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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天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牛奶中强化磷脂酰丝氨酸"

\_

#对人的记忆力改善作用$方法
!

将
N#,

纯度的
\_

原料以
#*#6,

的比例

添加入纯鲜牛奶!经超高温"

TQ'

#灭菌奶工艺制作为'

\_

奶(!将
$%#

名
$+

!

$6

岁中学生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采用双盲

法!前者每日服用
\_

奶
%N#BL

!后者服用未添加
\_

的纯牛奶!试验期
"#.

$试验前后对受试者进行记忆力评分!评分方式采用

临床记忆量表标准方法!分量表包括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人像特点联系回忆$结果
!

对照组服

用前后各分量表得分和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
\_

干预组试验后各分量表得分和总分比试验前有显著性提高"

;

#

#*#N

#!

同时!试验结束后
\_

干预组的各分量表得分及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结论
!

试验证明
\_

奶对学

生记忆力有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作用$

关键词"磷脂酰丝氨酸类&记忆&临床记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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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脂酰丝氨酸$

G

F/3

G

FA>0.

E

D39:049

#

\_

%于
%#$#

年
$$

月由

国家卫生部批准为新资源食物#其主要从天然大豆榨油副产物

中提取纯化'

\_

是细胞膜组分之一#它能影响细胞膜的流动

性(通透性#并且能激活多种酶类的代谢和合成#具有改善神经

细胞功能(调节神经脉冲传导和增进大脑记忆功能)

$51

*

'

\_

不

仅对生理性认知能力(损伤人群的认知能力恢复具有显著(积

极的效应#并且在非损伤性认知能力下降的人群研究中被证明

也具有提高认知力的作用)

"

*

'在代谢机制方面#

\_

被小肠吸

收后#能水解出胆碱来#随着血液进入大脑中转化为乙酰胆碱#

即
\_

经甲基化可生成磷脂酰胆碱#后者又可作为合成乙酰胆

碱的前体#参与调节细胞膜的流动性#并在细胞膜受体与第二

信使间起中介作用)

N5+

*

'大脑中乙酰胆碱含量增加时#大脑神

经细胞间信息传递速度加快#在生理功能上表现为提高大脑记

忆力(增强智力(促进大脑发育等)

6

*

'

由于现代膳食结构的变化#减少了每日
\_

从高含量磷脂

食物中获取
\_

的量'据统计估测#目前每日
\_

的摄取量与

正常需求量间差距为
+#

!

$N#B

@

#素食者尤为缺乏#其差距为

%##

!

%N#B

@

#因而使用强化
\_

的食物来减少
\_

不足导致的

记忆力问题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

*

'德国
X9

@

?33A

公司已将

\_

用在提高记忆力的巧克力生产中#并继续研究
\_

在其他食

品中强化的可行性#如帮助年轻人减轻压力和集中精神等方

面#其还生产出了
\_

水溶性粉末#更适合用于饮品和乳制品

的强化'

%##!

年
$#

月#美国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

VX7

%通过

了
\_

的安全认定$

@

949:ADD

E

:9=/

@

40I9.A33A<9

#

SZ7_

%#更多

的
\_

强化面包(饮料相继问世'本研究以重庆天友乳业集团荷

斯坦奶牛的乳汁为原料#添加
\_

#经
TQ'

工艺制备为无菌
\_

强化纯牛奶#以高中生为受试对象#采用临床记忆量表的
0

G

A.

多

媒体软件$

=D040=ADB9B/:

E

3=AD9H0>F=/B

G

?>9:0I9.B?D>0B9.0A

#

R&

%对
\_

奶改善人群记忆力作用进行研究#探究
\_

强化到乳

制品中#作为日常补充磷脂酰丝氨酸改善记忆力的可行性'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对象选择
!

重庆巴蜀中学高三年级学生
$%#

名#男女

各
!#

名'

>*>*?

!

对象分组
!

