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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经科学以脑和神经系统为研究对象，近年来可谓是突飞猛进。
人类在自然科学各领域探索的征程中，经过长期的奋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与此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自身，特别是对于控制我们的机体，使我们得以认识世界的脑和神
经系统，了解还十分有限。
目前，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揭示脑的奥秘是现代自然科学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
“神经科学”作为一门统一的学科出现近40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新的成果不断涌现，新的
发现接踵而至，已成为生命科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中十分活跃的学科。
如何把神经科学基本原理和近年进展以系统、合乎逻辑的方式传递给年轻学子，从而使他们对这门重
要的新兴学科形成一幅完整的、有内在联系的图景，是神经科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李继硕教授主编，多位著名专家撰写的《神经科学基础》，为高等学校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教学提供了一本崭新的教材，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有幸先睹为快，本书的显著特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主编和执笔人均是长期从事神经科
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多有建树。
因此，在本书中他们能举重若轻地把神经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新进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掌握基
础知识的同时，了解这门学科几个专业分支近年的突出成果，从理论上接触到学科的前沿。
其次，本书特别注意了把神经系统的形态和功能密切结合起来，并自然地融入对神经活动基本过程（
如突触传递、信号转导等）以及功能特性的论述，使初学者易于获得神经科学的概貌。
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如中枢神经系统再生），本书单列专章“神经元变性和再生”加以介绍，不仅
使学生获益良多，对有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能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传统的观点提出质疑。
例如，在本书中已将传统的“自主神经系统”改为“内脏神经系统”，并细致地叙述了这种改动的理
由，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科学当然不能割断历史，但科学总是以新的发现、新的成果不断粉碎陈旧的定见，并在新思想的引导
下继续其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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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22章。
《神经科学基础（第2版）》在内容编排上基本保持了原书的特点，即以中枢神经系统的形态学内容
为主线，并将其与神经电生理、神经递质与受体、突触传递、跨膜信号转导等重要内容紧密联系，还
注重了与医学实践的联系。
书中将系统地介绍神经科学知识与体现学科新进展结合，将形态与功能结合，将基础知识与临床应用
结合，使学生能够全面掌握知识并学以致用，引导和启发学生的科学思维并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
　　《神经科学基础（第2版）》可供高等医药院校基础、预防、临床、口腔医学专业以及高等院校
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生使用，亦可供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及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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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神经系统的基本组成概述第一节 中枢神经系统一、脊髓二、脑第二节 周围神经系统一、躯体
神经系二、内脏神经系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中枢神经的发生与发育第一节 中枢神经在个体发生过程
中的早期发生及演化一、形态发生二、组织发生第二节 脊髓的演化第三节 脑的演化一、末脑二、后
脑三、中脑四、间脑五、端脑第四节 中枢神经系统的常见畸形一、脑的畸形二、脊髓与脊柱的畸形第
五节 神经元的凋亡第六节 脑的老化与阿尔茨海默病一、脑的老化二、阿尔茨海默病主要参考文献第
