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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 ５ ８ ＧＨｚ 射频辐射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ꎬ ＲＦ) 暴露对大鼠学习记忆和海马

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影响ꎬ 为科学评价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的潜在健康危害提供理论和实验参考ꎮ 方法

５６ 只健康成年雄性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大鼠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假暴露组 ( Ｓｈａｍ) 和射频暴露组

(ＲＦ)ꎬ 每组 ２８ 只ꎬ ＲＦ 组每天暴露 １ ｈꎬ 连续暴露 １５ ｄ 或 ３０ ｄꎬ 频率为 ５ ８ ＧＨｚꎬ 全身比吸收率

为 １ １５ Ｗ / ｋｇꎮ 采用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检测大鼠学习记忆能力ꎻ Ｎｉｓｓｌ 染色观察大鼠海马组织结构及神

经元数量ꎻ Ｇｏｌｇｉ 染色观察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树突棘密度ꎻ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海马组织内突触后致密

蛋白 ＰＳＤ９５、 突触小泡蛋白 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ｉｎ 的水平ꎻ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检测海马组织内神经递质

含量ꎮ 结果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中ꎬ ＲＦ 暴露 １５ 和 ３０ ｄꎬ Ｓｈａｍ 组与 ＲＦ 组大鼠的逃逸潜伏期、 穿

越平台次数、 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百分比及首次到达平台的潜伏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ꎻ
Ｓｈａｍ 组和 ＲＦ 组海马区组织结构与神经元数量、 ＣＡ１ 区树突棘密度 (顶树突棘密度: １５ ｄ 分别为

５ １０±０ ２０、 ４ ８９±０ ２４ꎬ ３０ ｄ 分别为 ４ ５８±０ ２７、 ４ ４９±０ ２４ꎻ 基树突棘密度: １５ ｄ 分别为 ４ ８１±
０ １７、 ４ ７９±０ ３４ꎬ ３０ ｄ 分别为 ４ ２０±０ ２７、 ４ ２２±０ １７)、 海马组织内 ＰＳＤ９５ 及 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ｉｎ 表

达水平及海马组织内多种神经递质含量均无明显变化 (Ｐ > ０ ０５)ꎮ 结论 　 本实验条件下的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雄性大鼠空间学习记忆及海马神经元突触可塑性无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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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频辐射 (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ꎬ ＲＦ) 是指频率在

１００ ｋＨｚ~３００ ＧＨｚ 的电磁辐射ꎬ 主要由无线通讯设

备包括手机、 Ｗｉ￣Ｆｉ、 雷达等产生ꎮ 其中ꎬ ５ ８ ＧＨｚ
频段是开放的、 较少被使用的公共无线频段ꎬ 其

带宽高、 干扰低ꎮ 因此ꎬ ５ ８ ＧＨｚ 无线技术有望代

替目前主流的 ２ ４ ＧＨｚ 无线技术ꎮ 我国现已将

５ ８ ＧＨｚ频段作为点对点或点对多点扩频通信系

统、 高速无线局域网、 宽带无线接入系统、 蓝牙

技术设备及车辆无线自动识别系统等无线电台站

的共用频段ꎮ 迄今为止ꎬ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是否引起神

经行为尤其是学习记忆能力改变ꎬ 少见报道ꎮ 为

科学评价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的潜在健康危害提供理论和

实验参考ꎬ 本研究探讨了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对大鼠学习

记忆能力和海马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影响ꎮ

材料与方法

１ 动物分组和取材: ５６ 只健康成年雄性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大鼠购自空军军医大学动物实验中

心ꎬ 体重 (１８０±３) ｇꎬ 合格证号: ＸＫ (陕 ２０１４￣
００２)ꎮ 实验前ꎬ 所有动物适应饲养环境 ３ ｄꎮ 动物

饲养在 ( ２３ ± ２)℃ 的恒温环境中ꎬ 湿度保持在

４０％~７０％ꎬ 保证每天 １２ ｈ 的光照并避免噪音ꎬ 饲

养期间所有动物可自由摄食ꎮ 所有实验均获得了

空军军医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２０１７０６０６)ꎮ 大

鼠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假暴露组 (Ｓｈａｍ) 和射频暴

露组 (ＲＦ)ꎬ 每组 ２８ 只ꎬ 于暴露后不同时间点

(１５ 和 ３０ ｄ) 进行实验ꎬ 每个时间点每组各 １４ 只ꎮ
２ 射频暴露系统及暴露参数: 本研究应用的

射频暴露源由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提供ꎬ 该装置由

信号发生器、 放大器和天线 ３ 部分组成ꎮ 暴露组

动物自由体位放置于距离信号源 ３ ３ ｍ 处的有机

玻璃盒内 (２６ ｃｍ×８ ｃｍ×７ ｃｍꎬ 各壁均有气孔)ꎮ
暴露 参 数 为: 频 率 ５ ８ ＧＨｚꎬ 平 均 功 率 密 度

７４ ２５ Ｗ / ｍ２ꎬ 全身比吸收率 １ １５ Ｗ / ｋｇꎬ 每天暴

露 １ ｈꎬ 连续暴露 １５ 或 ３０ ｄꎮ Ｓｈａｍ 组动物处理方

式同 ＲＦ 组ꎬ 但无 ＲＦ 输出ꎮ
３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 每组 １０ 只大鼠分 ２ 批

