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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经生理学(供中医学含骨伤方向护理学康复治疗学等专业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系统
介绍了神经系统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在人体功能活动整合调控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与内分泌调节和免
疫调节的相互关系。
通过神经生理学的学习，可提高学生有关生命科学，特别是神经科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水平，为他们
进行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本教材供本科五年制选修，七年制、八年制、研究生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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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神经生长因子的生理作用 1）对胚胎发育期神经元的作用：NGF促进胚胎神经
元分化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神经元，对已经分化的神经元具有维持其特定功能的作用。
实验发现，将抗NGF血清注入胚胎鼠，对抗其体内的NGF，则交感神经节不能存活，交感神经元的体
积、数目及蛋白质含量均减少。
NGF有促进胚胎早期细胞有丝分裂的作用。
 2）促进发育神经元的生长：胆碱能神经元以及室周器等均接受NGF的营养性作用。
无论周围神经系统的感觉神经节和交感神经节的神经元，还是中枢神经元，NGF均有促进神经元生长
发育的作用。
 3）维持成熟神经元的存活：在体外培养的交感神经元中，若不加入NGF，神经元则在一天之内退化
死亡。
在交感神经元和脊神经节神经元的培养液中加入NGF，培养一段时间后如突然撤掉NGF，大部分神经
细胞在NGF撤出24小时内发生死亡。
说明外源性NGF可有效促进交感神经元和脊神经节神经元的长时间存活。
 （2）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生理作用 1）对胆碱能神经元的作用：BDNF能促进胆碱能神经元的存活
和分化。
不仅能促进体外培养的胆碱能神经元的存活，也促进切断轴突的胆碱能神经元的存活。
 2）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的作用：体外实验表明，BDNF对培养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存活和分化有促进作
用。
BDNF可促进胚胎中脑腹侧神经元的存活，提高多巴胺能神经元摄取多巴胺的能力，显著降低神经毒
素6—羟基多巴对多巴胺能神经元的毒性，促进多巴胺能神经元第一级突起的形成。
 3）对运动神经元的作用：BDNF可促进运动神经元的发育，维持成年运动神经元存活，促进受损伤的
运动神经元的存活和轴突再生。
 4）对感觉神经元的作用：感觉神经元内存在BDNF的自分泌和旁分泌环路，可防止感觉神经元死亡。
体外实验表明，BDNF可提高培养的感觉神经元存活，提高胚胎脊神经节和睫状神经节神经元的存活
，体内实验证明，BDNF可促进脊神经节和睫状神经节神经元的存活。
 （3）神经营养因子一3的生理作用 1）维持神经元的存活，促进其分化与增殖：体外研究表明，NT
—3对交感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大脑皮层的上运动神经元、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以及大脑基底部的
胆碱能神经元均有维持存活的生物学作用，可维持三叉神经核和中脑核神经元90％以上、脊神经节神
经元60％以及睫状神经节30％的神经元存活。
NT—3在体内可以诱导神经细胞增殖分化，并调节其他NTF的功能。
 2）诱导神经元轴突生长：NT—3能促进背根神经节感觉神经元、睫状神经节和交感神经节细胞轴突
的生长，但不能促进睫状神经节轴突的生长。
体外实验证明，除了维持神经元的存活，NT—3还可影响胚胎期三叉神经节神经元的生长。
 3）促进损伤神经的修复：NT—3可促进皮质脊髓束的侧支出芽，NT—3和髓磷脂相关突起生长抑制蛋
白抗体协同作用，可增加横断的皮质脊髓束再生出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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