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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在下世纪的发展前沿科学中，生命科学的任务之一将是解决、破译脑的奥秘，其
影响将远超出生物医学的范围，神经生物学则是脑科学或神经科学的主干。本书以
当代“泛（全）脑网络论”的新学术思想作编写指导，收集国内、外最新资料，并
结合编写者各自的研究成果，不只对经典神经解剖学、神经生理学的基本知识和进
展有所叙述，并对神经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及其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中的基
本知识和进展都有较系统、全面的阐述。本书可以作为高等医学院校或普通高校生
命科学院、系、大学生、研究生的教科书；对于基础和临床神经科学、心理学或计
算神经科学专业科学工作者和教师亦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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