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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生理心理学的基础性教材。
在此次的修订中从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认知神经科学中，吸取了当代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成果，分别用
以讨论感觉、知觉、注意、学习、记忆、语言思维、本能动机、情绪情感、人格、运动与意志等心理
过程的生理机制。
其中，由于知觉和注意的研究发展较快，本书对其新理论和事实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述；在记忆一章中
，在传统记忆理论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关于记忆的脑结构基础以及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基础；对语言
和意识的脑机制问题，进行了两个层次的讨论：一是语言和意识内容交流的脑基础，二是个体言语过
程和意识清晰水平的脑基础。
    在讲述基础理论的同时，本书力图贴近现实社会生活，在不同章节中分别介绍了男女两性生理心理
方面的差异、毒瘾与行为瘾、精神病、神经症、神经心理障碍、儿童注意缺陷障碍、自闭症、老年退
行性痴呆等方面的当代研究进展，能够给予读者更大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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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深感觉及其传导通路 深感觉模式可分为3类：位置觉、动觉和受力作用的感觉。
常将产生这些感觉作用的感受器统称为本体感觉器，包括关节感受器、肌梭感受器、腱感受器。
此外，前庭感受器与皮肤中一些感受小体和游离神经末梢也参与深部感觉活动。
 在固着于骨骼上的肌腱内，存在着腱感受器，当肌肉收缩变短时，腱感受器受到牵张，在传人神经上
产生神经冲动发放。
肌肉舒张以后，腱感受器不再引起神经冲动的发放。
在肌肉纤维束内，一些肌纤维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肌梭，当肌肉收缩变短时肌梭受到的张力反而减
少，反之，肌肉舒张变长时，肌梭受到的张力增加。
所以，肌梭是肌肉长度变化的感受器，随肌梭长度的增减，肌梭引起传入神经冲动的频率相应地增减
。
肌肉收缩时腱感受器引起神经冲动发放；而肌梭引起的发放频率却下降。
两者相互协调感受着肌张力变化。
除肌肉这两种本体感受器之外。
在关节囊内分布着许多感受小体和游离神经末梢，随关节的运动而受到牵张并沿传入神经发出神经冲
动。
 在肌肉和关节运动的同时，其表面的皮肤也受到牵拉，皮肤中的一些感受小体和游离神经末梢，也会
引起神经冲动向脊髓传递关节或肢体状态的信息。
内耳中的前庭感受器，对头部位置、运动的方向与速度发出神经信息。
所以，躯体状态、位置、运动情况的感知是由这么多的感受器共同工作所完成的。
中枢神经系统接受各种感受器的冲动，对其进行分析和编码，还要参考由视觉或皮肤浅部感觉的传人
冲动，得到综合性的感知觉信息。
 躯体状态、肢体运动和位置等感知觉中枢通路比较复杂，由几条通路组成。
躯干和肢体的传入冲动达脊髓后柱核，交换神经元交叉到对侧沿薄束和楔束（在脊髓后索内）上升形
成内侧丘系。
头部的神经冲动沿三叉神经传人三叉神经节，行至三叉神经中脑核之后，交叉至对侧形成三叉丘系。
三叉丘系和内侧丘系均达丘脑腹后核，换神经元后沿内囊达皮质中央后回。
在感觉皮层中，本体感觉与浅感觉一样，按躯体的空间关系分布着相应的皮层代表区。
 近年研究发现，躯体感觉皮层也像视皮层一样，感受野和功能相同的皮层细胞聚在一起，在与皮层表
面垂直的方向上形成柱状分布，称为功能柱。
现已知有快适应性浅感觉功能柱、慢适应性浅感觉功能柱、检测肌张力的功能柱、关节状态功能柱等
。
除了这些特化了的功能柱之外，在初级躯体感觉皮层中，还有未分化的感觉神经元聚在一起形成的功
能柱。
这些功能柱相间排列，构成一个个超柱，包括了各种相同感受野的每种功能柱在内。
这样，超柱就成为躯体各种感觉的最基本功能单位，与体表点对点的空间对应关系排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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