在第 １０~１５ 天及第 ２５ ~ ３０ 天进行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

验ꎬ 第 １０~１４ 天及第 ２５~２９ 天进行定向巡航训练ꎬ
第 １５ 及 ３０ 天进行空间探索测试ꎮ 实验时水温保持

(２２±１)℃ꎬ 水中倒入墨汁以避免大鼠观察水池底

(圆柱形水池直径 １５０ ｃｍꎬ 高 ５０ ｃｍ)ꎮ 定向巡航训

练期间ꎬ 逃生平台 (直径 １２ ｃｍ) 位于水下 ２ ｃｍ
处ꎮ 连续训练 ５ ｄꎬ 每天 ４ 次ꎬ 每次选择不同象限

的入水点将大鼠轻放入水中允许其自由探索

１ ｍｉｎꎻ 空间探索测试期间ꎬ 撤去平台ꎬ 任其自由

探索 １ ｍｉｎ[１]ꎮ 实验期间录像对大鼠的定向巡航训

练阶段的逃逸潜伏期ꎬ 空间探索测试阶段的首次

到达平台潜伏期、 穿越平台的次数以及平台所在

象限停留时间百分比进行分析ꎬ 以观察其空间学

习记忆能力ꎮ
４ Ｎｉｓｓｌ 染色: 每组 ３ 只大鼠以 １％戊巴比妥钠

按 ６０ ｍｇ / ｋｇ 体重剂量腹腔注射麻醉ꎬ 生理盐水心

脏灌注冲去残血ꎬ ４％多聚甲醛快速灌注 １０ ｍｉｎ 后

转为缓慢滴灌 ２０ ｍｉｎꎬ 灌注结束后断头取脑ꎬ ４％
多聚甲醛 ４℃后固定过夜ꎮ 次日修剪脑组织块、 梯

度乙醇脱水、 石蜡包埋ꎮ 用石蜡切片机 (德国

Ｌｅｉｃａ 公司) 作大鼠海马区冠状切片ꎬ 切片厚度

４ μｍꎮ
Ｎｉｓｓｌ 染色时ꎬ 生物透明剂透明后梯度乙醇复

水后进行染色ꎬ 使用甲苯胺蓝法 Ｎｉｓｓｌ 染色试剂盒

(北京 Ｓｏｌａｒｂｉｏ 科技有限公司) 进行具体染色操作ꎮ
中性树胶封片后避光干燥 ２４ ｈꎬ 显微镜下 (德国

Ｌｅｉｃａ 公司) 拍照观察海马区结构形态ꎬ ２００ 倍镜

下检测每视野内 ＣＡ１ 区及 ＤＧ 区神经元数量ꎮ
５ Ｇｏｌｇｉ 染色: 每组 ３ 只大鼠腹腔麻醉后快速

断头取脑ꎬ 脑组织置于提前 １ ｄ 配置好的 Ｇｏｌｇｉ 溶
液 (Ａ 液 ∶ Ｂ 液＝ １ ∶ １) 中浸泡 ２ 周后ꎬ 更换 Ｃ 液

浸泡 １ 周ꎮ 用冰冻切片机 (德国 Ｌｅｉｃａ 公司) 作大

鼠海马区冠状切片ꎬ 切片厚度 １５０ μｍꎮ 切片干燥

后去离子水清洗并用 Ｇｏｌｇｉ 溶液 (Ｄ ∶ Ｅ ∶ 去离子

水＝ １ ∶ １ ∶ ２)染色ꎬ 梯度乙醇脱水ꎬ 生物透明剂透

明ꎬ 中性树胶封片ꎮ 具体操作步骤参考 ＦＤ Ｒａｐｉｄ
Ｇｏｉｇｉ ｓｔａｉｎ ｋｉｔ 说明书 (美国 ＦＤ Ｎｅｕｒｏｔｅｃｈ 公司)ꎮ

８２４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６



通风条件下避光干燥 ２４ ｈ 后ꎬ 显微镜下 (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公司) 拍照观察海马 ＣＡ１ 区锥体神经元二

三级树突中段树突棘ꎬ 用 Ｆｉｊｉ 分析树突棘密度

(个 / １０ μｍ)ꎮ
６ 蛋白质免疫印迹实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每组

３ 只大鼠腹腔麻醉后快速断头取脑ꎬ 预冷的磷酸盐

缓冲液 (ＰＢＳ) 冲洗ꎬ 冰上快速剥离海马组织ꎮ 海

马组织称重后按 １ ｇ ∶ １０ ｍｌ 加入含蛋白酶抑制剂和

磷酸酶抑制剂的组织裂解液ꎬ 匀浆后离心 １５ ｍｉｎ
(４℃ꎬ １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ꎬ 离心半径 ８ ４ ｃｍ)ꎬ 收集上

