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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经科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交叉和重新组合，形成了诸多分支学科，神经药理学就是这样一门新
兴学科，它既属于神经科学的分支，也是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国内外生命科学界颇为重视
的热门交叉学科。
神经药理学的兴起，是当今医药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药理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所在。
神经药理学的具体任务，一是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特点，丰富神经科学的内涵；二是研究发现和使用
药物，防治日趋增多的神经精神疾患；三是阐明药物和具有神经精神活性的内源性物质作用于神经系
统的方式、环节和机制。
本书编写思路是以神经系统递质、受体和离子通道为主线，将神经科学、分子生物学与药理学相关知
识融会贯通，编排上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章，内容涵盖神经药理学的各主要方面。
通览全书，可使读者对神经药理学的基本知识及最新进展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从而为指导基础研
究、临床实践和新药研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国研究生招生数量逐年扩大，培养目标应具有本领域坚实而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
识。
因此，对于药理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生开设神经药理学课程已是势在必行。
《基础神经药理学》的编写单位包括了山东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大学、中南大学、沈阳药科大学以及第三军医大学等国内著名
高校和一流研究机构，编写人员均为长期从事神经药理学教学和科研的研究生导师，结合自己的研究
方向，选择自己熟悉的内容撰写，以保证本书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编写过程中尽量做到概念清楚，层次分明，便于老师“教”和学生“学”，使之更加具有“教学用书
”的实用性。
山东大学药学院新药药理研究所张庆柱编写第1、2、3、12、13、15、16、18、21章和第10章的第1、2
、4、5、7、8、11节，以及索引；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司天梅编写第4章；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
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孙兰编写第5、7章；中南大学药学院胡长平编写第6章；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胡国渊编写第8、9章；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吴英良编写第10章的第3、6、9
、10节；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李斐、苏瑞斌编写第11章；第三军医大学药学院李淑慧、李
晓辉编写第14章；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周文霞、胡增蛲编写第17章；山东大学药学院郭秀
丽编写第19、20章。
本书主要作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药学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使用。
可供讲授32～64学时，2～4学分，各校可根据自己的学时数和实际情况自行选择教学内容。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各位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内容涉及生命科学的诸多方面，尽管我们在主观上尽己之所能，但限于主编和作者的知识水
平，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药理学界同行及广大师生批评指正，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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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枢神经递质和离子通道为主线，将神经科学与分子生物学的相关知识贯穿和融会其中，重点
阐述各种递质及其受体与神经精神疾病的关系以及相关药物的作用机制。
在写法和内容上不重复本科生《药理学》教材，也不似参考书冗长繁杂，新的进展只是一些成熟或比
较明确的结论，尽量做到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字数控制在65万字左右，插图近百幅。
各章节内容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章。
本书主要作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以及药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使用，也可供神经科学研究人员及临床专
业医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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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第二章 神经药理学的解剖与生理基础第三章 乙酰胆碱与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四章 去甲
肾上腺素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五章 多巴胺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六章 胆胺
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七章 5-羟色胺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八章 谷氨酸与相关
疾病及作用药物第九章 y-按基丁酸、甘氨酸与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十章 神经肽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
及作用药物第十一章 内阿片肽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十二章 嘌呤啶类与神经系统相关疾
病及作用药物第十三章 一氧化氮与神经系统疾病及相关药物第十四章 花生四烯酸及其代谢产物与神
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十五章 神经类固醇激素与相关疾病及药理作用第十六章 褪黑素与神经
系统相关疾病及药理作用第十七章 神经营养因子与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十八章 细胞内钙调控与神
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十九章 钠通道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二十章 钾通道与神经
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第二十一章 氯通道与神经系统相关疾病及作用药物中英文名词对照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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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四节  神经药理学研究技术与方法神经药理学常以脑内的特定靶区，或某种靶功能为其研究
对象，以多种学科技术的综合研究为其特色，借以确定药物对神经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代药理学的研究已深入到了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其研究手段融合了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神经药理学更是如此。
药理学大师Caddum曾经说过，药理学家是多面手（jack of trade ），凡是可以阐明药物作用原理的技
术都要用上。
下面扼要介绍神经药理学研究中的几种常用技术和方法。
一、体外神经组织培养神经组织培养主要包括神经细胞培养（cell culture）和脑片培养（slice culture）
。
体外神经细胞培养与其他类型细胞培养不同，正常神经细胞只能增大而不能增殖，即只能原代培养
（primary culture），不能传代培养，没有细胞分裂现象，无法观察细胞周期变化。
随着培养期的推迟，神经细胞数只会减少，不可能增加。
神经胶质细胞则可以增殖，并可传代培养。
神经细胞的原代培养或称初代培养，是指从体内取出某一神经组织，在无菌、适当温度和一定营养条
件下，使之在体外存活和生长，并保持其结构和功能。
原代培养的特点是细胞或组织刚离开机体，其生物学性状尚未发生很大改变，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在体
内的状态，表现出原组织或细胞的特性；同时体外细胞培养的条件减少了在体神经组织的复杂性以及
对细胞环境的操纵性，有利于预测和研究单个细胞在体的功能，用于药物实验，尤其是对于研究药物
对细胞活动、代谢、结构、功能的影响，以及有无毒性或杀伤作用是极好的工具。
但神经细胞在体外培养时，其生长环境，细胞间的生理联系及相互作用，细胞的三维结构等均与在体
大不相同，因此可以预期它们的行为特征不可能与在体内时完全一样。
神经胶质瘤细胞株（如PC 12，SY5Y等）易于存活，生长快，可以传代并长期保存，在某些神经系统
病理模型制作中更为常用，但与原代培养神经细胞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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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神经药理学》供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药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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