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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经生理学概论》自60年代初，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开始设置《神经解剖学》及《神经生理学》
专业课，以适应神经科学发展的大势。
作为这两门课的主讲人，笔者在多年的研究及教学过程中，受到先师张宗汉教授、Ⅱ．厂．沃罗林院
士及业师张香桐教授的指导和教诲。
值此书付梓之时，不禁饮水思源，深觉师辈恩泽应该铭志於前。
30多年来，神经科学以其蓬勃和急逮的发展，积累并超越在此以前200多年来的资料，大大丰富和深化
人们在这一学科领域中的认识。
神经科学以其所展示的诱人远景，被人们称为“最后的前沿科学”。
近年间，编者同仁应多学科之需，又开设了《大脑科学概论》，《学习与记忆》以及《神经心理学》
等课程，在校内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许多教师、研究生及外系学生对神经科学产生了兴趣，自愿涉足这个领域，从而促进一些跨学科的研
究方向形成。
可喜的势态以及多方面的反应使本书编者认识到，一本简略而又具有较广适应面的教科书是很需要的
。
为此，整理并修订讲稿，集而成书，并以《神经生理学概论》名之。
编者们认为，在有限的教学时悯内，要对神经生理学作全面的讲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比较暂短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向学生介绍这门学科的梗概，并使他们了解登堂入室的途径则
是能够办得例的。
因此，在教材内容上需有所取舍。
本书删略了不少章节，并对那些涉及其它学科甚广，研究工作进展很快的问题予以更多的着墨。
此外，书中还花了较大篇幅对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一些基础知识作了浅近和全面的介绍，
意在让读者阅读本书之后，能够触类旁通，在遇到本书不曾论及的问题时，能够自觅途径，寻求获得
解决的办法。
好在国内有关神经科学的专著及译本日渐增多，有志于神经科学研究的读者，当不会停留于此书，而
会在更广范围内获得滋养。
编者们十分感谢中国科学院脑研究所吴建屏教授、上海生理研究所梅镇彤教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陈
宜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玢教授、上海中医学院曾兆麟教授、复旦大学王伯扬教授、东北师范大学
蓝书成教授在完成本书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使我们难以忘怀。
本书共分十四章，绪论和第一、第七，第九、第十二章系周绍慈编写，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
六、第八、第十及第十三章由翁恩琪完成；第十四章系封茂滋书就。
在编写此书期间，编者们得到国家教委博士学科点基金（项目编号。
32880044）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基金（项目编号：3860894，3880327）的资助，谨在此一并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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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绍慈教授，男，1932年1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导师，研究
方向生理学。

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一九五五年赴莫斯科大学生物系攻读学位，一九六零年获副
博士学位，现为国际生理学教学委员会成员，纽约科学院成员。
研究方向为边缘系统与感觉机能关系。
曾主持《大脑边缘系统在针刺镇痛中的作用》，《体表与内脏相联系》及《针刺对实验性深部痛影响
》等卫生部重点研究课题。
一九七八年至今从事《边缘系统与感觉机能关系的研究》，首次发现大脑边缘系统杏仁核群及扣带皮
层对听觉、视觉和触觉上传信息的调控，论证了边缘系统参与感觉信息的整合和加工。
主持并完成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二项，国家自然基金会项目六项，共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三十余名，有研究论文一百余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著作及奖励：主编《神经生理学概论》，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与他人合著《神经科学纲要》
，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获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人体生理学》获国家出版总署优秀科技图
书一等奖；与他人合著的著作还有：《持续性植物状态》，《神经科学原理》，（第二版），《现代
神经科学前沿》，《当代生物学》。
曾获卫生部表彰，有研究获国家教委优秀自然科学成果奖，全国科技代表大会一等奖一项，国家级奖
励五项，部级奖励三项，省市级奖励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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