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视觉神经生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视觉神经生理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7145879

10位ISBN编号：7117145870

出版时间：2011-8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

作者：刘晓玲 编

页数：16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视觉神经生理学>>

内容概要

刘晓玲主编的《视觉神经生理学》(第2版)为全国高等学校视光学专业本科教材的修订版。
在充分听取和吸收了各高校和使用单位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卫生部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的原则和
基本要求，对新版《视觉神经生理学》的布局、格式等进行了较大篇幅的调整。
对各章节内容进行了更新、充实、修改，注意国内外视觉科学的新进展，新技术，同时也作了必要的
调整、删减。
诸如：第一章“概论”增加了视觉心理物理学和视觉神经生理学的内容；将“视知觉的研究方法”的
内容并人“概论”；重新编写了视觉的神经机制部分；增加了“视觉发育”的内容；在“视网膜电图
”部分增加了近年来关于视网膜电图各波起源研究的成果。
这使得该教材的逻辑性、科学性、系统性、可读性更强，更符合教学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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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两侧的视神经在蝶鞍上方半交叉，形成视交叉，即视网膜颞侧纤维保持原路径不交叉
进入同侧视束，而鼻侧纤维交叉至对侧视束，乳斑束也呈现半交叉状态。
视交叉的下方为脑垂体，上方为第三脑室前端，两侧为颈内动脉和后交通动脉，上前方为大脑前动脉
和前交通动脉，外下方为海绵窦和窦内的神经血管，后方有灰结节和由灰结节发出的漏斗及乳头体。
因此，此处病损产生的视野因部位不同而各异，可出现单侧偏盲、象限盲或双颞侧偏盲等（图8-4）。
视束起源于视交叉后部，来自双眼左半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形成左侧视束，来自双眼右半视网膜的神经
纤维形成右侧视束。
其向后绕过大脑脚止于外侧膝状体，行程中分别毗邻灰结节、大脑脚、大脑后动脉、侧脑室下角、内
囊、豆状核、锥体束以及颞叶的海马回等重要脑部结构。
在到达丘脑后外侧时，瞳孔对光反射传人纤维改道四叠体上丘臂终止于中脑顶盖前核。
在视束较长的行程中，相邻结构的病损诸如内囊出血等，均可能累及视束而出现偏盲视野改变（图8-4
）。
视束向后终止于基底节的外侧膝状体，灵长类的外侧膝状体向内旋转90°，使视网膜上半部纤维转向
内侧，下半部纤维位于外侧，黄斑纤维居其背侧和中央，视网膜周围纤维位于腹侧，而鼻侧最边缘部
分纤维（即投射为单眼视野中颞侧新月的纤维），止于外侧膝状体腹侧最下边的狭窄小区中（图8-4）
。
外侧膝状体内换元后的节后神经纤维离开后，其纤维排列旋转复位，即视网膜上部纤维走行于视路上
方，下部纤维走行于下方。
此时交叉纤维与不交叉纤维混在一起，呈扇状散开形成视放射，通过内囊和豆状核的后下方，于内囊
后肢与内囊的其他感觉纤维并行，其上、中、下三组神经纤维，分别对应于下方、黄斑部和上方的视
野。
视放射的下方纤维还弯曲绕过侧脑室下角形成著名的Meyer襻，在行程中与内囊的感觉、运动纤维毗
邻，内囊病变常常引起双眼同侧上象限性偏盲以及对侧偏瘫、偏身感觉障碍的典型“三偏”症状，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图8-4）。
枕叶视皮质中，视放射投射到枕叶后部内侧面的纹状区，即Brodmann第17区，有严格的视网膜对应区
。
视放射上分纤维止于距状裂的上唇楔叶（代表两眼同侧视网膜的上象限，即视野的下象限），下分纤
维止于下唇舌回（代表双眼同侧视网膜的下象限，即视野的上象限），黄斑纤维投射到枕尖相当大面
积的皮质，视网膜鼻侧最边缘部分纤维投射到视皮质最前方的内侧缘。
后视路和视皮质的损害常常累及双眼视野，但双眼视野并没有完全重叠，其颞侧约有30。
范围是单眼视觉，即前述视网膜鼻侧最边缘部分纤维，对应双眼重叠视野以外的颞侧新月视野区。
另外，视皮质的血供主要来自大脑后动脉的距状裂动脉，但在枕极外侧面还有大脑中动脉与大脑后动
脉的吻合支供应，形成了特殊的双重血供，这可能是枕叶病变的同侧偏盲患者视野内的中央注视区保
留3。
左右的视觉功能区的原因，称为黄斑回避（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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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视觉神经生理学(第2版)》供眼视光学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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