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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垂体瘤（第2版）》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
全书共28章，系统介绍了垂体的生理、病理，垂体瘤发病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认识、新观点
，垂体瘤临床诊断、治疗和预后的新进展等内容。
对常见的垂体腺瘤和一些特殊类型垂体瘤的诊断方法也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第2版补充了近年来有关下丘脑-垂体的生理调节进展、肿瘤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等基础理论与生物芯
片技术等新的实验研究方法，催乳素腺瘤及生长激素腺瘤药物治疗进展，垂体微腺瘤MRI动态增强检
查和侵袭性垂体腺瘤影像学研究，三维适行放疗、手术入路、术中定位和切除方式的技术改进等内容
。
《垂体瘤（第2版）》可供神经外科、内分泌科和妇产科医师及医学科研、教学工作者阅读参考。
本书由惠国桢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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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弓状漏斗核位于丘脑内侧基底部，其弓状样细胞群环绕在第三脑室周围，弓状核的背
外侧是腹内侧核，而在其背侧为背内侧核，室周核位于第三脑室周围的一狭窄区域。
乳头区含有乳头小体和一性质尚未完全明确的细胞群——后核。
这两种核中的神经元轴突没有伸向正中隆起。
但乳头体与丘脑、大脑皮质和边缘系统却有着丰富的连结。
弓状核、腹内侧核、背内侧核和室旁核和一部分视上神经元的轴突伸向正中隆起的表面，而对腺垂体
激素的分泌的调节起决定作用。
另外，位于视前区的可产生激素的神经细胞，其轴突也终止于正中隆起。
下丘脑调节垂体的神经元除合成释放激素和释放抑制激素外还能合成一些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如：阿
片类多肽（脑啡肽、内啡肽、强啡肽）、血管活性多肽（神经紧张素、缓激肽、心房利钠多肽、血管
紧张素Ⅱ）和胃肠多肽（血管活性肠肽、垂体腺苷酸环化酶活性多肽、胆囊收缩素、神经肽Y等）。
同一种的下丘脑神经元可以合成在化学结构和生理功能上不同的激素。
另外激素也能在下丘脑外的大脑组织以及非神经组织中合成。
下丘脑神经元合成的激素除可调控垂体激素的分泌外，还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递质起调节作用。
该功能的神经解剖学基础是下丘脑神经元与下丘脑的其他部分和下丘脑外组织如大脑边缘系统有着广
泛的突触连结。
下丘脑内分泌的活动是受神经输入信号和外周血垂体激素的反馈作用统一调节的。
下丘脑接受不同来源的信号而作为内分泌系统的主体核心。
大多数途径是相互作用的。
与下丘脑最广泛连结的是大脑边缘结构，如杏仁核、中隔和海马。
杏仁核和下丘脑（尤其是视前区和前核）以终纹和腹侧杏仁核束相连结。
后一途径还含有来自嗅觉系统的纤维，起始于海马的穹窿束是到达下丘脑的最大纤维束。
大多数纤维终止于乳头体或自其发出。
一部分纤维在到达穹窿束之前，离开该途径而终止于中隔区和视前区。
下丘脑的乳头状体和前丘脑核之间的途径已很明确。
前核与扣带回相连结，该通道为下丘脑和边缘皮质之间建立了联系。
下丘脑和脑干核（如中央灰区，其他去甲肾上腺素能细胞群、缝核、孤束核及网状结构）之间有丰富
的神经相连，并具有重要的功能意义。
室旁核的神经元的纤维还下行至胸腰段脊髓的节前交感神经元。
在视网膜和下丘脑视交叉上核之间有直接的神经通道。
来自嗅觉系统的信息通过边缘结构到达下丘脑。
由于下丘脑与脑干核、丘脑和皮质问的连接，下丘脑与主要感觉系统（丘系通道）并不直接相连。
此外、第三感觉的冲动也传至下丘脑。
最近的研究发现下丘脑和外周内分泌腺体相互之间有多突触的相互神经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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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垂体瘤(第2版)》是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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