随机将学生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组男

女生人数比例一致#干预组每天服用强化
$##B

@

\_

纯牛奶

%N#BL

#对照组每天服用同样奶源的纯牛奶
%N#BL

'

>*?

!

试验内容
!

$

$

%比较两组在服用
\_

奶$或纯牛奶%后临

床记忆量表测试得分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

%比较各组间

服用
\_

奶前后的临床记忆量表测试得分差异是否有统计学

意义'

>*@

!

试验方法
!

作为干预组受试物的
\_

奶与对照组的纯牛

奶在外包装上无任何差异#采用双盲试验方法#由专人负责每

天上午课间分发给各组学生当场服用#连续服用
"#.

'根据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临床记忆量表测试要求所制作的

0\A.

多媒体软件
R&

对受试者在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自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N

个方面进行分

量表得分评价'软件内包含甲(乙两套题目$两套题性质相同#

内容相似%'

>*A

!

施测
!

为避免甲(乙两套测试内容之间存在难易差别的

影响#测试时一半受试者第
$

次用甲套测试题#第
%

次用乙套

测试题#另一半受试者先乙后甲'每一受试者前(后
%

次测试

由同一主试者施测#以减少系统误差'每一受试者前(后两次

测试在同一时点进行#避免生物节律的影响'所有受试者均按

题目自然顺序$即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无意义

图形再认(人像特点联系回忆%进行测试#并一次完成'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7_c_>A>03>0=3$6

软件进行试食前

后及各组间数据的比较#用
2

检验方法统计分析'

?

!

结
!!

果

?*>

!

试食前干预组和对照组各分测量表分和总分的比较
!

采

用
0

G

A.

多媒体临床记忆量表软件
R&

对干预前各组学生的指

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人像特点

联系回忆
N

个方面进行分量表得分评价#试食前干预组的各分

量表得分和总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N

%#表明试食前两组学生记忆力水平无差异'见表
$

'

表
$

!!

试食前干预组和对照组各分量表得分和

!!!

总分比较#

FP(

$

项目 干预组 对照组
;

指向记忆
$1*%6P%*61 $"*#6P%*6N #*$%!

联想学习
$-*#6P%*6" $6*-6P%*61 #*-N"

图像自由回忆
%$*N!P1*$1 %$*!#P"*"- #*-!%

无意义图形再认
1#*%+P1*#+ %-*-1P%*6N #*N1-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N*16P$*66 $N*!#P%*$% #*NNN

总分
-6*+#PN*+1 $##*%6P!*%+ #*$N$

?*?

!

试食前后各组记忆力评测结果
!

由表
%

可以发现#对照

组试食前后的各分量表得分和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N

%#说明纯牛奶对学生记忆力改善无显著性作用'由表
1

可以发现#干预组试食后的各分量表得分和总分较试食前有显

著性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其均数增长幅度分

别为!

%+*!,

(

-*%,

(

$1*%,

(

+*1,

(

$1*N,

'说明经过一段时

间的
\_

持续强化补充后#对学生语言和非语言的记忆能力均

有显著改善和提高'

表
%

!!

对照组试食前后各分量表得分和总分比较#

FP(

$

项目 试食前 试食后
;

指向记忆
$"*#6P%*6N $"*#+P%*+- #*-!6

联想学习
$6*-6P%*61 $6*%NP1*%1 #*$#%

图像自由回忆
%$*!#P"*"- %%*6%P1*"" #*#!+

无意义图形再认
%-*-1P%*6N 1#*##P%*+6 #*6N6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N*!#P%*$% $N*16P$*66 #*$"#

总分
$##*%6P!*%+ $#$*N%P!*$1 #*$$-

表
1

!!

