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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物的神经组织，同身体上其他组织一样，都是随着年龄的日益增加，从胚胎时期开始，经过童
年、少年、成年、老年，终至衰亡。
这是自然规律。
不仅在身体的组织结构上，而且在其功能上，也要经过这个发育程序。
因此可以说，老年性痴呆，也可以被看作是自然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只不过脑老化的程度
，在人与人之间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并且，会因为所受到内部和外部许多因素影响的不同而有所区
别：有的人比较严重，或者发生的早一些；有的人比较轻微，或者发生得迟一些而已。
因此，在过去人们并不把它看成为一种病。
　　记得在数年前，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的神经病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D．C．Cajidusek曾到我
国云南去考察那里的Alzheimer病的分布情况。
在返国途中，顺便到上海脑研究所来访问。
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他说，在昆明参观了一些医院，曾询问了那里的医务界人士：在云南省确诊为“Alzheimer病”的患
者有多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率又是如何。
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也没有。
”这使他非常惊讶。
其实这并不奇怪。
因为我国过去的传统，并不把老年人一些行为上的错乱看作是一种病，只不过认为他（或她）老人家
是老糊涂了，不把这些老年人送进医院去治疗。
不仅我国是如此，在过去，西方国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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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脑老化”学科的内容，至少与“大脑功能”和“人体老化”（衰老）这两大生物学课题有关，其重
要性和内容复杂、丰富不言而喻。
本书是“老年痴呆系统论研究”的总结。
书中讨论脑老化科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内容和脑老化生物学特征等。
重点分析Alzheimer病病因学，提出“多因异质学说”，并探讨干预策略措施，提出“健脑养生”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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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树突侧棘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　　已经证实，一些智力低下的患者，在大脑皮质和海马区
域，可以观察到广泛的树突侧棘缺失，并且，伴随着出现一些带有“长而细侧棘柄”的树突侧棘。
据报道，这些变化的严重程度又同患者的精神神经症状的严重程度成正比。
　　这些患者的轴突终末部分，却往往表现为正常。
“不正常的”树突侧棘，与“正常的”轴突终末，两者对比是鲜明的，这自然使人联想到，患者的智
力迟钝的发生，突触传递之所以受阻，其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树突的侧棘部分的结构功能改变。
　　树突侧棘的结构功能，是否就是形成学习记忆的基础?　　要想说明学习记忆的脑内变化，首先必
须发现或证明一些能代表学习记忆过程的“记忆痕迹”。
从电生理学来讲，着力点首先是找寻在突触前和突触后两个方面出现的功能变化。
在形态学电镜研究，则着力是寻找，在学习早期或后期出现的有关神经回路形成，或者是其他方面的
形态学改变。
目前这类工作，多数集中在海马研究。
　　前文提到，在大脑皮质里，树突干上形成的突触并没有在树突侧棘上形成的突触那么多。
从功能上看，有人报道，研究观察到一些树突侧棘突触，可以控制新皮质和海马的大部分。
应用快速冷冻固定技术已经发现，当突触活动时，树突侧棘的周长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树突侧棘和
母树突之间的电阻降低，结果，增加了突触的电轰击力。
　　研究表明，树突侧棘的这种周长增加，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
这些改变提示，树突侧棘的这些变化很可能成为学习记忆过程的脑内变化的基础。
　　不过，这些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
然而，这些资料为学习记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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