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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新世纪神经科
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
近半个世纪以来对于脑的探索无论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分子水平都有飞速的发展。
应用各类电子显微镜来观察神经系统的结构形态、功能活动、发育进程、病理变化等是神经科学不可
缺少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
然而，目前国内尚缺详尽系统地描述神经系统超微结构的专著。
我们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发现许多青年神经科学工作者及研究生在电镜观察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而又苦于无系统参考资料的情况，都盼望有一本系统介绍神经系统超微结构的工具书。
鉴于此，我们结合多年的经验和积累编著此书，以期为广大神经科学工作者及研究生提供一本有价值
、实用性强的参考书。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以光镜图片形式简要介绍了神经元的一般形态，是了解神经元超微结构的基础
。
第二章至第六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直观地、全面系统地描述了在透射电镜下神经元、神经元突起、
突触、神经胶质细胞、脑血管、脑室脉络丛等的超微结构，既包括经典的透射电镜下超微构造，也特
别介绍了冰冻蚀刻、免疫电镜等各种?新技术条件下观察到的超微结构。
本书的突出特征是“按图索骥”，使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根据图上的标示，对照正在观察的切片，找到
所需要的电镜结构，并能从附在图旁的简要文字介绍中了解该结构的特征。
第七章简要介绍了中枢神经系统中几种常见肿瘤的超微结构病理学特征。
第八章中有关电子显微镜技术的标准操作规程和超薄切片的制备技术要点，是首都医科大学电子显微
镜室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总结。
另外，本书还有三个附录，包括电镜超微结构术语汉英、英汉对照以及英文名词缩写检索索引，方便
读者进行查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电镜室马洪骏教授、美国,hNJ+!大学洛杉矶分校张念辉博士的
大力支持并提供了宝贵的照片；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习北京神经科学研究所王元身老师、医学实验与测
试中心鲁强、高尔静老师在实验技术上给予的大力支持；另外，我们还要对美国肯塔基大学电镜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电镜室的同仁们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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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膜蛋白分子的运动一般可分为侧向扩散和旋转运动两种。
膜蛋白的运动受脂分子、与其结合的糖分子细胞膜内面的细胞骨架和外周蛋白的影响。
微管有固定膜蛋白位置的作用，微丝可引起膜蛋白运动。
用细胞膜融合和间接免疫荧光方法可以证明膜蛋白的侧向扩散。
融合前用红色和绿色荧光抗体分别标记人和小鼠的膜抗原（膜蛋白），然后使两种细胞融合，在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人一小鼠杂交细胞表面抗原分布的变化。
在刚融合时一半显示红色颗粒，一半显示绿色颗粒。
培养40分钟后，两种颜色的荧光基本均匀分布。
在生理状态时，膜蛋白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是保证完成它的各项功能的重要条件。
三、神经元胞膜的功能选择性通透作用：细胞膜不是单纯地起屏障和支架的作用，而是严格控制着物
质的进出，具有选择性的通透作用。
通透作用主要是通过被动扩散和主动运输来实现的。
被动扩散形式虽多，但一般是指细胞及其周围物质由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的扩散而言，也就是顺
浓度梯度扩散，扩散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细胞膜两边物质的浓度梯度、溶质分子的大小、电荷的性质以
及细胞代谢的状态。
一般认为非电解质分子比带电粒子容易通过，脂溶性物质能直接通过脂质双分子层而扩散。
气体和水分子较小，也容易通过。
非脂溶性物质，如葡萄糖等虽也容易通过质膜，但必须有内在蛋白质的帮助，一定构型的蛋白质仅帮
助一定种类的物质通过质膜。
帮助离子透过的蛋白质称为离子通道。
其他糖类和大的蛋白质分子则不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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