清液ꎮ 二辛可酸 (ＢＣＡ) 法测定蛋白浓度后按 １ ∶
４ 加入 ５×上样缓冲液ꎬ １００℃金属浴 １０ ｍｉｎꎬ 冷却

备用ꎮ 制备聚丙烯酰胺凝胶后按 ２０ μｇ /孔等质量

上样ꎬ ８０ Ｖ 恒压电泳、 ２５０ ｍＡ 恒流转膜ꎬ ５％脱脂

牛奶封闭 １ ｈ 后ꎬ 兔抗 ＰＳＤ９５ ( １ ∶ ３００ꎬ 英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 鼠抗 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ｉｎ (１ ∶ １ ０００ꎬ 美

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 鼠抗 β￣肌动蛋白 (１ ∶ ５ ０００ꎬ 美

国 ＣＭＣＴＡＧ 公司) 等一抗孵育过夜ꎬ 相应二抗室

温孵育 ２ ｈꎬ 化学发光法发光并照相ꎬ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ｅ
分析条带灰度值ꎮ

图 １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大鼠海马形态结构的影响　 Ｎｉｓｓｌ 染色　 Ｈｉｐｐｏ 区 ×５０、 ＣＡ１ 区 ×２００、 ＤＧ 区 ×２００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Ｎｉｓｓｌ ｓｔａｉｎ　 Ｈｉｐｐｏ ×５０ꎬ ＣＡ１ ×２００ꎬ ＤＧ ×２００

７ 神经递质检测: 每组 ５ 只大鼠腹腔麻醉后

快速断头取脑ꎬ 预冷的 ＰＢＳ 冲洗ꎬ 冰上快速剥离

海马组织ꎮ 海马组织称重后按 １ ｇ ∶ １０ ｍｌ 加入预冷

的甲酸乙腈溶液 (乙腈 ∶ 甲酸 ∶ 去离子水＝ １ ∶ ９ ∶
９ ０００)ꎬ 匀浆后离心 １５ ｍｉｎ (４℃ꎬ １２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ꎬ
离心 半 径 ８ ４ ｃｍ ) 收 集 上 清 液ꎮ 上 清 液 经

０ ２２ μｍ 微孔膜过滤后ꎬ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ＬＣ￣ＭＳ) (美国 ＳＣＩＥＸ 公司) 检测单胺类递质

(多巴胺、 乙酰胆碱、 去甲肾上腺素、 ５￣羟色胺)、
氨基酸类递质 (组氨酸、 甘氨酸、 谷氨酸、 γ￣氨基

丁酸、 天冬氨酸)、 肽类递质 (亮氨酸脑啡肽、 蛋

氨酸脑啡肽、 普罗瑞林) 等ꎮ
８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ꎬ 所有数据符合正态分布ꎬ 以 ｘ±ｓ 表示ꎮ 两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Ｐ<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果

１ 大鼠学习记忆行为的变化: 由图 １ 可见ꎬ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是评价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

一种常用方法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在定向巡航阶

段ꎬ 大鼠逃逸潜伏期随着训练时间的延长而缩短ꎬ
但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ꎮ Ｓｈａｍ
１５ ｄ 组、 ＲＦ １５ ｄ 组、 Ｓｈａｍ ３０ ｄ 组、 ＲＦ ３０ ｄ 组在

空间探索阶段ꎬ 各组大鼠穿过平台的次数 (３ ６０±
０ ５２、 ３ ５０±０ ６２、 ３ ４０±０ ４５、 ３ １０±０ ６４)、 目

标象 限 停 留 时 间 百 分 比 ( ２７ ０７％ ± １ ５８％、
２８ ８７％ ± １ ５５％、 ２９ ８３％ ± ２ ５４％、 ２９ ３３％ ±
２ ３０％)、 首次到达平台的潜伏期 [ (９ ０２±１ ６８)、
(８ ３８±０ ７６)、 (８ ４０±１ ７６)、 (９ ３８±１ ３７) ｓ]
等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ꎮ 提示在本

实验条件下ꎬ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 １５ 及 ３０ ｄ 不能引

起大鼠空间学习记忆行为的明显改变ꎮ
２ 大脑海马形态结构的变化: Ｎｉｓｓｌ 染色结果

显示ꎬ 各组大鼠海马神经元均排列紧密ꎬ Ｎｉｓｓｌ 体
呈斑驳状ꎬ ＲＦ 暴露后ꎬ Ｓｈａｍ １５ ｄ 组、 ＲＦ １５ ｄ 组、
Ｓｈａｍ ３０ ｄ 组、 ＲＦ ３０ ｄ 组每视野 ＣＡ１ 区神经元数