三章 神经元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概述第一节 神经元的形态和构造一、神经元的一般结构特点二、神经
元的类型第二节 神经元的亚微结构一、神经元胞体二、树突三、轴突第三节 神经纤维一、神经纤维
的构造二、神经纤维的分类第四节 感受器和效应器一、感受器二、效应器第五节 突触一、化学突触
的一般结构二、突触的类型三、突触传递四、突触可塑性第六节 神经回路和神经网络第七节 轴浆流
和轴突运输主要参考文献第四章 神经元的变性与再生第一节 周围神经损伤后的变性和再生一、周围
神经的变性二、周围神经的再生第二节 中枢神经损伤后的变性与再生一、中枢神经的变性二、中枢神
经的再生三、影响中枢神经再生的主要因素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神经胶质细胞第一节 神经胶质细胞
的分类第二节 神经胶质细胞的形态结构特点一、星形胶质细胞二、少突胶质细胞三、小胶质细胞四、
室管膜细胞五、脉络丛上皮细胞六、Schwann细胞七、被囊细胞第三节 神经胶质细胞的电生理学特性
一、神经胶质细胞膜电位较高二、神经胶质细胞不产生“全或无”的动作电位三、神经胶质细胞之间
有低电阻的缝隙连接第四节 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一、支持作用二、隔离与绝缘作用三、修复与再生作
用四、屏障作用五、参与神经免疫调节作用六、维持适当的K+浓度七、摄取和分泌神经递质、参与信
息传递八、物质代谢和营养性作用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神经科学领域形态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变迁第
一节 传统的神经解剖学研究技术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内容一、Golgi法二、Cajal法三、Nissl法四
、Weigert法和Marchi法五、Glees法，Bielschowsky法，Nauta法，Fink-Heimer法第二节 标记法的出现—
—20世纪70年代神经解剖学研究方法的革命性变化一、HRP追踪技术二、荧光素追踪技术三、放射性
标志追踪技术第三节 免疫学原理的应用——化学神经解剖学一、神经活性物质二、受体三、方法论四
、免疫组织化学反应五、原位分子杂交组织化学六、受体定位法七、免疫电子显微镜技术第四节 综合
运用神经科学各个分野研究手段的瞻望主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脊髓第一节 反射及反射弧第二节 后根和
脊神经节第三节 脊髓灰质的构造及细胞构筑学一、概述二、脊髓灰质的核团三、脊髓灰质的细胞构筑
学(Rexed分层)第四节 脊髓白质一、上行神经纤维束(感觉性神经传导路)二、下行神经纤维束(运动性
神经传导路)主要参考文献第八章 脑干第一节 脑干各部的表面形态第二节 脑干各部的构造特点一、脑
干各部结构的共性二、脑神经纤维的性质及分类第三节 脑干各部的构造一、延髓二、脑桥三、中脑主
要参考文献第九章 脑干网状结构和中缝核簇第一节 脑干网状结构一、脑干网状结构的特点二、脑干
网状结构的神经核三、脑干网状结构的纤维联系四、脑干网状结构的功能第二节 中缝核簇一、中缝核
簇的核团二、中缝核簇的神经活性物质三、中缝核簇的纤维联系四、下行抑制系统主要参考文献第十
章 间脑第一节 (背侧)丘脑一、(背侧)丘脑的形态及核团划分二、丘脑的核群三、丘脑的纤维联系及功
能第二节 底丘脑一、底丘脑核二、未定带三、豆核襻和豆核束四、丘脑束第三节 上丘脑一、丘脑髓
纹二、缰三角三、后连合四、连合下器五、松果体第四节 后丘脑一、内侧膝状体核二、外侧膝状体核
第五节 下丘脑一、下丘脑的位置、形态和构造二、内部结构三、纤维联系四、下丘脑的主要功能五、
室周器(官)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小脑第一节 小脑的外形及分部一、小脑的外形二、小脑的分部第二
节 小脑的内部结构一、小脑皮质二、小脑核第三节 小脑的纤维联系一、传入纤维联系二、传出纤维
联系第四节 小脑的功能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二章 基底核第一节 基底核的组成一、尾状核和壳二、苍白
球三、腹侧纹状体和腹侧苍白球四、黑质和腹侧被盖区五、底丘脑核第二节 基底核的纤维联系一、传
入联系二、传出联系三、皮质下环路四、黑质一纹状体通路及其他旁路第三节 基底核的功能第四节 
与基底核有关的疾病一、帕金森病二、亨廷顿病第五节 关于基底前脑结构的一些概念一、位置和组成
二、纤维联系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三章 大脑半球第一节 大脑半球的形态一、端脑的外形和分叶二、大
脑半球的主要沟回第二节 大脑皮质一、大脑皮质的构筑二、大脑皮质的分型三、大脑皮质的柱状结构
四、大脑皮质的分区五、大脑皮质的功能定位第三节 大脑半球内部结构一、侧脑室二、基底核三、大
脑半球间及其内部的纤维联系第四节 边缘系统一、隔区与隔核二、杏仁体三、海马结构四、边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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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主要参考文献第十四章 内脏神经系第一节 引言第二节 内脏神经研究的历史演变第三节 内脏传
人神经一、感受器二、内脏初级传入神经元三、内脏初级传入神经元的中枢投射部位四、内脏初级传
入在中枢内的传导途径第四节 内脏传出神经一、概述二、内脏传出神经的中枢三、内脏传出神经周围
部分的中枢内起源四、内脏传出神经的周围部分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五章 脑和脊髓的被膜、血管及脑脊
