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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在科学研究的征途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自身的研究。
21世纪被世界科学界公认为是生物科学和脑科学的时代。
在全球性脑研究计划的推动下，对人脑语言、记忆、思维、学习和注意等高级认知功能进行多学科、
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
我国在2001年初由中国科学院和新华通讯社联合组织的预测小组预测了“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
响的十大科技趋势”，其中第4大趋势就是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一一揭示人脑奥秘，探索意识、思维活
动的本质。
专家认为，21世纪人类在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上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对脑科学的研究热潮吸引着多学科的研究者去探索与发现，而利用和借助信息处理方法来深入研究大
脑电信号是该领域非常活跃的一个分支。
对脑电信号的分析处理已经成为脑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为脑科学的深入发展提供着技术
支撑。
这本书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对本学科领域的发展将具有积极意义。
　　脑电信号是来自大脑这一复杂系统的生理电信号，随机性很强，节律种类多样，各种不同的情绪
、心态都会影响脑电波的变化。
从传统的目视观察发展到时域、频域分析，以及现代的动力学特性研究等，随着对脑电的研究方法的
不断拓展，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该书遵循事物的认知规律，由浅人深地结合作者的研究经验逐一对以上内容进行了介绍。
除了对理论背景介绍之外，还针对每种研究手段给出了应用的实例，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信息。
　　全书章节安排合理，陈述观点科学、严谨、逻辑性强，是一本全面介绍脑电分析方法的专业著作
，对读者具有很好的实用性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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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脑电信号分析已经在脑科学研究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本书共7章。
第1、2章涉及生理基础和实验基础在内的相关知识。
第3章至第5章是方法部分，其中：第3章重点回顾了传统脑电分析方法；第4章侧重于动力学特性的分
析，重点介绍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如混沌理论、信息论和复杂度分析等；第5章主要介绍其他重要
分析方法，如同步分析和因果性分析。
全书的最后两章是实例部分。
第6章是脑电分析应用领域的综述，内容涉及临床疾病的辅助诊断、脑电逆问题、认知科学研究中的
脑电分析以及脑一机接口。
第7章是上述方法(第4、5章为主)的应用实例介绍。
        本书可供生物医学工程中脑信号处理方面的研究人员、大中专院校的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医
院脑电图室的医务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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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脑电信号脑电信号是通过电极记录下来的脑细胞群的自发性、节律性电活动。
这种电现象伴随着生命的始终，一旦死亡，电现象就会随之消失。
我们通常所说的脑电图是指头皮脑电图（scalp electroencephalogram），实际上就是头皮电位差与时间
之间的关系图。
脑电波是脑神经细胞总体活动，包括离子交换、新陈代谢等的综合外在表现，深入地研究脑电波的特
性将推进人们对自身大脑的探索研究进程，增强其对疾病的辅助诊断能力。
本章首先介绍了脑电信号研究的历史概况，然后对脑电信号的电生理学基础以及常用的实验采集方法
进行了论述。
　　1.1　脑电研究的历史　　1.1.1　脑电的发现　　脑电的研究始于生物电的发现。
1786年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 Uni—versity）的解剖学教授Galvani观察到青蛙外周神经和肌肉的
带电现象，由此发现了生物电，并创立了动物电（animal electricity）学说。
人们因此将其视为现代电生理学（electrophysiology）的奠基人。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电生理仪器得到不断改进。
1875年，英国利物浦皇家医学院助教Richard Caton（1842--1926）首先在兔脑上观察到了自发脑电反应
，并于同年8月，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以《脑的电流》为题发表了他的研
究工作。
15年后，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宁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 of Krakow）的Adolf Beck（1863--1942）也
独立发现了狗和兔子的皮层脑电活动，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脑电的去同步化过程的概念。
这些早期的动物脑电研究无疑为人脑自发电活动的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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