量分别为 １４８ ６７±１２ ４４、 １３３ ００±８ ２９、 １３８ ００±
６ ３６、 １４０ ００±３ １８ꎻ 每视野 ＤＧ 区神经元数量分

别为 ３０８ ００ ± １７ ０３、 ３０２ ３３ ± ２１ ４２、 ２９６ ００ ±
８ ８９、 ２９１ ３３±４ ９１ꎬ 各组间海马 ＣＡ１ 区及 ＤＧ 区

神经元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ꎮ 提示本

实验条件下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 １５ 及 ３０ ｄ 不能引起

大鼠海马形态结构及神经元数量的变化 (图 １)ꎮ
３ 大脑海马 ＣＡ１ 区树突棘密度的变化: Ｇｏｌｇｉ

染色结果显示ꎬ Ｓｈａｍ １５ ｄ 组、 ＲＦ １５ ｄ 组、 Ｓｈａｍ

９２４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６



图 ２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大鼠 ＣＡ１ 区树突棘密度的影响　 Ｇｏｌｇｉ 染色 ×１ ０００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ｓｐ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Ａ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ｏｌｇｉ ｓｔａｉｎ ×１０００

３０ ｄ 组、 ＲＦ ３０ ｄ 组顶树突棘密度分别为 (５ １０±
０ ２０)、 (４ ８９±０ ２４)、 (４ ５８±０ ２７)、 (４ ４９±
０ ２４) 个 / １０ μｍꎻ 基树突棘密度分别为 (４ ８１ ±
０ １７)、 (４ ７９±０ ３４)、 (４ ２０±０ ２７)、 (４ ２２±
０ １７) 个 / １０ μｍꎮ ＲＦ １５ ｄ 组及 ＲＦ ３０ ｄ 组大鼠顶

树突棘及基树突棘密度与 Ｓｈａｍ 组相比ꎬ 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ꎮ 提 示 本 实 验 条 件 下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 １５ 及 ３０ ｄ 不能引起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锥体神经元树突棘密度的明显改变 (图 ２)ꎮ

４ 大脑海马区突触相关蛋白的变化: 结果显

示ꎬ Ｓｈａｍ １５ ｄ 组、 ＲＦ １５ ｄ 组、 Ｓｈａｍ ３０ ｄ 组、 ＲＦ
３０ ｄ 组海马组织内突触后致密蛋白 ＰＳＤ９５ 相对表

达量分别为 ０ ９９±０ ０４、 ０ ９５±０ ０７、 １ ０５±０ ０７、
０ ９６±０ ０７ꎻ 突触小泡蛋白 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ｉｎ 相对表达

量分别为 １ １１ ± ０ １０、 １ ０２ ± ０ ０３、 １ ０１ ± ０ ０５、
０ ９４±０ ０４ꎮ ＲＦ １５ ｄ 组及 ＲＦ ３０ ｄ 组大鼠海马组织

内突触相关蛋白 (ＰＳＤ９５、 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ｉｎ) 表达水

平与 Ｓｈａｍ 组相比ꎬ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ꎮ 提示本实验条件下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 １５ 及

３０ ｄ 不能引起大鼠海马组织内突触相关蛋白表达

水平的改变 (图 ３)ꎮ
５ 大脑海马神经递质表达水平的变化: ＬＣ￣

ＭＳ 结果显示ꎬ ＲＦ １５ ｄ 组及 ＲＦ ３０ ｄ 组大鼠海马组

织内多种神经递质含量与 Ｓｈａｍ 组相比ꎬ 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ꎮ 提 示 本 实 验 条 件 下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 １５ 及 ３０ ｄ 未能引起大鼠海马组

织内神经递质表达水平的改变 (表 １)ꎮ

讨　 　 论

目前ꎬ ＲＦ 是否可诱发学习记忆障碍仍然存在

注: １ Ｓｈａｍ １５ ｄꎻ ２ ＲＦ １５ ｄꎻ ３ Ｓｈａｍ ３０ ｄꎻ ４ ＲＦ ３０ ｄ
图 ３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大鼠海马区突触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ｏｆ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争议ꎮ 一些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报道 ＲＦ 可引起的神

经性认知障碍ꎬ 甚至会增加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风

险ꎬ 但也有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ꎬ ＲＦ 暴露对人

体无害[３￣８]ꎮ 不同实验室的研究也表明ꎬ 不同频

率、 强度及时间的 ＲＦ 暴露可对啮齿类动物学习记

忆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实验结果[９￣１３]ꎮ ５ ８ ＧＨｚ 无

线技术良好的应用前景也引起了公众对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对人体健康特别是对大脑影响的关注ꎮ 本研究

以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检测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学习

