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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经科学基础研究以实验研究为主体，而神经科学研究技术则是临床神经病学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条
件。
近年来，神经科学技术特别是分子生物学技术、神经干细胞技术等的迅速发展为神经病学实验提供了
许多合理、有效的新方法和新技术。
目前，我国虽在神经病学检查技术方面有了一些著作，但内容简单。
虽然有较全面的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专著，但临床上缺乏实用性。
迄今尚无一本同时全面阐述神经病学、神经科学研究技术方面的专著或教材，而是散见于各种医学文
献中的研究资料，不便于查寻。
本书基于全面、公认、新颖的原则，收集了神经病学、临床神经科学相关的研究技术。
各章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广泛涉猎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专业书籍，每种研究技术均包括了已经获得的研
究成果，并尽量给出方法学评价。
在编写过程中，力争详尽介绍各项技术，不乏经验的介绍、技巧的揭示等，图文并茂，具有良好的可
操作性。
同时，也注重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结合，避免工作中的重复浪费。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各项技术，每章开始对经典的研究技术都做了回顾和简单介绍。
本书是一本集现代各种神经病学研究手段、实验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工具书，也是目前国内
较为全面、系统的临床神经科学实验方法与技术的教材。
在内容上重点突出当代神经病学、神经科学研究方法，注重技术的新颖性、先进性、可操作性及实用
性。
本书收载了一些常用的重要的方法，主要涉及神经病理、膜片钳、微透析、血管内皮前体细胞及循环
血管内皮细胞、组织血流动力学、神经干细胞、突触体、神经行为学等方面的内容，书末附有神经科
学动物实验常用数据。
全书共分18章，涵盖现代神经病学、临床神经科学研究的主要技术和实验方法，对于从事神经病学、
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科研、教学、医疗人员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等均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于神经病学、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对新的资料很难做到收集齐全，加之我们的编写
经验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
为此，诚望广大读者对此书的应用提出坦诚的意见，并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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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内容上继承并吸收了传统技术中的精华，力求与国际上神经科学新技术接轨，反映学科交叉渗
透。
全书系统介绍了神经病理、神经电生理、神经生化、神经免疫、神经毒理、神经干细胞、突触体、血
一脑屏障、细胞凋亡、细胞培养、组织片和立体定向等方面的有关技术和方法，同时介绍了与脑血管
疾病密切相关的血液流变学、组织血流动力学、脑组织氧监测技术等检查方法和临床神经科学的前沿
技术。
书末附有神经科学动物实验常用数据，以备查阅。
本书从基础理论知识和神经病学两个视角论述临床神经科学技术，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完美结合。
    本书内容翔实，配有大量的图表，形象、简洁，是一部内容新颖而丰富的医学专著，对神经病学的
临床和科研工作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适合从事神经病学临床和科研的专业人员、医学生以及对神经
病学感兴趣的相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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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春富，主任医师，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神经病学博士。
于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工作。
先后在湘雅医院、宣武医院进修医学心理学、临床神经电生理学。
擅长脑卒中的危险因素控制、各类脑血管病的病因诊治、卒中单元监护和治疗、颈动脉和脑动脉狭窄
或闭塞的诊断，对神经科疑难病例的诊断以及脑损伤的修复治疗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
多年从事脑血管病、癫痫、痴呆方面的研究，熟练掌握多项实验室技术，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中枢神经
损伤的再生与修复、缺血性脑损伤的神经保护治疗以及脑血管病注册的临床和社区研究，至今仍坚持
从事头痛、癫痫、白质脑病、抑郁症病例随访工作。
发表学术论文81篇，其中被SCI收录2篇。
获科研奖12项。
主编专著多部，为军区级科学技术拔尖人才、济南军区神经科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脑血管疾病、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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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神经干细胞移植技术现状CNS疾病中有很多是因为某种特定的脑细胞发生退行性死亡，导致一些
重要的神经递质、蛋白质因子或某些重要结构的匮乏所致。
因此在成功地培养了神经干细胞之后，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利用它直接进行移植治疗，或利用病毒载体
，携带目的基因，导人神经干细胞，将筛选得到的体外高效表达目的基因的克隆进行移植。
则中性的细胞治疗方法具有以下优点：①神经干细胞在脑中能根据其周围微环境的诱导而分裂，分化
成为相应的细胞类型，其形态和功能与附近的宿主细胞非常类似。
即使是将因转入原癌基因而永生化的神经于细胞植入脑后也未长出肿瘤。
②CNS具备特殊的结构——血脑屏障，这使得淋巴细胞很难进入，因此不同个体之间，甚至是不同物
种之间的神经干细胞移植，都几乎没有排斥反应，大大提高了神经干细胞的来源。
③神经干细胞可以在体外根据不同的需要导入相应的外源基因，成为一种光谱的细胞载体。
目前很多研究组根据神经干细胞的这些特性，从不同角度加以应用，在神经系统疾病治疗上取得了很
大进展。
近年研究表明，胚胎干细胞、神经干细胞在体外培养中都可以分化成为神经细胞，并且已经在小鼠、
大鼠模型移植实验中取得明显疗效。
另外，考虑到这些细胞取材比较困难，有的学者将目光转向取材相对容易的骨髓基质干细胞，这些细
胞可以自体移植以规避免疫排斥，而且可以转化或分化成神经细胞并产生疗效，具有优越性。
基于这些结果，人们一度乐观地认为，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已经指日可待。
神经干细胞移植对治疗目前常规方法难以见效的神经疾患提供了广阔的思路和诱人的前景，移植后的
康复技术可促进神经细胞的分化和参与神经功能重建。
由于神经干细胞具有很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所以说现在全世界都把它作为一个热点来进行研究。
我国在神经干细胞研究方面起步非常早，基本上和世界上是同步的。
而且由于中国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给予非常宽松的政策，在资金上投入也很多，所以，我国在神经干
细胞的研究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临床，都处于比较前沿的位置。
临床移植方式主要为腰椎穿刺蛛网膜下腔植入，创伤轻微，病人痛苦小。
二、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脑外伤2001年6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宣布，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
一例成人神经干细胞的自体移植。
他们收治了一位被锐器刺人脑内深达lOcm、造成严重颅内伤的病人。
病人认知能力受到明显影响。
在给病人手术前，为了避免细胞培养液对干细胞的影响，特地把神经干细胞保存在病人自身的CSF中
。
研究人员抽取病人脑内的异物后，冲洗异物上附带的碎片脑组织，进行克隆、分离，在病人体外培养
出病人的脑神经干细胞。
为了检测神经干细胞的特征，研究人员将克隆的神经干细胞进行增殖和分化实验，并移植到有免疫缺
陷的裸鼠脑内和猴子脑内，发现这些干细胞具备特有的迁移和分化出其他细胞的能力。
手术时，神经外科医生采用磁共振扫描导向的立体定向技术，在局部麻醉情况下，将500万个干细胞以
不同的注射点移植到病人脑内。
这是一次创伤很小的神经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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