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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写给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专著，对于医学院校和生物系的教师也有参考价值。
脑室周围器官是指第三、四脑室壁上的一系列微小器官，包括穹隆下器、终板血管器、正中隆起、垂
体后叶、松果体及其隐窝、连合下器、最后区、脉络丛等。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室周器官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参与神经内分泌调节方面，90年代以后，对于其
参与神经免疫调节的研究逐渐多起来。
有学者指出，室周器官涉及多达16种功能，有8种物质转运方式。
我们认为，室周器官是血携免疫信息分子少量、优先入脑的位点。
关于脑屏障，研究最深入、最多的是血-脑屏障，而对脑脊液-脑屏障则研究较少；但是，有关脑屏障
的概念近来有较大的发展，如所谓酶屏障和防御屏障的提出等。
显然，脑和脊髓内部环境稳定机制是相当复杂的。
脑除有血供外，还有脑脊液的体液环境，脑脊液循环的意义比先前认为的更为重要。
脑脊液不仅能维持颅内压，并对脑产生较大的浮力，而且还能提供对神经组织的微量营养物质。
脑脊液更重要的是为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提供了一个大的信息通道。
室管膜下层的细胞终生具有分化、增殖、游走的能力，其中侧脑室的脑室下带是成年动物神经干细胞
较集中的部位。
从泛脑网络学说和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学说分析，室周器官在脑屏障、脑脊液循环、脑的调
节功能中的地位仍有必要深入研究。
我们研究组对室周器官进行神经免疫调节研究已18年，与此同时，网上文献不断增加，这是编写本书
的资料基础。
浏览世界范围的相关研究之后，更知我们自己的研究是多么微不足道，但至少我们对此专题有些感性
认识。
本书在室周器官、脑屏障、脑脊液循环等几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加以综述，并对其理论和临床应
用前景提出一些见解，有理由推断，室周器官是进行脑内疾病早期诊断和观察的敏感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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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脑室周围器官是引起脑内免疫反应的关键部位，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
因此，有理由推断，脑室周围将是研究神经干细胞、进行脑内疾病早期诊断和观察的敏感部位。
本书融作者多年对脑室周围器官的科研成果及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于一体，对脑室、脑室周围器官、
脑屏障的胚胎发生、细胞学、组织学和大体解剖学做了系统描述，并对其理论和临床应用前景提出了
一些见解。
全书内容翔实、新颖，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可供神经科医师、解剖学工作者和研
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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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脑室的发生第五节 中脑导水管的发生中脑在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扩张，基板和翼板的
位置仍为腹背方向。
中脑很快被发育中的大脑和小脑所覆盖。
中脑的界沟仍位于中央管的两侧，界沟腹侧的基板发育成位于中脑腔腹侧的被盖；界沟背侧的翼板发
育成位于中脑腔背侧的顶盖。
当基板和翼板发育时，它们也向中脑腔内突人，使中脑腔变小呈管状，称中脑导水管或Sylvius导水管
，它将后脑的第四脑室与间脑的第三脑室连接起来。
第六节第三脑室的发生在胚胎发生第29天时，神经管前端的膨大部即前脑的原基。
在胚胎发生的第35天时，前脑前下方的脑壁向外突出形成两个大的端脑泡，两个端脑泡之间的前脑中
间部就是间脑。
在胚胎发生第42天时，端脑与间脑已能明显划分，但端脑的侧脑室与间脑的第三脑室仍广泛交通。
作为整个神经管的前壁，此时构成间脑第三脑室的前壁，即终板。
终板的下部出现视交叉，视交叉前方的间脑底壁相对凹陷，称视前隐窝，是间脑与端脑在正中线上的
分界。
在视交叉后方，间脑底壁向前下出现一突出部，称漏斗（infundibulium），将来形成脑垂体后叶。
在胚胎发生第56天后，在下丘脑的尾端腹侧，出现一对圆形隆起，称为乳头体。
间脑背侧壁也有一小的突出物，此即松果体的原基。
在胚胎发生第56天后，间脑的顶板变得很薄，它的一部分随同外面的血管一起突入第三脑室，形成第
三脑室脉络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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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脑室周围器官解剖学》内容翔实、新颖，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可供神经科医师
、解剖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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