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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生物学》

内容概要

《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原书第5版）》是神经生物学领域内的一本世界级名著，内容涵盖了
神经生物学的许多重要方面，系统介绍了神经生物学的基本概念、神经系统的功能及其细胞和分子机
制。作者应用许多生动的实例，通过严密的逻辑组织起来，以展示神经生物学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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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部分 神经系统导论
第1章 信号运作和组构原理
简单神经元回路中的信号运作
与高级功能相关的复杂神经元回路
视网膜的组构
神经元的外形和连接
细胞体、树突和轴突
鉴定神经元和追踪其连接的技术
非神经元细胞
细胞按功能集群
连接的复杂性
神经细胞的信号传递
电信号的普遍性
用电极记录神经元信号的技术
记录和刺激神经元活动的无创伤技术
局部分级电位的扩布和神经元的被动电学特性
在双极细胞和光感受器中电位变化的扩布
动作电位的特性
动作电位沿神经纤维传播
动作电位作为神经密码
突触：细胞间通讯的部位
化学介导的突触传递
兴奋和抑制
电传递
突触效率的调制
整合机制
由动作电位传送的信息的复杂性
信号从高级中枢向低级中枢的逆向传送
脑的高级功能
神经元的细胞、分子生物学
神经系统发育的信号
神经系统损伤后的再生
第2章 视觉系统的信号处理
视觉系统的通路
突触连接的会聚和发散
神经节细胞和外膝核细胞的感受野
感受野的概念
视网膜的输出
神经节细胞和外膝核细胞的感受野组构
感受野的大小
神经节细胞和外膝核细胞的分类
神经节细胞和外膝核细胞传递何种信息？
专题 2.1 探索皮层的策略
皮层感受野
简单细胞的反应
简单感受野的生成
复杂细胞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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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动刺激的反应
对有终端的线条有反应的皮层神经元
复杂细胞感受野的形成
感受野：形状知觉单元
第3章 视皮层的功能构筑
视网膜区域映射图
从外膝核到视皮层
视网膜到外膝核的输入分聚
视皮层的细胞构筑
皮层的输入、输出和分层
眼优势柱
成像技术显示眼优势柱
朝向柱
色觉细胞集群
大细胞通路和小细胞通路在V1和视区2（V2）之间的连接
眼优势柱和朝向柱的关系
皮层内的水平联系
从两眼输入信号构建单一、统一的视野
专题3.1 胼胝体
视皮层联合区
我们将走向何处？
第2部分 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电特性
第4章 离子通道和信号传递
离子通道的特性
神经细胞膜
离子通道的物理特征
通道选择性
通道的开放和关闭状态
通道激活模式
单通道电流的测量
微电极胞内记录
通道噪声
膜片钳记录
单通道电流
通道电导
电导和通透性
平衡电位
Nernst方程
非线性电流－电压关系
离子经通道的通透
专题 4.1 通道电导测量
第5章 离子通道的结构
配体激活通道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
AChR亚基的氨基酸序列
高级化学结构
专题5.1 氨基酸的分类
其他烟碱型AChR
受体超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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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的结构和功能
孔道内衬的结构
AChR的高分辨率成像
受体的激活
离子选择性和电导
电压激活通道
电压激活钠通道
钠通道的氨基酸序列和三级结构
电压激活钙通道
电压激活钾通道
电压激活通道的孔道形成
钾通道的高分辨率成像
离子选择性和电导
电压激活通道的门控
其他通道
谷氨酸受体
ATP激活通道
环核苷酸激活通道
钙激活型钾通道
电压敏感氯通道
内向整流钾通道
2P通道
瞬时受体电位（TRP）通道
亚基多样性
结论
第6章 静息膜电位的离子基础
模式细胞
离子平衡
电中性
细胞外钾离子和氯离子对细胞膜电位的影响
枪乌贼轴突的膜电位
钠离子通透性的影响
恒定场方程
静息膜电位
氯离子的分布
膜的电模型
膜电位的预测值
钠-钾泵对细胞膜电位的贡献
何种离子通道与静息电位相关联？
膜电位的变化
第7章 动作电位的离子基础
电压钳实验
专题 7.1 电压钳
电容电流和漏电流
钠和钾携带的电流
钠通道和钾通道的选择性毒剂
离子电流对膜电位的依赖性
钠电流的失活