干预组试食前后各分量表得分和总分比较#

FP(

$

项目 试食前 试食后
;

指向记忆
$1*%6P%*61 $!*-NP%*NN #*###

联想学习
$-*#6P%*6" %#*61P%*%N #*###

图像自由回忆
%$*N+P1*$1 %"*"%P%*1" #*###

无意义图形再认
1#*%+P1*#+ 1%*N#P1*#1 #*###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N*16P$*66 $+*"NP%*#+ #*###

总分
-6*+#PN*+1 $$%*$NP!*++ #*###

?*@

!

试食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各分量表得分和总分比较
!

见表

"

'由表
"

可以发现#试食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在各分量表得分

和总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N

%#干预组的指向记

忆(联想学习(图像自由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人像特点联系

回忆分量表得分均数较对照组分别提高了
%#*N,

(

$"*$,

(

+*#,

(

6*1,

和
+*!,

#说明服用
\_

强化奶具有显著提高和改

善学生对言语和非言语记忆力的实际意义'

表
"

!!

试食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各分量表得分和

!!!

总分比较#平行对照$#

FP(

$

项目 试食前 试食后
;

指向记忆
$!*-NP%*NN $"*#+P%*+- #*###

联想学习
%#*61P%*%N $6*%NP1*%1 #*###

图像自由回忆
%"*"%P%*1" %%*6%P1*"" #*##1

无意义图形再认
1%*N#P1*#1 1#*##P%*+6 #*###

人像特点联系回忆
$+*"NP%*#+ $!*%%P%*%6 #*##%

总分
$$%*$NP!*++ $#$*N%P!*$1 #*###

@

!

讨
!!

论

影响记忆力的因素很多#如遗传(兴趣(疲劳(情绪(精神状

态和营养状况#其中膳食营养与记忆力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有

助记忆的食物包括水果和蔬菜#脂肪含量高的鱼类(豆类(坚

果(肉类等'天然的
\_

主要来源于动物脑(大豆等食物)

-

*

'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每天给予高中生
$##B

@

\_

$大豆提取%强

化的牛奶
%N#BL

#

"#.

后#其记忆力有显著提高'

动物实验显示
\_

有明显的记忆力改善和提高作用#采用

&/::03

水迷宫实验对
\_

改善瞬间记忆及延时记忆研究表明#

大鼠每日经口给予
\_$NB

@

"

C

@

#经一段时间后#其学习能力

和记忆力都有显著提高)

$#

*

&在双向主动回避实验中#服用
\_

的成年小鼠情感行为及认知能力有所提高)

$$

*

'在瑞典专家

Q9DDFABB9:

等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使用大豆磷脂和
\_

的混合

物$

\7_

%#对
%#

名受试者进行社会压力测验$

'__'

%后#发现

每日服用
"##B

@

\7_1

周#受试者的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7R'Q

%和可的松水平明显受到
\7_

抑制#身体紧张情绪得

到了缓解#而且并没有影响心率的变化)

$%

*

'由此可知#

\_

能

显著降低工作紧张者体内过多的应激激素水平#减轻压力#缓

解脑部疲劳#还可以促进注意力集中#提高警觉性和记忆力#缓

解不良情绪)

$1

*

'本研究选用文化程度相同(属同一年龄阶段

$

$+

!

$6

岁%(未接受过类似测试(未服用过与改善记忆有关的

药品或保健食品的学生作为受试对象#消除了文化程度(年龄(

与心理测试和改善记忆有关的药品或保健食品等因素对测试

结果的影响#在试验开展前对随机分组的学生进行了组间记忆

力评测#消除了组间差异性#确保了
\_

干预改善记忆力过程

的公平与客观'通过对各组服用前后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对

照组服用前后各分量表得分无显著性变化#消除了迁移学习和

心理暗示作用对
\_

改善记忆力评测判断的影响#因此#根据

\_

奶干预组获得的服用后显著性增高的各分量表得分结果#

可以推测
\_

强化奶具有改善和提高学生记忆力的作用'

本试验结合学生的学习(生活规律#以及参与配合的积极

性问题#将临床记忆量表的评测标准方法以美国苹果公司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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