记忆行为的影响ꎬ 以海马区神经元数量、 树突棘

密度、 突触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以及神经递质含量

为主要检测指标ꎬ 探讨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海马区

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影响ꎮ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可较好地反映大鼠空间学习记

忆能力ꎮ 本实验中 ５ ８ ＧＨｚ (１ ｈ / ｄꎬ １ １５ Ｗ/ ｋｇ) ＲＦ
暴露 １５ 及 ３０ ｄꎬ 暴露后 ＲＦ 组大鼠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

实验中多项指标与 Ｓｈａｍ 组相比ꎬ 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ꎮ Ｄａｎｉｅｌｓ 等[９]研究结果显示ꎬ ＲＦ 暴露后大鼠

０３４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６



　 　 　 表 １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大鼠海马神经递质含量的影响 (ｎｇ / ｍｌꎬ 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ｎｇ / ｍｌꎬ ｘ±ｓ)

神经递质
１５ ｄ ３０ ｄ

Ｓｈａｍ 组 ＲＦ 组 Ｓｈａｍ 组 ＲＦ 组

多巴胺 ９ ０１±０ ０２ ８ ９８±０ ０３ １２ ２１±１ ３６ １２ ０２±２ ０４
５￣羟色胺 １ ３６±０ ０９ １ ４２±０ ０６ ５ ５５±０ ５５ ６ ２０±０ ７２
乙酰胆碱 １２８ ９３±１１ ７４ １０９ ２３±１２ ２２ ３４４ ９９±４２ １６ ２９９ ５４±３３ ９０
去甲肾上腺素 ２８０ ７８±３７ １４ ３０５ ５９±９３ ０１ ４９５ ６９±３０ ９４ ５４２ ２３±３７ ３０
γ￣氨基丁酸 １６ ７２３ ７５±４３２ ８７ １６ １９８ ２７±４２３ ５９ １７ ２３０ ７３±８３１ ４５ １７ ８９５ ４３±２５４ ９０
甘氨酸 ４ ４６８ ０６±１００ ７６ ３ ８４７ ７１±６６４ ０７ ４ ２１５ ８５±２８９ ２８ ４ ５９９ ４２±１０４ ４０
谷氨酸 ６ １０３ ６１±１３０ ４４ ６ ２４５ ８５±１ ０５７ １６ ７ ０１４ ２８±３２２ １６ ７ ２７８ １１±２６１ ９５
天冬氨酸 ８ ８１９ ７５±５０３ ９２ ９ ７１０ ６７±８６０ １８ １０ ００３ ７４±４１６ ９６ ９ ８１４ ３４±４９１ ０８
组氨酸 ７ ２５±０ １２ ６ ９２±０ ２２ ６ ３６±０ ０４ ６ ３２±０ ０７
亮氨酸脑啡肽 ２ ２９±０ １６ １ ９９±０ ２５ １ ４７±０ １４ １ ４０±０ １４
蛋氨酸脑啡肽 ２ ９７±０ ６１ ２ ９６±０ ３３ ２ ６９±０ ２０ ２ ６９±０ ４７
普罗瑞林 ２ ４７±０ ０１ ２ ４８±０ ０１ ２ ５９±０ ０５ ２ ５６±０ ０３

　 　 注: 每个时间点每组大鼠 ５ 只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中空间记忆行为无明显变化ꎻ
Ｄｕｂｒｅｕｉｌ 等[１０]利用八臂迷宫实验和新物体识别实

验观察大鼠 ＲＦ 暴露对学习记忆行为的影响ꎬ 也没

有发现阳性结果ꎻ 本实验结果与上述文献结果一

致ꎮ Ｔａｎ 等[１１] 研 究 发 现ꎬ １ ５ ＧＨｚ ( ６ ｍｉｎꎬ
１ ８ Ｗ / ｋｇ)及 ２ ８５６ ＧＨｚ (６ ｍｉｎꎬ １ ７ Ｗ / ｋｇ) ＲＦ
单次暴露后大鼠学习记忆行为没有明显的改变ꎬ
但 １ ５ ＧＨｚ ( ６ ｍｉｎꎬ ３ ７ Ｗ / ｋｇ) 及 ２ ８５６ ＧＨｚ
(６ ｍｉｎꎬ ３ ３ Ｗ / ｋｇ) ＲＦ 单次暴露可显著延长大鼠

在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中的逃逸潜伏期ꎻ Ｓｈａｈｉｎ 等[１２]研

究表明ꎬ ２ ４５ ＧＨｚ (２ ｈ / ｄꎬ ０ ０１４ ６ Ｗ/ ｋｇ) ＲＦ 暴露

１５ ｄ 可通过诱导小鼠神经元凋亡ꎬ 从而导致 Ｍｏｒｒｉｓ
水迷宫实验中多项指标的显著改变ꎮ 本研究中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对大鼠学习记忆行为无明显影响ꎬ
推测本实验条件下 ＲＦ 暴露即便可以引起大鼠学习

