 小时后条件记忆的影响

摄入不同剂量白酒的小鼠在 24 小时和 48 小时测试中的

潜伏期、错误次数和明室滞留时间均高于仅饮用纯水组，显

示白酒对条件记忆的形成有促进作用。然而，白酒组在 48

小时测试中的这些指标均低于 24 小时测试中的表现，表明

白酒对小鼠条件记忆的影响是短暂的且可恢复的。

此外，白酒组在 48 小时和 24 小时测试中的错误次数

下降幅度均小于纯水组，表明白酒能够延缓条件记忆的减退

速度。

4 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急性摄入低剂量白酒对小鼠的条件

记忆有促进的作用，尤其是 2.25 ml/kg 白酒组小鼠的潜伏期、

错误次数和明室滞留时间较其余各组均有上升趋势。这表明

急性低剂量摄入白酒能增强小鼠条件记忆的形成。在目前的

研究中，小鼠恐惧条件反射的建立与海马和杏仁核的可塑性

有关 [2-4,13]，低剂量的急性饮酒可以增强海马依赖的情境性

学习和海马独立的线索性学习、诱导的多巴胺能奖赏信号
[14]、成功的酒精自我给药 [6] 和酒精条件性位置偏爱表现 [7]。

此外，研究表明，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在海马体中，低剂量的

酒精增强 NMDA 受体介导的电流 [10] 提高了 NMDA 受体介

导的活性，从而表现出低剂量白酒组的小鼠对电击的记忆

更加强烈。总体而言，急性低剂量白酒摄入促进小鼠条件

记忆的形成，这些影响可能与白酒摄入改变海马和杏仁核

的可塑性及 NMDA 受体的功能有关，但具体机制尚需进一

步实验验证。

本研究数据显示，白酒组 48 小时的潜伏期、错误次数

和明室滞留时间均较 24 小时有下降趋势，且白酒组 48 小时

和 24 小时错误次数的下降幅度较纯水组的下降幅度小，表

明白酒对小鼠条件记忆的影响是短暂的、可恢复的，另一

方面说明，白酒也会延缓条件记忆的减退速度。有研究表明
[12]，急性摄入高剂量酒精会导致海马体依赖的情境性和海马

体独立的线索性恐惧条件反射的缺陷，但低剂量的酒精会增

强这两种类型的学习，酒精剂量依赖性改变了对情境性和线

索性恐惧条件反射的短期和长期记忆的获取。

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低剂量的白酒摄入会增强条件

记忆形成的作用。一些研究表明，在给药前后小鼠大脑神经

基质可能不同。

本研究明确了急性低剂量白酒摄入对小鼠条件记忆的

积极影响，特别是在 2.25 ml/kg 剂量下效果显著。尽管这种

促进作用在 48 小时后有所减退，但仍显示出延缓记忆衰退

的效果。研究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低剂量酒精在短期和长期记

忆系统中的潜在应用价值。然而，具体的分子机制和神经调

节途径仍需进一步探讨，以全面理解低剂量酒精对记忆功能

的影响及其潜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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