钠、钾电导作为电位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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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电导和钾电导的定量描述
动作电位的重构
阈值和不应期
门控电流
激活和失活的机制
单通道的激活和失活
后电位
兴奋过程中钙的作用
钙动作电位
钙离子和兴奋性
第8章 神经元电信号
细胞膜的特殊电学特性
神经纤维中的电流流动
专题8.1 电缆常数和膜特性的关系
动作电位传播
有髓鞘神经和跳跃传导
专题8.2 脊椎动物的神经纤维分类
有髓鞘纤维上通道分布
几何形状与传导阻滞
树突中的传导
细胞之间的电流通路
第9章 离子跨膜转运
钠-钾交换泵
钠-钾ATP酶的生化特性
钠-钾交换泵是生电性的实验证据
离子转位的机制
钙泵
内质网/肌浆网钙ATP酶
质膜钙ATP酶
钠-钙交换体
钠-钙交换转运系统
钠-钙交换的翻转
视网膜视杆细胞上的钠-钙交换
氯转运
内向氯转运
钾-氯外向协同转运
氯-碳酸氢根交换
神经递质的转运
转运进入突触前囊泡
递质摄取
转运体的分子结构
ATP酶
钠-钙交换体
氯转运体
神经递质的转运分子
转运机制的生理意义
第10章 神经胶质细胞的特性和功能
历史回顾
胶质细胞的外观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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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胶质细胞和毛细血管之间的结构关系
神经胶质细胞膜的生理特性
胶质细胞膜的离子通道、泵和受体
胶质细胞之间的电耦合
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
髓鞘及神经胶质细胞在轴突传导中的作用
胶质细胞与发育
小胶质细胞在中枢神经系统修复与再生中的作用
神经膜细胞作为外周神经生长的通路
谨慎性注解
神经元活动对胶质细胞的作用
细胞外空间中钾的积聚
通过胶质细胞的钾及钙的移动
胶质细胞的钙波
胶质细胞对胞外钾浓度的空间缓冲作用
胶质细胞和神经递质
胶质细胞释放神经递质
胶质细胞对突触传递的即刻效应
胶质细胞与血脑屏障
专题10.1 血脑屏障
星形胶质细胞与通过脑的血流
代谢产物从胶质细胞向神经元转移
胶质细胞及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反应
第3部分 细胞间通讯
第11章 直接突触传递的机制
突触传递
专题11.1 电传递还是化学传递？
化学突触传递
突触结构
神经肌肉接头处的突触电位
专题11.2 作用于神经肌肉接头的药物和毒素
专题11.3 筒箭毒碱在运动终板的作用
测定肌纤维感受ACh的区域分布
ACh受体分布的形态学证据
ACh产生的离子流的测量
逆转电位的意义
钠、钾、钙对终板电位的相对贡献
专题11.4 运动终板的电学模型
静息膜电导与突触电位的幅度
通过单个ACh受体通道电流的动力学
中枢神经系统中的兴奋性突触电位
直接突触抑制
抑制性电位的逆转
突触前抑制
递质受体定位
电突触传递
电突触的鉴定和特征
电突触和化学突触传递比较
第12章 突触传递的间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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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传递与间接传递
G蛋白偶联代谢型受体和G蛋白
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
专题12.1 受体、G蛋白和效应器：G蛋白信号运作的会聚与辐散
G蛋白
专题12.2 鉴别G蛋白介导的反应
受体激活的G蛋白调控离子通道功能：直接作用
G蛋白激活钾通道
G蛋白对钙通道的抑制参与递质释放
G蛋白激活胞内第二信使系统
β-肾上腺素能受体通过G蛋白-腺苷酸环化酶途径激活钙通道
专题12.3 cAMP作为第二信使
专题12.4 磷脂酰肌醇- 4,5-二磷酸（PIP2）和磷酸肌醇（PI）循环
cAMP除活化腺苷酸环化酶外的功能
G蛋白激活磷脂酶C
PIP2的直接作用
G蛋白激活磷脂酶A2
间接偶联受体产生信号的会聚和发散
内源性大麻素介导的逆行信号
专题12.5 内源性大麻素的形成与代谢
一氧化氮和一氧化碳介导的信号
钙作为胞内第二信使
钙的作用
专题12.6 胞内钙的测量
间接递质作用的长时间进程
第13章 神经递质的释放
递质释放的特征
轴突终末去极化和递质释放
突触延迟
释放需要钙的证据
进入突触前神经终末的钙的测量
钙进入位点的定位
胞内浓度跃变引起递质释放
调节递质释放的其他因素
量子释放
多分子量子的自发释放
终板电位的波动
终板电位的统计学分析
专题13.1 量子释放的统计涨落
神经元突触处的量子含量
量子中的分子数
一个量子所激活的通道数
神经肌肉接头处平均量子大小的变化
非量子释放
囊泡与递质释放
神经终末的超微结构
胞吐作用的形态学证据
通过胞吐释放囊泡的内容物
