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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知神经科学是研究认知神经机制的学科，是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交叉的产物，目的在于阐明认知活
动的脑机制。
认知神经科学是20世纪末诞生的，属于新兴学科，它采用的无损伤脑高级功能成像方法为当代心理学
开辟了一条新的广阔的发展途径。
国内外心理学实验室纷纷安装脑功能研究仪器，有关认知神经科学的论文不断涌现。
认知神经科学正取代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发展的新潮流。
本书属认知神经科学的入门书籍，在内容上学术观点与方法的阐述并重，在方法学方面重点对无损伤
脑高级功能成像方法的技术基础进行了论述，其中还反映了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本书注重学术观点与方法的阐述，在方法学方面重点对无损伤脑高级功能成像方法的技术基础进行了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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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脑与神经元第一节 神经系统二、大脑的基本结构大脑半球表面（见图1-2）凹凸不平。
凸出的地方称做回，凹进的地方称做沟。
有三条沟把每个大脑半球分为五个叶。
这三条沟是中央沟、外侧沟、顶枕沟。
五个叶为额叶（中央沟前方）、顶叶（中央沟与顶枕沟之间）、颞叶（外侧沟以下）、枕叶（顶枕沟
后方）、岛叶。
额叶由额极至中央沟和外侧沟以前的部分组成。
其中，在中央沟之前与之平行又可分为上下中央前沟；额上沟由中央前沟向前、向下延伸，将额叶外
侧面分为三个平行的脑回，即额上回、额中回、额下回；眶沟与眶回位于额底面；嗅沟与中线平行；
扣带回在大脑半球内侧面，扣带沟与胼胝体之间呈半月形或拱形；旁中央小叶为四边形脑回，位于半
球内侧面环绕中央沟末端。
顶叶前缘为中央沟，后缘连接顶枕沟，下缘抵外侧沟平面，其中有中央后沟，在中央沟之后，且与之
平行分为上下两部。
顶间沟为一水平沟，有时与中央后沟相连，顶上小叶在顶间沟水平部之上，其下为顶下小叶；缘上回
又称为环曲回，为顶下小叶之一部，围绕外侧沟后端；角回也是顶下小叶的一部分，围绕颞上沟的后
端且与颞中回相连；中央后回为皮质上的躯体感觉区，位于中央沟和中央后沟之间；楔前叶在顶枕沟
与扣带回升支之间，为半球内侧表面的后部。
枕叶为位于顶枕沟连接前切迹间假设线之后的锥形脑叶。
其中大脑内侧面的枕外侧沟将枕叶分为上下回；距状裂将枕叶分为楔叶和舌回；梭状回的后部在枕叶
的腹面和底面、颞下沟与侧副沟之间。
颞叶在外侧沟的下方，即顶叶的下方、枕叶的前方。
它由颞上、中、下沟分为颞上回、颞中回和颞下回。
颞上沟与外侧沟平行，横过颞叶上部；颞中沟在颞上沟下，且与之平行；颞上回在外侧沟和颞上沟之
间，是颞叶外侧面的一部分；颞中回位于颞上沟和颞中沟之间；颞下回在颞中沟之下，其后部与枕下
回相接；颞横回在外侧沟下缘，占据颞叶表面上部的后端；颞下沟位于颞叶下部，前抵颞极，后至枕
极。
梭状回位于颞下沟的内侧面，颞下回在其外侧面；海马沟位于颞叶的下部内侧面，而海马回位于海马
沟和侧副沟之间，其前部弯曲成钩状，称为海马回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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