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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颅磁刺激技术基础与临床应用》共十四章，分基础理论、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3大篇。
基础理论篇详细介绍了TMS的医用物理学、神经功能解剖学、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可塑性基础与理论：
临床应用篇侧重于TMS的作用、TMS在神经精神障碍疾病评估与治疗中的应用：科学研究篇介绍
了TMS虚拟损伤与功能区定位、偏侧忽略、记忆障碍等认知领域里的科学研究方法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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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窦祖林，男，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窦祖林教授是康复医学界极具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在吞咽障碍领域已潜心钻研与临床实践十多
年，在神经性吞咽障碍领域建树颇多。
创新导管球囊扩张治疗环咽肌失弛缓症得到国内同行的公认，此项适宜技术享誉美国、中国香港与台
湾。
2008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研修吞咽障碍评估与治疗。
所领导的康复医学科存吞咽、痉挛以及认知康复评估与治疗方面在国内具有显著特色与优势。
    近年来，窦祖林教授多次应邀访问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中国香港与台湾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讲坛上发言。
2009年1月作为第一位获台湾复健医学会正式邀请的中国内地康复医学界学者，赴台参加学术交流并取
得巨大收获。
    迄今为止，主持多层次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十余项，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已发表论文70余篇，主编并出
版专著4部，为康复专业培养了大批进修生、研究生、本科治疗师。
宋为群，女，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副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康复医学科主任。
擅长神经康复的临床和研究，以脑卒中康复等为主要研究内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发基金、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子课题等。
曾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三等奖，入选北京市百千万人才工程。
被评为北京市百名优秀青年医师，入选北京市卫生系统百名学科带头人。
    现任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副会长，北京康复医学会副会长，中国康复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编委，《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编委。
廖家华，男，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现任武汉依瑞德医疗设备公司技术总监，曾任海南省人民医院康
复医学科主任、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电生理室主任、脑磁图室主任。
    1987年同济医科大学电生理硕士研究生毕业，曾在同济医院康复科工作3年，1997年受中国政府有关
部门委托赴巴基斯坦拉合尔Allama Iqbal医学院附属Jinnah医院负责中国援建大型医院的所有医疗设备
的安装、调试、培训与维修，任中国援外专家组组长。
2000年，赴美国Texas Medical Center，4D NEuROIMAGING学习进修脑磁图。
    廖家华主任近40年来，工作勤奋、不断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掌握了牢固的电子学、电磁学和基础医学专业知识，具有高级技师和工匠般的动手能力，在以往的工
作中曾取得多项技术革新成果。
    经颅磁刺激是一种无创性大脑皮质刺激和神经功能调制技术，最根本的物理学原理是电磁场作用与
电磁感应。
其设备是医工结合、电磁学、医学、脑科学交叉结合的产物，经颅磁刺激原理虽然简单，但技术复杂
，开发这种新型高端的医疗设备并非易事。
廖家华主任自1988年用手工制作中国第一台原始的单脉冲手动刺激的经颅磁场刺激器样机以来，历经
千辛万苦，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与奋斗，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2009年，与武汉依瑞德医
疗设备新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经颅磁刺激设备通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的严格检测，获得了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注册证。
历时21年，第一台产品才正式投入使用，廖家华主任为经颅磁刺激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作出了重
要贡献，同时他本人也把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所钟爱的经颅磁场刺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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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中的应用 第一节评估方法 一、单脉冲经颅磁刺激 二、成对经颅磁刺激 三、成对关联刺激 四、与
其他检测方法的联合应用 第二节常用评估参数 一、皮质脊髓束传导通路的检测 二、皮质兴奋性的检
测 三、皮质抑制和易化的检测 第三节临床应用价值 一、在手术监测申的应用 二、在神经系统疾病诊
断中的应用 三、评估参数在不同疾病中的表现 第九章 精神疾病中的应用 第一节心境障碍 一、概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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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评估 ⋯⋯ 第十章神经疾病中的应用 第十一章神经康复中的应用 第十二章其他疾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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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在线反应：rTMS的脉冲在颅内感应的电场与神经几何位置、神经纤维的分布
、走向相互作用，同时产生了去极化和超极化。
去极化起主导作用，诱导突触可塑性，产生LTP／LTD，超极化也通过影响膜电位起重要作用。
 （2）离线反应：动作电位的反复发放导致电压门控离子通道活性的各种变化，导致模式复杂、兴奋
性不断变化，兴奋性降低（超极化）和超兴奋增高（去极化）的不同状态可以长时程维持，在离线时
超极化起主导作用。
 6.TMS对突触可塑性中间环节的影响包括基因的启动、蛋白质的表达；氨基酸、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单胺类神经调质、神经递质（如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NMDA
和AMPA受体合成迁移运动都在TMS实验中有大量报道，是TMS调控突触可塑性的分子学机制。
 rTMS对神经兴奋性的调节除了通过突触可塑性的机制外，还有非突触机制，膜电位、离子通道、阈
电位、离子泵的活性都与神经兴奋性相关，这些相关因子都不是独立机制，而是通过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来调控皮质神经兴奋性。
 但是，rTMS的作用机制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突触参与调节的直接证明；Ca2+流入细胞
内的速度、幅度、分布与可塑性的关系；可塑性生化标记物（如c—fos、BDNF、胶质细胞活动
、mRNA、谷氨酸）、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在rTMS作用后变化的程度和测量方法；基因表
达和蛋白质合成与神经调节的测量指标；乙酰胆碱、信号分子、细胞因子、皮质类固醇等激素的改变
和测量；后作用与累积作用的测量指标；高效刺激模式、刺激部位、刺激参数的进一步优化等。
 第二节 经颅磁刺激的作用 一、影响神经可塑性 神经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对内将体内的信息整合以后调
节各个系统，达到内环境的平衡和稳定；对外随时改变神经功能，适应外环境的变化，实现对客观世
界的认识、适应和改造。
这种功能就是靠神经系统的可塑性，能将接收到的各种短暂信息和刺激经过综合处理，使神经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发生长期动态改变，这种复杂的变化包括皮质功能区的改变、神经网络的重建、细胞结构
的改变、突触强度的改变、mRNA的翻译、基因的表达和转录、蛋白的合成和分解、蛋白酶的激活与
失活。
在这一系列变化中，神经可塑性的关键在于突触。
 TMS的作用机制之一是影响大脑皮质的可塑性。
TMS是一种无创性刺激神经的外因，必须通过大脑皮质神经元的内因而起作用。
刺激强度可影响刺激部位的大小与刺激深度，TMS的刺激深度可达1～3cm，如果用20％的运动阈值
（motor threshold，MT）刺激，其深度一般为2cm。
普遍认为TMS的作用机制是影响神经系统对信息的处理过程，包括神经元的突触兴奋、突触抑制和突
触的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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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颅磁刺激技术基础与临床应用》内容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适用于使用经颅磁刺激技术研究的人
员，对经颅磁刺激技术感兴趣的临床医师，特别推荐给从事精神科、神经科、康复科、儿科、老年科
等专业的医务人员、研究者阅读，也可作为各类与经颅磁刺激技术有关的学习班教材和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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