在活细胞中监测胞吐及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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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吐的机制
突触囊泡附着的高分辨率结构
突触囊泡的重摄取
囊泡再利用的通路
带状突触
囊泡池
第14章 中枢神经系统递质
CNS内的化学传递
专题14.1 中枢递质的发现：I. 氨基酸
专题14.2 中枢递质的发现：II. 神经肽
类
递质分布的定位
在活体脑组织标记递质特异性神经元
主要递质
谷氨酸
氨基丁酸和甘氨酸
乙酰胆碱
生物胺
三磷酸腺苷（ATP）
肽类
P物质
阿片肽
促醒肽
血管紧张素和催产素：社会脑
第15章 神经递质的合成、转移、贮存和失活
神经递质的合成
乙酰胆碱的合成
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合成
5-羟色胺的合成
GABA的合成
谷氨酸的合成
递质合成的短时程和长时程调节
神经肽的合成
递质在突触囊泡内的贮存
共贮存和共释放
轴浆运输
轴浆运输的速率和方向
微管和快速运输
慢速轴浆运输的机制
递质从突触间隙的清除
乙酰胆碱酯酶清除乙酰胆碱
通过水解清除ATP
通过摄取清除递质
第16章 突触可塑性
信号传递的短时程变化
递质释放的易化和压抑
强直后增强和增高
短时程突触变化的机制
信号传递的长时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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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程增强
海马锥体细胞的联合型LTP
LTP诱导的机制
安静突触
突触前LTP
长时程压抑
小脑的LTD
LTD的机制
突触前LTD
突触效能变化的意义
第4部分 整合机制
第17章 自主神经系统
非随意控制的功能
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
自主神经节中的突触传递
自主神经节中的M电流
神经节后轴突的递质释放
专题17.1 认识交感神经机制的道路
嘌呤能传递
自主神经系统的感觉输入
肠神经系统
下丘脑对自主功能的调节
释放激素的下丘脑神经元
GnRH细胞的分布和数目
昼夜节律
第18章 蚂蚁、蜜蜂和水蛭行为的细胞机制
从神经元到行为以及从行为到神经元
蚂蚁和蜜蜂的导航
沙漠蚁的归巢之路
蚁眼对偏振光的检测
寻巢的策略
偏振光和“扭曲”的光感受器
蚂蚁和蜜蜂导航的其他机制
导航的神经机制
在水蛭中枢神经系统的单细胞水平进行的行为学分析
水蛭神经节：半自主性单位
水蛭神经节中的感觉细胞
运动细胞
感觉和运动细胞的连接
水蛭的高级行为
习惯化、敏感化和传导阻断
产生节律性游泳的回路
游泳还是爬行？水蛭中决定行为的神经元
为什么要研究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
第5部分 感觉与运动
第19章 感觉转导
机械感受器的刺激编码
短程感受器和长程感受器
牵张感受器对刺激参数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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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虾的牵张感受器
肌梭
对静态和动态肌肉牵拉的反应
机械感受器的适应机制
环层小体的适应
机械感受毛细胞的直接转导
脊椎动物耳内的机械感受毛细胞
毛细胞感受器的结构
毛束偏转引起的转导
顶端连接和门控弹簧
毛细胞中的转导通道
毛细胞的适应
嗅觉
嗅感受器
嗅觉反应
嗅感受器中的环核苷酸门控通道
受体和离子通道的耦联
嗅质的特异性
味觉的转导机制
味感受细胞
味觉的模态
皮肤的痛觉和温度感觉
伤害感受器的激活和敏感化
第20章 视网膜中视觉信号的转导与传递
眼
视系统的解剖通路
视网膜的细胞分层
视网膜中视杆和视锥的光转导
光感受器的排列和形态
脊椎动物光感受器对光的电反应
视色素
视色素对光的吸收
视紫红质的结构
视锥和色觉
色盲
光感受器的转导
光感受器通道的特性
cGMP门控通道的分子结构
cGMP的级联反应
专题20.1 光感受器的适应
经cGMP级联反应的放大
对单个光量子的反应
哺乳动物视网膜的昼夜相关光感受器
视网膜的突触组构
双极细胞、水平细胞和无长突细胞
视网膜中突触传递的分子机制
视网膜神经元的感受野
双极细胞的反应
双极细胞的感受野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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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杆双极细胞
水平细胞和周围抑制
双极细胞感受野组构的意义
神经节细胞的感受野
视网膜的输出
神经节细胞的感受野组构
感受野的大小
神经节细胞的分类
形成神经节细胞感受野组构的突触输入
无长突细胞对神经节细胞反应的调控
神经节细胞传递了何种信息?