记忆物质基础的改变ꎬ 但或是这些改变轻微且可

逆ꎬ 或是大鼠对其有良好的适应性ꎬ 不足以引起

学习记忆行为的明显改变ꎮ
海马区与学习、 记忆等高级脑功能密切相关ꎬ

海马区的正常形态结构是维持其正常功能的物质

基础[１４]ꎮ Ｎｉｓｓｌ 染色可标记神经元ꎬ 观察是否神经

元丢失ꎬ 在病理情况下ꎬ Ｎｉｓｓｌ 体减少还可提示神

经元蛋白合成能力的减弱ꎮ 本实验中ꎬ ＲＦ 组海马

ＣＡ１ 及 ＤＧ 区神经元排列紧密ꎬ 神经元数量均没有

显著的降低ꎮ 有报道称ꎬ ＲＦ 暴露可引起大鼠大脑

海马神经元凋亡或自噬[１５￣１６]ꎮ Ｋａｒｉｍｉ 等[１７] 研究发

现ꎬ ２ ４５ ＧＨｚ (２ ｈ / ｄꎬ ０ ０１７ Ｗ / ｋｇ) ＲＦ 暴露 ４０ ｄ
后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神经元密度明显降低ꎮ Ｔａｎ
等[１１]研究结果显示ꎬ ＲＦ 暴露后 Ｎｉｓｓｌ 体数量的减

少与暴露强度有关而与暴露频率的无关ꎬ 暴露强

度较低时ꎬ Ｎｉｓｓｌ 体数量无明显变化ꎮ 本实验中神

经元数量未见显著减少ꎬ 可能与本实验的暴露强

度较低有关ꎮ
突触可塑性是学习和记忆的物质基础ꎬ 包括

与储存信息有关的突触形态、 突触相关蛋白及神

经递质表达变化的结构可塑性和传递信息有关的

长时程增强或长时程抑制的功能可塑性[１８￣２０]ꎮ 树

突棘是形成突触的主要部位ꎬ 也是神经元接受和

传递信息的重要结构ꎬ 突触相关蛋白 (ＰＳＤ９５ 和

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ｉｎ) 与神经递质的改变可引起神经元兴

奋性的变化ꎬ 这些变化与突触可塑性密切相

关[２１￣２４]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 ５ ８ ＧＨｚ 暴露后ꎬ ＲＦ
组大鼠海马 ＣＡ１ 区锥体神经元树突棘的密度、 海

马组织突触相关蛋白表达水平以及神经递质含量

检测均未发现有显著的改变ꎬ 提示本实验条件下ꎬ
大鼠海马区突触结构可塑性与功能可塑性没有显著

变化ꎮ Ｐａｋｈｏｍｏｖ 等[２５]研究结果也显示ꎬ ９ ３ ＧＨｚ 高
功率微波辐射也不能引起大鼠海马神经元突触可

塑性的变化ꎮ 本实验结果与此一致ꎮ 但是也有研

究发现ꎬ ＲＦ 暴露不仅可引起突触结构可塑性的损

伤ꎬ 也可以减少兴奋性突触的生成ꎬ 引起突触功

能可塑性如长时程增强、 递质代谢等改变[１２ꎬ ２６￣２７]ꎮ
神经元的基本功能如神经递质释放、 酶激活、 细

胞内信号转导和基因表达等大都依赖于 Ｃａ２＋内流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 ＲＦ 暴露对大鼠海马及皮层神经元

Ｃａ２＋稳态无明显影响[２８￣２９]ꎮ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是否

可以通过诱导神经元 Ｃａ２＋稳态变化引起长时程增强

或长时程抑制ꎬ 从而导致学习记忆行为的改变ꎬ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ＲＦ 暴露对生物体造成损伤的程度与其频率、

