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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命科学领域的DNA、基因、试管婴儿、克隆羊“多莉”、核酸等专业名词，人们已经不再陌生。
    人类对基因世界的探索和现代医学发展，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探明许多疾病的发病机理，并能根据掌
握的遗传学等知识，依照基因正常序列，发现其变异和缺陷，而逐步做到有的放矢地诊断和治疗疾病
。
    普及生命科学知识，不仅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
论和无神论教育，树立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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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宜张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7年生，浙江慈溪人，1952年毕业于浙江医学院。
教授，博士导师，现任第二军医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多年从事神经生理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糖皮质激素作用于神经元的快速、非基因组机制
或膜受体学说，受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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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脸” 1 走访人体“CPU”（“中央处理器”） 2 “
脑海”深处的“无限风光”第二章 人体的“通讯网”第三章 构筑神经系统的“元件” 1 神经元像一只
只章鱼 2 脑细胞如何进行工作 3 传导神经冲动的电流 4 你坐汽车到了河过，怎样过河第四章 大脑的“
岗位责任制” 1 大脑皮质中的“责任田” 2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3 用身体感受世界第五章 “主
管”快乐的脑区第六章 学习使你变得更聪明 1 大脑是容纳知识的“仓库” 2 到底谁是记忆的“主人”
第七章 祝你睡得更香，好梦常在第八章 健康比长寿更重要 1 “白发浪潮”中的不和谐音符 2 坚强的桑
兰，我们希望你的梦想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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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发现箭毒的作用是通过阻断一种自然产生的、由神经释放并作用于肌肉
的化学物质来实现的。
    被毒箭射中的动物在呼吸时，膈肌在神经支配下上下运动，如果该神经的信号被阻断，膈肌就无法
运动，也就不能呼吸。
因此，该毒素的致命效果是通过引起呼吸困难而最终导致死亡。
    但是，这种物质是什么呢？
    勒维从梦中得到启示    1929年，奥地利科学家勒维的实验证明厂这种由神经末梢产生的化学物质是
什么东西。
    后来，勒维自己回忆道，他是从几个晚上梦中激发出的灵感里，设计出这个实验的。
    他做的第一步实验是重复已知的东西：    如果刺激一种负责抑制心脏的神经(迷走神经)，心跳就会减
缓。
勒维做实验时，用的是伴有神经的离体心脏，而并非在身体内。
他把这个心脏从身体剥离后，放在一个特殊的通氧的槽中，并浸在一种与正常体液相似的“林格液”
里保存。
    勒维做的第二步是将浸浴过这个离体心脏的溶液，转而浸浴第二个未受刺激的心脏。
结果发现，尽管第二个心脏并未受到刺激，它的跳动也减慢下来。
    对这个发现，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一定有某种化学物质，在第一个动物心脏的迷走神经受刺激后，释
放到溶液中去了。
    这样，当用该溶液去浸浴第二个心脏时，由于同样化学物质的作用，其效果与对第一个心脏的效果
相同。
    这个实验太巧妙了。
真想知道勒维在梦中都梦到了些什么，让他想出来这样好的主意。
    乙酰胆碱就是被箭毒阻断的主要成分    勒维在动物实验小提到的那种神奇的“某种化学物质”，就
是乙酰胆碱。
印第安猎人用箭毒阻断厂动物膈肌上下运动而影响呼吸，受阻断的也正是乙酰胆碱。
    乙酰胆碱是脑中不同类型神经元释放出来的许多化学物质的原型，在脑信号传递中充当重要的“使
者”(专业术语称为“递质”)。
当然，脑中的递质不只乙酰胆碱一种，还有谷氨酸、甘氨酸、5-羟色胺、神经肽等等。
    乙酰胆碱在脑中的分布非常广泛，主要起兴奋作用。
乙酰胆碱对心脏作用的发现，对于了解脑细胞之间在突触部位如何进行通讯具有重要意义。
一旦我们认识到电刺激能引起神经释放一种自然发生的化学物质，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明白，当轴突末
梢被电信号有效刺激时，脑的一个突触上可能会发牛什么。
    递质像一个“接力棒”，把信息传送到下一个神经元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怎样过河的问题了。
    汽车不能过河，你只有下车，然后找一条船，乘船渡河。
然后，在河对面再乘下一辆汽车，接着向前走。
    同样，以电流的形式在神经元的轴突上，向下个神经元的树突传递信息，必须通过神经递质来完成
。
乙酰胆碱就是神经递质之一。
    我们已经知道，两个神经元之间有一个称为突触的间隙。
突触的概念，引发了一个问题：试想一下，一个电脉冲信号到达轴突终端，将会如何通过突触呢？
    原来，神经元轴突终端的末梢有一些囊泡，囊泡中贮存着不同的神经递质，也就是一些不同的化学
物质。
在下一个神经元的树突上，有许多称为“受体”的构造，它能与上一个神经元释放的递质进行特异的
结合。
递质与受体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把钥匙配一把锁一样，或者像手和手套之间的关系，所以称为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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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非他莫属。
    当神经冲动传过来之后，在钙离子的作用下，突触囊泡就会与突触前膜相融合，并且把囊泡中贮存
的递质吐出来，释放到突触间隙，这种方式称为“胞吐”。
于是，递质与下一个神经元膜上的受体结合。
这时，下一个神经元立即兴奋起来，茌神经元内产生了膜电位，迅速将信息通过电位的变化传到整个
细胞。