第21章 触觉、痛觉和纹理感觉
从感受器到皮层
皮肤中的感受器
感受器神经元的解剖
传入信号引起的感觉
上行通路
躯体感觉皮层
痛觉及其调控
躯体感觉系统的组构以及大鼠和小鼠的纹理感觉
小鼠和大鼠的触须
放大因子
触须的拓扑定位图和柱状构筑
专题 21.1 皮层定位图在不同物种间的差异
定位图的发育和可塑性
经由触须的纹理感觉：外周机制
经由触须的纹理感觉：皮层机制
灵长类躯体感觉系统的组构和纹理感觉
放大因子
皮肤的拓扑定位图和柱状组构
定位图可塑性
经由指尖的纹理感觉：外周机制
经由指尖的纹理感觉：皮层机制
第22章 听觉和前庭感觉
听觉系统：编码声音的频率组分
耳蜗
频率选择性：机械性调谐
哺乳类耳蜗毛细胞的电动性
耳蜗的传出抑制
非哺乳类脊椎动物的频率选择性：毛细胞的电调谐
毛细胞的钾通道和电学调谐
听觉通路：毛细胞和第八对颅神经间的信息传递
初级传入神经元的刺激编码
脑干和丘脑
声音定位
听皮层
前庭系统：编码头部运动和位置
前庭毛细胞和神经元
球囊和椭圆囊的适宜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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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规管的适宜刺激
前庭-眼球反射
高级前庭功能
第23章 感知的构建
皮层信息处理的功能是什么？
触觉工作记忆作业及其在初级躯体感觉皮层中的表象
行为学作业
振动感觉在SI中的神经元表象
以人工刺激代替振动
由感觉转换为动作
在作业的各相继阶段SI的活动
SI之外脑区的活动
与决策有关的神经元
灵长类对视觉物体的感知
物体感知和腹侧视觉通路
物体感知缺陷
激活腹侧通路神经元的图像
猴对复杂视觉刺激反应的发现
有关脸的特殊案例
专题 23.1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感知恒常性和神经元反应恒常性
背侧皮层内视觉通路与运动检测
从基本特征向感知的转化
特征融合
信息处理速度
编码的形式
自上而下的输入
进一步处理
第24章 控制反射、呼吸和运动协调的环路
运动单位
运动神经元的突触输入
运动神经元中的单元性突触电位
大小原则与分级收缩
脊髓反射
交互支配
中枢神经系统对肌梭的控制
屈肌反射
协调运动的产生
呼吸的神经控制
行进
感觉反馈和中枢模式发生器程序
下行运动控制的组构
术语
脊髓以上的运动神经元控制
外侧运动通路
内侧运动通路
运动皮层和随意运动的执行
运动定位图意味着什么？
细胞活动和运动

Page 13



《神经生物学》

手臂运动方向相关的皮层细胞活动
运动的更高级控制
小脑和基底神经节
小脑
小脑的联系
小脑皮层的突触组构
小脑做什么？如何做的？
基底神经节
基底神经节的环路
基底神经节疾病
第6部分 神经系统的发育与再生
第25章 神经系统的发育
发育：概述
遗传学一致性与细胞类型多样性
专题 25.1 早期发育和神经发生的保守信号通路
细胞命运图谱提供了正常发育的表述
神经系统的早期形态发生
沿头尾轴和背腹轴的发育模式
头尾轴发育模式和后脑的分节
脊髓的背腹轴发育模式
细胞增殖
室管膜区细胞增殖
放射状胶质介导的细胞增殖
神经元什么时候停止分裂？成年神经发生
迁移
皮质神经元的迁移
Reeler小鼠皮层的遗传学异常
细胞表型的决定
神经元和胶质细胞谱系
周围神经系统递质选择的调节
发育中受体的改变
轴突向外生长和生长锥导航
生长锥、轴突延长和肌动蛋白的作用
细胞和细胞外基质黏附分子与轴突的外向生长
生长锥导向：靶标依赖性和靶标非依赖性导航
路标细胞介导的靶向依赖性导航
生长锥沿浓度梯度导航
生长因子和神经元的存活
发育神经系统的细胞死亡
神经生长因子
中枢神经系统的NGF
神经营养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其他家族
连接的形成
视网膜顶盖联系的建立
突触形成
多神经元支配的修剪和剔除
神经元活动和突触剔除
神经特化和发育的一般思考