１３４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６



强度、 暴露时间以及辐射源与暴露目标的耦合程

度密切相关ꎮ 目前ꎬ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的生物体效

应研究少见报道ꎬ 对学习记忆的研究更是罕见ꎮ
现有的研究也多为阴性结果ꎬ 如 Ｍｉｙａｋｏｓｈｉ 等[３０] 研

究发现 ５ ８ ＧＨｚ (２４ ｈꎬ １ ｍＷ / ｃｍ２) ＲＦ 暴露对人

眼细胞的微核形成、 ＤＮＡ 链断裂和 ＨＳＰ 表达几乎

没有 影 响ꎻ Ｋｕｚｎｉａｒ 等[３１] 以 ５ ８ ＧＨｚ ( ２４ ｈꎬ
９ ５ Ｖ / ｍＲＭＳ)ＲＦ 对人骨肉瘤细胞、 人成纤维细胞

以及小鼠胚胎干细胞进行暴露ꎬ 结果显示 ＲＦ 暴露

后只有不到 １％的蛋白质出现蛋白质丰度的微小变

化ꎮ 由于不同组织细胞对射频辐射的敏感性或耦

合程度不一致ꎬ 现有的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的研究均

为离体实验且暴露程序 (单次长时间暴露) 也与

本实验存在差异ꎬ 故现有研究对本实验研究的参

考意义有限ꎮ 而本研究结果与部分其他实验室的

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本实验的暴露条件

有关ꎬ 如频率较高ꎬ 暴露强度及暴露时间也有区

别等ꎻ 另外ꎬ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是否与大鼠海马区神经

元耦合程度较低ꎬ 难以产生较为显著的生物学效

应ꎬ 也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 本实验条件下 ５ ８ ＧＨｚ ＲＦ 暴露没

有引起大鼠学习记忆行为的明显改变ꎬ 也没有引

起海马区神经元突触可塑性的显著变化ꎬ 增加暴

露的时间和强度是否会对学习记忆行为及突触可

塑性产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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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Ａｂｄｅｌ￣Ｒａｓｓｏｕｌ Ｇꎬ Ｅｌ￣Ｆａｔｅｈ ＯＡꎬ Ｓａｌｅｍ ＭＡ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ｕｒ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ｂａｓ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Ｎｅｕｒｏ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７ꎬ ２８ (２): ４３４￣４４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ｎｅｕｒｏ ２００６ ０７ ０１２

[４] 　 Ｇｕｎｎａｒｓｓｏｎ ＬＧꎬ Ｂｏｄｉｎ Ｌ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Ｊ] Ｉｎｔ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６
(３): ３３７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９０ / ｉｊｅｒｐｈ１６０３０３３７

[５] 　 Ｂｅｌｙａｅｖ Ｉꎬ Ｄｅａｎ Ａꎬ Ｅｇｅｒ Ｈꎬ ｅｔ ａｌ ＥＵＲＯＰＡＥＭ ＥＭ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２０１６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Ｆ￣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ｌｌｎｅｓｓｅｓ [Ｊ] Ｒｅｖ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１ (３): ３６３￣３９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５１５ / ｒｅｖｅｈ￣２０１６￣００１１

[６] 　 Ａｎｄｅｌ Ｒꎬ Ｃｒｏｗｅ Ｍꎬ Ｆｅｙｃｈｔｉｎｇ Ｍꎬ 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ｉｎ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ｔｗｉｎｓ
[Ｊ] Ｊ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Ａ Ｂｉｏｌ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０ꎬ ６５ (１１): １２２０￣
１２２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３ / ｇｅｒｏｎａ / ｇｌｑ１１２

[７] 　 Ｒｅｐａｃｈｏｌｉ ＭＨꎬ Ｌｅｒｃｈｌ Ａꎬ Ｒööｓｌ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ｅａｄ ｔｕｍｏｒｓ [Ｊ]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３ ( ３ ): １８７￣２０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ｂｅｍ ２０７１６

[８] 　 Ｊａｒｉｄｅｈ Ｓꎬ Ｔａｅｂ Ｓꎬ Ｐｉｓｈｖａ ＳＭꎬ 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ｈａｈｉｄ Ｄａｓｔｇｈｉｅ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Ｊ] Ｊ Ｂｉｏｍｅｄ Ｐｈｙｓ Ｅｎｇꎬ ２０１５ꎬ ５ ( ３ ):
１４３￣１５０

[９]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ＷＭꎬ Ｐｉｔｏｕｔ ＩＬꎬ Ａｆｕｌｌｏ Ｔ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 [Ｊ] Ｍｅｔａｂ Ｂｒａｉｎ Ｄｉｓ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４ ( ４):
６２９￣６４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０１１￣００９￣９１６４￣３

[１０] Ｄｕｂｒｅｕｉｌ Ｄꎬ Ｊａｙ Ｔꎬ Ｅｄｅｌｉｎｅ ＪＭ Ｈｅａｄ￣ｏｎｌ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ＧＳＭ
９００￣ＭＨｚ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ｔｅｒ ｒａｔ′ ｓ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Ｊ] Ｂｅｈａｖ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４５
(１￣２): ５１￣６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ｓ０１６６￣４３２８ (０３) ００１００￣１

[１１] Ｔａｎ Ｓꎬ Ｗａｎｇ Ｈꎬ Ｘ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１ ５ ＧＨｚ ａｎｄ
２ ８５６ ＧＨｚ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ｉｓｔａｒ ｒａｔｓ [Ｊ]
Ｓｃｉ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７ꎬ ７ ( １): １０７８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ｓ４１５９８￣０１７￣
１１４２０￣９

[１２] Ｓｈａｈｉｎ Ｓꎬ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Ｓꎬ Ｓｉｎｇｈ ＳＰꎬ ｅｔ ａｌ ２ ４５ ＧＨｚ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ｉｒ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 ｖｉａ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
ｎｉｔｒｏｓ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５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４８ (２): ３８０￣３９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３ / ｔｏｘｓｃｉ / ｋｆｖ２０５

