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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经病学》第一版在使用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得到许多医学院校的认可。
近年来，神经病学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发展迅速，神经影像新技术不断地应用到诊断及治疗中，如磁共
振成像不仅可以判断缺血性卒中的病变部位，而且可用于检查脑血管灌注及侧支循环等，有利于治疗
的选择和预后的判断；分子生物学技术广泛应用到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中，如已经发现与癫痫、阿尔
茨海默病、运动神经元病等有关的致病基因；循证医学日益受到关注，大量的新药临床试验以及荟萃
分析为临床医生用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各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指南问世，改变了过去依据个人经
验进行治疗的现状；新的药物或治疗手段不断问世，如血管狭窄的血管内介入治疗；卒中单元这样一
个新的管理模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而且被证明可以有效改善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预后；有些检
查手段在临床上不常用，如脊髓造影已经被MRl替代。
鉴于此，再版《神经病学》势在必行。
    本教材作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着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的原则进行再版，着重就以
下几方面进行了更新：（1）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并体现神经病学发展的最新成果；（2）增加学习重
点及内容概要，便于学生学习及掌握要点，提高学习效率；（3）增加图表，便于老师授课及学生理
解；（4）更新某些疾病的描述，如脑血管病修改幅度最大，旨在促进该病的诊断与治疗和国际接轨
；（5）增加配套光盘，内容包括神经系统查体、常见神经病学辅助检查的影像资料以及复习题等，
便于学生自我复习和提高；（6）删减某些少见病的描述，力求重点突出。
        本教材共分二十一章，内容包括绪论、病史采集、神经系统检查、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技术、神经
系统病变的定位诊断、神经系统疾病的定性诊断原则、脑血管病、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中枢神经系
统脱髓鞘疾病、脊髓疾病、锥体外系疾病、神经变性病、肌病及神经肌肉接头疾病、周围神经病、癫
痫、神经遗传病、副肿瘤综合征、头面痛、意识障碍及脑死亡、颅内压异常、眩晕等。
每种疾病的描述按照概述、病因、发病机制、病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和
预后的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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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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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一、神经病学的定义及发展史神经病学（neurology）从内科学中派生出来，它是研
究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及骨骼肌疾病的病因、病理、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康
复和预防的一门临床学科。
神经病学一词首先出现于1664年英国医学家Thomas Willis出版的《脑的解剖》中，但当时神经系统疾
病只有在病人死后的研究中才能确认。
法国神经病学家Jean-Martin Charcot（1825年-1893年）在巴黎建立了著名的神经病学诊所，他是现代神
经病学奠基人，被誉为“神经病学之父”，他把临床观察到的症状与对病人死亡后检查所看到的神经
病变联系起来，能够对活着的人诊断所患的神经系统疾病，并且能够从一些相似的疾病中区分出每种
疾病的症候群。
近十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找术的广泛应用，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已经向分子诊断水平发展，“朊蛋
白病”这一诊断名词的出现即是一个例证。
神经影像（CT与MRI）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神经系统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神经病学是神经科学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与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病因与病理等诸多神经基础学科的
研究发展息息相关，相耳渗透，互为推动。
这些基础学科包括神经解剖学、神经组织胚胎学、神经生物化学、神经病理学、神经遗传学、神经免
疫学、神经流行病学、神经影像学、神经药理学、神经信息学、实验神经病学等。
临床神经病学涉及的疾病种类繁多，在发展过程中又逐渐独立出其他专科，如神经眼科学、神经内分
泌学、神经介入学、血管神经病学等。
神经外科早已从神经病学中分离出来。
儿童神经病学、围生期神经病学、新生儿神经病学、老年神经病学也已经或正在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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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经病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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