第26章 感觉系统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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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猴和幼猫的视觉系统
新生动物皮层细胞的感受野和反应特点
新生猴及幼猫的眼优势柱
眼优势柱的出生后发育
生命早期异常视觉经验的作用
眼睑封闭后的致盲
单眼夺视后皮层细胞的反应
弥散光及形状对保持正常反应的相对重要性
夺视后外膝核神经元的形态变化
夺视后皮层的形态变化
对封闭眼睑易感性的关键期
关键期中的恢复
维持视觉系统功能性连接的必要条件
双侧眼睑封闭及竞争的作用
斜视的效应
朝向偏好的变化
没有竞争时传入纤维的分聚
冲动活动对发育中的视觉系统的影响
在发育过程中无传入冲动时的同步自发活动
γ-氨基丁酸（GABA）和营养分子在柱构筑发育中的作用
躯体感觉和嗅觉系统的关键期
听觉系统的感觉剥夺和关键期
耳蜗神经核活动调节突触形成
专题26.1 耳蜗植入物
草
听觉系统的关键期
生命早期丰富感觉经历的影响
人类的关键期及其临床意义
第27章 损伤后突触连接的再生
外周神经系统的再生
瓦勒氏变性和碎片的清除
切断轴突后的逆向跨突触效应
去神经对突触后细胞的影响
去神经的肌细胞膜
去神经或肌肉持续不活动后新的乙酰胆碱受体（AChR）的出现
去神经肌肉上受体的合成和降解
肌肉失活在去神经超敏感性中的作用
钙在去神经肌肉超敏感性产生中的作用
去除突触输入后外周神经细胞的超敏性
正常肌肉和去神经肌肉对新的神经支配的易感性
施万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在损伤后轴突生长中的作用
去神经诱导的轴突长芽
恰当和不恰当的神经再支配
基底膜、集聚蛋白和突触特化的形成
集聚蛋白的鉴定
集聚蛋白在突触形成中的作用
聚集蛋白的作用机制
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
神经胶质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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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万细胞搭桥和再生
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内再生轴突的突触形成
未成熟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
神经移植
人类脊髓损伤的治疗前景
第7部分 结论
第28章 悬而未决的问题
神经元功能的细胞和分子研究
物质的细胞间转移在功能上的重要性
发育和再生
用遗传学方法了解神经系统
感觉和运动整合
节律性
临床神经病学对脑研究的推动
基础神经科学对神经病学的推动
进展的速度
结论
附录A 电路中的电流
附录B 低分子质量递质合成及失活的代谢途径
附录C 脑的结构和通路
术语汇编
索引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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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棒的神经生物学教材，系统，全面。不过对于我这种细胞生物学水过，分子生物学还没学的
物理仔来说，有些章节还是比较难掌握的。不过很值得称赞的一点是其中的插图非常漂亮，对理解一
些基本原理功能很有帮助。
今天我终于把这本厚书读完了，O(∩_∩)O哈哈~。不过一些涉及蛋白构型和信号通路的章节读的比较
粗，并没有掌握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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