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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体中记忆相关活动流程并非单向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冯卫东 发布时间：2014-09-18 【字号： 小  中  大 】 

  与百多年来人们的想象不同，《自然·神经科学》杂志刚刚发表的一项小鼠研究指出，海马体中与记忆相关的

活动流程并不是单向的。此项研究为更好了解大脑神经回路和控制记忆的动态机制打开了大门。 

  2009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精神健康研究中心席尔瓦·威廉姆斯博士曾开发出一种独特的方法，即海马体结构

的体外制备。现在，该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已成功在小鼠身上证明，海马体中与记忆相关的活动流程不是单向的，

而且下脚（海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并非只是该流程的出口。 

  研究人员表示，探究海马体中的神经元行为，将有助于了解阿尔茨海默氏症和精神分裂症相关神经回路的异常

情况，最终导致更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记忆是人类进行识别的核心，但记忆的创建和检索尚未得到很好地理解。人们研究基于学习和记忆的神经回

路，主要是因为其在记忆及其相关疾病（如阿尔茨海默氏症）中的基础作用。记忆编码和提取的过程需要海马体中

数以十万计的神经元同步激活，但人们对这些过程之下的回路或是路径仍然所知甚少。 

  威廉姆斯博士称，只有通过鉴别这些回路及其在海马体中的动态，人们才能理解记忆机制。此外，更好理解这

些回路的复杂动态，可用于鉴别出可能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非常早期的变化。最新研究证明，阿尔茨海默氏

症小鼠模型在记忆丧失之前，一些小的变化已长期存在。 

  新研究采取了光遗传学技术，这种革命性技术提供了独特的能力利用光来操纵神经元的特定群体，以更好了解

其在神经回路和脑节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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