[１３] Ｓｏｎ Ｙꎬ Ｋｉｍ ＪＳꎬ Ｊｅｏｎｇ Ｙ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５ｘＦＡＤ ｍｉｃｅ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Ｌｅｔ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６６６: ６４￣６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ｎｅｕｌｅｔ
２０１７ １２ ０４２

[１４] Ｂａｓｕ Ｊꎬ Ｓｉｅｇｅｌｂａｕｍ ＳＡ Ｔｈｅ ｃｏｒｔｉｃｏ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ｃｉｒｃｕｉｔꎬ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Ｊ] Ｃｏｌ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Ｈａｒｂ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７ ( １１): ａ０２１７３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０１ / ｃｓｈ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ａ０２１７３３

[１５] Ｅｒｔｉｌａｖ Ｋꎬ Ｕｓｌｕｓｏｙ Ｆꎬ Ａｔａｉｚ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 ９００ ａｎｄ １８００ ＭＨｚ)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ꎬ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ＰＶ１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３４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６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ａｎｄ ｄｏｒｓａｌ ｒｏｏｔ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ｔｓ [Ｊ] Ｍｅｔａｂ
Ｂｒａｉｎ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３ (３): ７５３￣７６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０１１￣
０１７￣０１８０￣４

[１６] Ｋｉｍ ＪＨꎬ Ｙｕ ＤＨꎬ Ｋｉｍ Ｈ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８３５ ＭＨｚ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ｉｃｅ [Ｊ]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Ｉ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 ( １ ): ２３￣３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７７ / ０７４８２３３
７１７７４００６６

[１７] Ｋａｒｉｍｉ Ｎꎬ Ｂａｙａｔ Ｍꎬ Ｈａｇｈａｎｉ Ｍꎬ ｅｔ ａｌ ２ ４５ ＧＨｚ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ｉｒ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Ｊ] Ｔｏｘｉｃｏｌ Ｉ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４ (１２):
８７３￣８８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７７ / ０７４８２３３７１８７９８９７６

[１８] Ｃａｒｏｎｉ Ｐꎬ Ｄｏｎａｔｏ Ｆꎬ Ｍｕｌｌｅｒ 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ｕｐ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３ (７): ４７８￣４９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ｎｒｎ３２５８

[１９] Ｂｌｉｓｓ ＴＶꎬ Ｃ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ｄｇｅ ＧＬ Ａ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１９９３ꎬ ３６１
(６４０７): ３１￣３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３６１０３１ａ０

[２０] Ｃｏｌｌｉｎｇｒｉｄｇｅ ＧＬꎬ Ｐｅｉｎｅａｕ Ｓꎬ Ｈｏｗｌａｎｄ ＪＧ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ＮＳ [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１ (７):
４５９￣４７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８ / ｎｒｎ２８６７

[２１] Ｂｅｃｈｅｒ Ａꎬ Ｄｒｅｎｃｋｈａｈｎ Ａꎬ Ｐａｈｎｅｒ Ｉ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ｙｎａｐｔｏｐｈｙｓｉｎ￣
ｓｙｎａｐｔｏｂｒｅｖ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 ｏｆ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 ｖｅｓｉｃｌｅ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１９９９ꎬ １９ (６): 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５２３ /
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１９￣０６￣０１９２２ １９９９

[２２] Ｅｌ￣Ｈｕｓｓｅｉｎｉ ＡＥꎬ Ｓｃｈｎｅｌｌ Ｅꎬ Ｃｈｅｔｋｏｖｉｃｈ Ｄ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ＳＤ￣９５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ａｐｓｅｓ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０ꎬ ２９０ ( ５４９５ ): １３６４￣１３６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６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９０ ５４９５ １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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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８ (７): ９５１￣９６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ｍ ２０１０ ０１ 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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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１￣１９)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开设 “在国外发表的 ＳＣＩ 论文介绍” 栏目

近年来许多报道国内优秀科研成果的论文首先投向国外ꎬ 特别是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 收录的高水平国际期刊

上ꎬ 虽然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ꎬ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ꎬ 但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科研成果

不能为本国的同行首先获悉ꎬ 也使国内的科技期刊在学术水平和国际化方面陷入极大的困境ꎮ
为了将这些高质量、 有影响的论文介绍给国内的广大读者ꎬ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已开设 “在国外发表的 ＳＣＩ

论文介绍” 栏目ꎬ 目的是使国内更多的读者共享我国的科研成果和了解相关学科的进展ꎮ
具体要求: 国内作者在国外 ＳＣＩ 期刊中已经发表的优秀论文ꎬ 其主要作者可撰写 １ ０００ 字左右的大摘要ꎬ 用第三人称

介绍研究背景、 主要方法和结果ꎬ 说明参加人员情况ꎬ 最后给出首次发表的文献处 (包括刊名、 年、 卷、 页)ꎬ 所载期刊

的影响因子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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