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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介绍

老鼠悬尾实验（Mouse Tail Suspension Test）原理基于一种称

为“无助学习”（Learned Helplessness）的心理现象。无助学习是

一种由于无法控制环境或遭遇无法逃脱的不良刺激而导致的心理状

态，个体会产生一种无助感，不再尝试逃避或改变不利情况，即使在

后续情境下也可能遇到有利的情况。是一种常用的实验方法，用于评

估抗抑郁药物和抗抑郁治疗策略对小鼠行为的影响。这个实验通常用

于评估小鼠在应激状态下的抑郁样行为，如无助型行为。这种方法可

以用来研究潜在的抗抑郁药物、心理治疗和神经调节方法的效果。

在老鼠悬尾实验中，小鼠被悬挂在头朝下的状态下，通过尾巴固

定在支架上。这种不自然的悬挂姿势通常会导致小鼠感到无法逃脱的

无助感，从而表现出一些抑郁样行为，如停止活动、减少活动次数、

呈现凝固不动等。

二、实验方法



3

实验设计： 将小鼠随机分配到不同的试验组和对照组，以确保

实验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试验组可接受不同治疗（如抗抑郁药物）或

环境刺激，而对照组则接受适当的对照处理。

悬尾过程： 将小鼠用柔软的胶带或绷带固定在支架上，保证小

鼠的尾巴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被固定。小鼠被悬挂在头朝下的状态下，

持续一定时间（例如 6 分钟），以观察和记录其行为。

行为观察与数据记录： 在悬挂状态下，记录小鼠的行为，如是

否出现凝固、无法逃脱、挣扎等反应。关注小鼠的行为表现，例如无

助学习状态下的减少挣扎和活动。

三、指标说明

1、挣扎次数：观察小鼠是否试图挣脱尾巴的固定，记录小鼠在

悬挂期间的挣扎次数。无助学习状态下的小鼠通常会减少挣扎次数。

2、挣扎时间：记录小鼠在悬挂期间挣扎的时间。无助学习状态

下的小鼠会减少挣扎的时间。

3、无助型行为：观察小鼠是否呈现无法逃脱、无动于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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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活动、凝固等。这些行为可能与抑郁样行为相关。

4、体动活动：观察小鼠是否保持一定程度的体动活动，如转动、

踢动等。抑郁样状态的小鼠可能会减少体动活动。

在数据分析中，通常会比较治疗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同时考

虑实验的重复性。这些评价指标的整体趋势与药物或治疗方法的效果

有关。然而，在解释结果时，应综合考虑其他行为测试和生物学参数，

以全面了解实验结果

四、注意事项：

1、环境条件：提供适宜的实验室环境，包括适宜的温度、湿度、

光照和饲养条件。稳定的环境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变量。

2、尾巴固定：在固定小鼠尾巴时要小心，确保固定不会对小鼠

造成伤害或不适。遵循正确的操作方法，以减少对小鼠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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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条件：在进行实验期间，提供适当的观察条件，以确保

观察小鼠行为的准确性。保持实验室的安静和稳定可以帮助小鼠不受

外界干扰。

4、数据记录：仔细、准确地记录小鼠在悬挂状态下的行为表现。

记录的数据应详细并符合科学标准。

5、实验重复：在可能的情况下，重复实验多次以确保结果的可

靠性。多次实验可以减少偶然误差的影响。

6、伦理尊重：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始终尊重动物的福祉和权益。

采取措施保证动物免受痛苦、不适和伤害。因为大鼠只能通过它们的

尾巴来支持它们的体重，这对大鼠来说是痛苦的。 同样的道理，应

该注意避免使用异常重的小鼠(例如用于模拟肥胖的小鼠),在这种情

况下，实验者应该寻找替代性的测试，例如强迫游泳实验

7、数据分析和解释：在分析和解释实验结果时，采用科学和统

计方法，综合考虑其他行为测试和生物学指标，得出准确的结论。

综合以上注意事项，悬尾实验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有用工具，但

务必确保合理的实验设计和伦理原则的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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