胞吐的过程只需要l毫秒(1／l 000秒)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上一个神经元传达的电信号越多，排空的囊泡就越多。
用这种方式，原先的电信号真实地转换为化学信号。
动作电位的频度越高，释放的递质也越多。
一旦释放，它在神经元外的细胞外溶液中极易扩散，越过突触间隙就像渡船过河一样轻而易举。
    神经元的兴奋经过传导与传递而向前推进，我们的大脑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工作。
    当膜电位被离子流动破坏以后，它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恢复它；当递质被释放后，又需要大量能量去
组装递质，而且这个过程需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难怪脑是全身各
器官中的“耗能大户”。
    黑寡妇蜘蛛的毒液．为什么有毒    有些动物或昆虫对人体有毒，它们往往能分泌一些含有神经毒素
的毒液。
通过研究发现，有些毒素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们妨碍了递质的释放。
毒素进入人体后，妨碍了神经递质的释放，当然也就影响了突触的传递，所以才造成对人体的各种毒
性。
    比如，有一种梭状芽孢杆菌毒素，它通过阻断递质释放来破坏突触传递，是毒性极大的细菌蛋白。
这些毒素是肉毒杆菌中毒及破伤风的发病原因。
这两种严重的疾病，分別由在食物或感染组织中生长的厌氧菌引起。
    现在发现，破伤风毒素和肉毒杆菌毒素是高度特异的蛋白酶，它们叮以选择性地分解一种突触前蛋
白(囊泡膜蛋白)，从而影响突触的功能。
    另外，在一种雌性黑寡妇蜘蛛的毒液中，也发现了一种毒素(a-毒蛛素)，它们作用于神经元与肌肉细
胞之间的突触时，会引起突触囊泡内的递质大量释放。
此外，还有蛇、蜘蛛、蜗牛等，也能产生毒素，影响神经递质的释放。
    对这些毒性物质的研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更多地了解神经递质，丰富我们对神经在信息传递中的
知识，而这方面的“未知数”还相当多，还有许多未开发的领域，等着人们去探索、研究。
    读者朋友，你是否也感兴趣呢？
    关羽刮骨疗毒，难道他不知疼痛    关羽是我国历史上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一位著名人物。
他的名字在中国，可以说真正是家喻户晓。
    他被后人神化的故事之一，就是刮骨疗毒。
    一次战斗中，他的胳膊中了敌人的毒箭。
只有切开肌肤，用刮骨的方法清除毒液，才能挽救他的性命。
    一代名医华佗亲自为关羽疗伤。
关羽为了显示自己“超人”的英雄气概，拒绝医生使用麻醉药物。
他一边与別人下棋，一边让华佗为他刮骨疗毒，忍受了常入无法想像的疼痛。
    关羽的巨大毅力，在手术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但是，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起作用呢？
这只是后人的遐想罢了。
    现在已经知道了：痛觉可以受脑的调节。
这是因为脑内可以产生一些抗痛的物质，可以干扰痛觉的产生，甚至不产疼痛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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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爱因斯坦凌乱的头发、敏锐的目光，几乎成为科学天才的象征。
爱因斯坦去世后，他的大脑成为研究对象。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充满那么我智慧？
他的大脑与常人经较，有哪些不寻常之处？
    1955年4月18日，20世纪最杰出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睡眠中在美国普林顿医院逝世，终
年76岁。
    爱因斯坦的巨著《广义相对论原理》写就了人类科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面。
    一位记者写道：“（爱因斯坦）这是一位未知世界的锁匠，从微小的原子到浩瀚的宇宙。
”    1999年12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了20世纪的世纪的人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家杂志有编辑认为：“没有谁比爱因斯坦更能代表这个时代。
”         爱因斯坦去世后，他的大脑被普林斯顿医院的托马斯·哈维医生保存下来。
    哈维把爱因斯坦的人脑悄悄带回家中，浸泡在防腐液中，后来又用树脂固化，切成大约200片，供科
学研究使用。
    1997年，84岁高龄的哈维把这些脑切片送还爱因斯坦生前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
在送还之前，老哈维带着爱因斯坦的脑切片乘车横穿美国东西。
他说，这是为了实现爱囚斯坦的遗愿。
    据报载，力口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怀特尔森教授，有幸研究了爱因斯坦的大脑。
他发现，爱因斯坦大脑左右半球的顶下叶区域非常发达，比常人大15％。
顶下叶发达，对一个人的数学思维、想像力以及视觉空间认识，都有重要作用。
    但是，脑科学家却在呼吁：应谨慎对待这些发现。
因为仅凭爱囚斯坦的一个大脑就得出“天生天才”的结论，尚为时过早。
    如果没有后天培养和个人努力，天才也难发挥出超人的智慧。
    对爱闲斯坦的大脑，脑科学家们仍然饶有兴趣地孜孜不倦地研究，并且不断报道新的发现。
    但是，爱同斯坦的大脑之谜，谜底直到今天仍未揭开。
    从事脑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吏关心的是——    我们的大脑是怎样组成的?    它又是怎样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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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爱因斯坦的大脑，为什么充满了那么多的智慧？
谁能记住1000位n值？
哪个脑区是记忆“主管”？
印第安猎人的毒箭中，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脑子里真的有“睡睡虫”吗？
坚强的桑兰，能不能站起来？
人脑神经生理学家陈宜张院士为你掀起脑的“盖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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