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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经系统是人体最复杂、最敏感的系统之一。
它统辖着人体的其他各器官系统，是机体适应外界环境和联系内部信息的主要系统，也是机体各种功
能的调节中心。
由于神经系统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又最容易遭受到环境中各种有害因素影响的特性，即便是其他系统受
损也会影响到神经系统，并通过神经系统影响到其他相关器官系统，因此神经系统毒理学在靶器官毒
理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近年来随着脑科学的发展，脑毒理学的研究已提到议事日程上，这大大丰富了神经毒理学的研究内容
。
最近20年来，由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神经毒理学的研究呈现动态发展。
分子生物学、膜生理学、影像学、电生理学以及现代分析技术的进步，使神经毒理学的研究从宏观到
微观，从静态到动态。
随着人类宇航和深海科学的探究，神经毒理学的研究已深入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
    20世纪分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人们相继建立了DNA与蛋白质序列进化模型及分析方法，既能定量
地描述和预测不同分子随时间变异的模式，也可区分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基因变异的影响。
由于外源化学物对基因变异产生影响以及个体遗传基因的差异，今后可根据个体基因的特点，防治职
业危害，应用神经分子生物学为保护人类健康，进行职业禁忌证的筛选。
由于神经系统对外源化学物的毒作用极为敏感，因此神经系统对有些外源化学物的反应可作为接触生
物标志物或效应靶器官，为制定有关卫生标准及管理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本分册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介绍了研究神经毒理学的目的、意义、发展历史、神经毒物，神
经毒性机制、临床表现、治疗及研究方法等，各论重点介绍了一些常见神经毒物的理化性质、毒作用
特点、机制、临床表现及防治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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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 充满脑室系统和蛛网膜下腔，为无色透明的液体。
成人脑脊液的平均总量100～150 ml。
（1）脑脊液循环脑脊液由脉络丛分泌产生，经蛛网膜粒回流到血液中，保持动态平衡。
具体循环途径如下：左、右侧脑室脉络丛产生的脑脊液，经左、右室间孔流入第三脑室，与第三脑室
脉络丛产生的脑脊液汇合，经中脑水管流人第四脑室，再与第四脑室脉络丛产生的脑脊液一起经正中
孔和外侧孔流至蛛网膜下腔。
蛛网膜下腔内的脑脊液经蛛网膜粒吸收至硬脑膜静脉窦。
若脑脊液循环通路发生阻塞时（如中脑水管阻塞），可引起脑积水和颅内压增高。
另外软脑膜的静脉和毛细血管也可通过扩散与水通道蛋白转运吸收一部分脑脊液。
（2）脑脊液的成分和生理功能脑脊液的成分，类似血浆的过滤液，但其钾、碳酸氢盐、钙及葡萄糖
的浓度较低，而镁及氯的浓度较高。
脑脊液有以下几种主要功能：①脑脊液的成分与脑细胞外液的成分保持平衡，对维持神经内环境的稳
定性起重要作用。
②脑脊液相当于中枢神经系的淋巴，对代谢产物的清除有很大的作用。
③因脑脊液充满在脑和脊髓周围，可缓冲外力、分散压力、减少震荡，以保护脑和脊髓。
④近年来的研究还证实，脑实质内具有将突起伸人脑室内的触液神经元，因此脑脊液可作为神经一体
液调节的重要途径。
3.脑屏障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正常生理活动，依赖于稳定的内环境。
微循环内各种成分的变化，如pH、氧和各种有机物、无机离子浓度的变化，均会影响神经元的功能活
动。
脑组织和血液以及脑脊液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交换途径，以维持这种内循环的稳定。
物质从脑的毛细血管转运至脑组织中，要受到很大的选择和限制，称为脑屏障，包括血-脑屏障、血-
脑脊液屏障和脑脊液-脑屏障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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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经系统毒理学》：靶器官毒理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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