液循环第一节 脑和脊髓的被膜一、硬膜二、蛛网膜三、软膜第二节 中枢神经的血管一、脑的动脉二
、脑的静脉三、脊髓的血管第三节 脑脊液及其循环第四节 脑屏障一、血一脑屏障二、血一脑脊液屏
障三、脑脊液一脑屏障主要参考文献第十六章 神经传导通路第一节 感觉传导通路一、本体感觉传导
通路二、痛温觉和粗略触觉传导通路(浅部感觉传导通路)三、视觉传导通路和瞳孔对光反射通路四、
听觉传导通路五、平衡感觉传导通路六、内脏感觉传导通路第二节 运动传导通路一、锥体系二、锥体
外系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七章 神经电生理学第一节 神经电生理学基本知识一、神经元膜的构造及通透
性二、膜静息电位三、动作电位四、离子通道的基本特性及种类五、突触传递和突触电位第二节 神经
电生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一、细胞外记录二、细胞内记录三、膜片钳技术四、薄片膜片钳技术主要参
考文献第十八章 神经内分泌学第一节 神经内分泌学概述一、神经内分泌学的诞生和发展二、神经内
分泌学的研究范畴第二节 下丘脑与神经内分泌一、下丘脑分区及主要神经内分泌核团二、下丘脑的信
息联系通路三、下丘脑的主要功能第三节 下丘脑一垂体功能单位和神经内分泌一、下丘脑一垂体功能
单位二、下丘脑调节肽三、垂体四、下丘脑一垂体一靶腺轴第四节 松果体和神经内分泌一、松果体的
位置和形态二、松果体的血液供应三、松果体的神经支配四、松果体激素——褪黑激素第五节 应激和
神经内分泌一、应激的概念二、应激反应的中枢结构及环路三、应激反应的外周和中枢效应四、应激
反应的核心环节主要参考文献第十九章 免疫一神经一内分泌网络第一节 神经一免疫调节一、免疫系
统对神经系统的作用二、神经系统对免疫系统的调节第二节 神经一内分泌调节一、神经系统对内分泌
系统的调节二、内分泌系统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第三节 免疫一内分泌调节一、免疫系统对内分泌系统的
影响二、内分泌系统对免疫系统的控制第四节 免疫一神经一内分泌网络的临床意义一、癫痫二、阿尔
茨海默病三、帕金森病四、感染性疾病五、心血管疾病六、肿瘤主要参考文献第二十章 神经药理学基
础第一节 神经递质一、神经递质的基本概念二、神经递质释放与调控的分子机制二、神经递质的生物
合成及代谢第二节 神经递质受体一、受体的基本概念二、神经递质受体与神经信号传递三、神经递质
受体研究的进展主要参考文献第二十一章 神经传递中的信号转导机制第二十二章 常见的分子生物学
基本方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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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不论是低等动物还是高等动物，为了保证个体的正常发育，在胚胎器官的演化和重建时期胚胎
细胞都会发生自然死亡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细胞编程性死亡（programmed cell death，PCD）。
这是生物体内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1972年Kerr根据死亡细胞的形态学变化首先提出了“细胞凋亡”（apoptosis）这一名词。
Apoptosi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是秋天树叶凋落的意思。
虽然PCD和apoptosis在某种意义上似具有等同的含义，但它们却是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
PCD是一个功能方面的概念，意味着某些细胞的死亡是发育中自然出现的生理现象，是个体发育中一
个预定的、并受到严格程序控制的正常变化；而凋亡则是形态学概念，形容此细胞的一系列形态学改
变，如细胞的核固缩、崩解、染色体裂解等。
细胞编程性死亡仅出现于胚胎发育中的细胞，而凋亡则既存在于胚胎发育中的细胞也存在于成体神经
细胞，如脑缺血、肿瘤、脑损伤与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脑老化等状态下的神经细胞的凋亡。
细胞凋亡过程的形态学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核的变化，核仁崩解形成若干染色较深的小块，染色质固缩并凝结成块聚集于核膜周边形成新
月状或环状的小体；细胞质开始浓缩，细胞体积缩小，但各种细胞器如线粒体、内质网等均正常。
第二期，核膜内陷并包被固缩、裂解的染色质团块，形成数个染色质小球；细胞膜不断通过“生芽”
、脱落，分散为数个大小不等由膜紧紧包裹的凋亡小体（apoptosis body）。
每个小体中均含有部分细胞质、残存细胞器和一定量的核碎片。
第三期，死亡细胞的大部或全部形成凋亡小体，并被其周围的具有吞噬功能的巨噬细胞或上皮细胞所
吞噬（图2-20，图2-21）。
但在凋亡发生的全过程中，细胞膜一直保持完整，细胞内容物不逸出到细胞间隙中。
此点是区别于坏死的主要形态学特征。
不同器官及同一组织中的不同细胞发生凋亡的过程并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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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经科学基础(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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