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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经生物学（第2版）》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基础神经科学的主干学科——神经生物学的基
本理论，包括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神经解剖学基础、神经生理学基础、神经化学与神经
药理学基础、神经系统发育、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神经系统的高级功能、常见神经系统疾病相关功
能障碍、周围神经损伤与再生及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与修复，并对疼痛、脱髓鞘性疾病、癫痫、药物依
赖、阿尔茨海默病及帕金森病等神经系统常见病症的研究进行了介绍。
另外，本书附录的中英文名词索引将有助于读者学习和掌握常见神经生物学名词。
　　《神经生物学（第2版）》内容循序渐进，信息量大，可作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及相关
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必修课、选修课教材，也可供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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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神经生物学（neurobiology）是20世纪70年代新兴的一门重要学科，它被认为是生命
科学的重要支柱学科，也是生命科学中发展最迅速的前沿学科。
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多元的新兴学科，神经生物学与神经解剖、生理、药理、病理、生物化学、
细胞生物学及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其任务是研究神经系统内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系统水平的变化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整合作用，直
至最复杂的高级功能，如学习、记忆等。
其最终目的在于了解人类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行为与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为改善人类感觉
与运动效率，提高健康水平服务。
神经生物学进行的是跨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它体现了多学科的互相联系和渗透。
神经生物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细胞神经生物学、分子神
经生物学、发育神经生物学、比较神经生物学、系统神经生物学、行为神经生物学等。
神经生物学虽然包罗了基础神经科学的诸多学科，但是它并不是若干传统学科简单和机械地组合。
神经生物学是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由传统神经科学的基础之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
的边缘学科。
 1）神经生物化学（neurobiochemistry） 借助于生物化学等现代技术和方法，从分子水平研究脑及整个
神经系统结构、功能，以及人类行为与心理活动、神经系统疾病的物质基础。
其主要任务是分离和分析神经组织，以及与神经活动有关的种类繁多的化学组分，特别是诸多的神经
递质、调质、激素、生长因子及其受体等。
 2）神经生理学（neurophysiology） 从分子、细胞水平到神经网络乃至整体系统水平上阐述神经系统
功能活动原理。
其研究对象是神经系统的生理结构与神经的生理过程，包括神经系统反射过程、神经元、递质、内分
泌和脑分区等。
 3）细胞神经生物学（cellular neurobiology） 在细胞或亚细胞水平研究神经系统及其组成成分，如神经
细胞的骨架结构、细胞水平的信号调控、神经递质、神经营养因子及细胞因子在神经系统的分布和作
用机制、神经细胞凋亡的发生机制及基因调控等。
 4）分子神经生物学（molecular neurobiology） 以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在生物
大分子水平上研究神经结构与功能，对神经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加以研究和阐述。
它研究的内容包括突触、中枢神经及外周神经的可塑性，树突及轴突转运的性质，体外神经元、中枢
神经递质、环核苷酸与神经功能、糖皮质激素与脑和垂体的相互作用，丘脑下部和垂体肽类、激素与
中枢神经系统，学习的化学与记忆的形成，同步化脑电节律和代谢的先天性障碍等。
 5）发育神经生物学（developmental neurobiology） 发育是最基本的生命现象。
发育神经生物学主要研究神经细胞的发育过程，包括神经细胞谱系的追踪，神经元的发生、诱导、迁
移、分化，轴突和树突的发育，突触的发生，神经网络的形成，神经系统的生长、发育、成熟、退变
、老化，以及神经系统的可塑性等。
在脑发育中，神经生物学要解决的问题颇多，例如，神经系统的区域化形成，不同种类的神经细胞和
神经胶质细胞的产生，神经细胞的迁移，以及神经诱导、发育过程中的轴突到达靶组织的分子机制，
神经系统中种类各异、数量庞大的神经元和胶质细胞是如何构成一个完美的神经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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