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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嗅觉——对空气中化学成分气味刺激的感受能力，在低等生物中的重要性非常突出，是关乎规避风险
、寻觅食物、交配繁衍等与种系存亡相关的要素。
随着生物进化，化学感受器在生存发展中的重要性似被视、听、温度及机械刺激的感受功能所取代，
近代生物、生理学对视、听、体感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在临床诊、疗、康复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已
是共知的事实，而嗅觉、味觉化学感受器的作用如何？
确实长时间被大众忽略了，耳鼻咽喉科医生长期以来，也只把嗅觉作为一个次要的症状。
可幸的是科学工作者中有为数不多的尚智者甘心寂寞，契而不舍，在嗅觉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与临床医
学上作了深入研究，长期的苦苦探索获得了突破性进展，Richard Axel和Linda B.Buck两人共获2004年度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使气味感受系统结构、机理研究及临床应用由长期
处于压抑和不受重视的状态中进发出来，改变了人类嗅觉感受功能弱化和无关紧要的传统观念，揭示
出嗅觉感受与人类各种复杂的情绪变化、嗜好趋向、记忆和遗忘及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精神、心理疾
病存在密切的关系，还可能成为包括内分泌、消化、循环等系统性疾病的表征。
可以预想嗅觉这个在“人之初”时就曾引导新生觅食占有重要地位的最原始化学感受能力，当人类要
求有更高质量的环境气氛和情感生活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临床医学诊疗与疾病康复过程中会有
更广泛的应用。
此次有幸首阅由倪道凤教授牵头，以协和医院嗅觉基础与临床研究队伍为骨干，聚集国内相关专家合
力编著的《嗅觉基础与临床》一书，真有茅塞顿开、目光一震的感觉。
本书我虽完全读完，但我感觉到它的新颖与厚重。
作者们通览国内外可能收到的重要文献资料，结合自身研究成果和工作体会，汇成60余万字、130余图
片的专著，开拓了我国在嗅觉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先河。
阅读中感到本书在人体结构与生理学研究（尤其是脑的研究）及其临床应用方面，为读者打开了一扇
窗户，为探索开放了一片引人畅游的海洋。
在此，我衷心感谢作者们的辛勤劳动，祝贺他们的成功，并兴奋地向从事神经系统结构和生理研究的
同道们，向耳鼻咽喉科、神经科、心理学科的同仁和医学生们推荐此书。
《嗅觉基础与临床》一书是我国嗅觉研究与应用的宏大开篇，也将成为经典的力作，值得反复阅读、
引证和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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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嗅觉基础与临床》一书从嗅觉系统的发育到功能检测、判定，包括介绍大量新技术、新方法用于临
床疾病诊断，集目前嗅觉研究、相关疾病诊断之所全，彰显了该书的推广使用价值。
作为第一本关于嗅觉的专著，是众多关注嗅觉研究学者们多年来共同努力、汇集大量心血凝集的成果
。
作者们采用图文并茂的写作方式，使复杂的嗅觉研究变得浅显易懂，便于学习和领悟其中的深奥，加
深对嗅觉疾病正确诊断治疗的理解，是一本案头难得的专业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嗅觉基础与临床>>

作者简介

倪道凤，女，江苏盐城人，1970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多家杂志
的副主编或编委。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嗅觉基础与临床>>

书籍目录

基础篇  第一章  嗅觉系统的发育与胚胎学  第二章  嗅觉系统的解剖    第一节  嗅黏膜的解剖    第二节  嗅
球的解剖    第三节  嗅觉中枢的解剖  第三章  嗅觉生理学    第一节  嗅觉换能分子神经生理学    第二节  
嗅球生理和神经化学    第三节  中枢嗅觉通路的感觉生理    第四节  嗅觉信息的神经编码    第五节  气味
记忆  第四章  嗅觉感受遗传学  第五章  嗅黏膜及嗅球的组织病理学研究  第六章  嗅觉通路的可塑性  第
七章  三叉神经系统和嗅觉    第一节  化学感觉三叉神经系统解剖    第二节  化学感受三叉神经刺激：人
心理物理和生理学研究  第八章  昧感觉和嗅觉的相关性    第一节  嗅觉和味觉的关系    第二节  味觉系统
的解剖和生理    第三节  味觉的临床估计    第四节  味觉障碍的分类    第五节  味觉障碍的病因和治疗临
床篇  第一章  嗅觉功能评估    第一节  鼻腔气流空气动力学    第二节  嗅觉心理物理测试    第三节  嗅觉
系统结构影像学    第四节  嗅觉功能影像学    第五节  嗅觉事件相关电位    第六节  嗅电图    第七节  嗅黏
膜的病理检查  第二章  嗅觉障碍总论    第一节  嗅觉障碍的分类    第二节  嗅觉障碍的病因    第三节  嗅
觉障碍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第四节  嗅觉障碍的治疗  第三章  传导性嗅觉障碍    第一节  慢性鼻窦炎和鼻
息肉    第二节  变应性鼻炎对嗅觉的影响    第三节  慢性鼻炎    第四节  鼻和鼻窦肿瘤    第五节  鼻腔结构
异常对嗅觉的影响    第六节  嗅裂疾病    第七节  鼻中隔成形和鼻成形术  第四章  感觉神经性嗅觉障碍    
第一节  先天性失嗅    第二节  外伤后嗅觉障碍    第三节  上呼吸道感染嗅觉障碍    第四节  嗅觉障碍与神
经退行性疾病    第五节  特异性失嗅    第六节  多种化学物敏感    第七节  环境毒性物质对嗅觉功能的影
响    第八节  嗅觉定性障碍  第五章  混合性嗅觉障碍  第六章  系统性疾病对嗅觉的影响    第一节  肝肾疾
病对嗅觉的影响    第二节  甲状腺、甲状旁腺以及肾上腺疾病对嗅觉的影响    第三节  糖尿病对嗅觉的
影响    第四节  药物对嗅觉的影响    第五节  抑郁对嗅觉的影响  附录一  中文名词-英文全称-英文缩写对
照(基础篇)  附录二  中文名词-英文全称-英文缩写对照(临床篇)索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嗅觉基础与临床>>

章节摘录

插图：在神经胶质和嗅球胚基形成后，神经纤维层的轴突束状进入嗅球胚基，在嗅球表层下方与放射
状神经胶质细胞混合形成神经纤维小体，它是嗅小球细胞（glomerular cell）的前体。
轴突到达嗅小球层的靶区域，延伸形成许多分支与僧帽细胞、丛状细胞、球周细胞的树突形成突触，
共同构成嗅小球层。
新进入的轴突位于嗅小球层的中央，并不断将旧的轴突挤向周边区域。
新的轴突表达GAP-43，它是未成熟嗅感受神经元的标志。
成熟的嗅感受神经元表达嗅标记蛋白（olfactorymarkerprotein，OMP）。
突触的建立有助于未成熟的神经元发育成熟。
在啮齿类动物，嗅上皮大约含有5百万个嗅感受神经元，表达1000～1300个不同的气味受体基因，嗅球
含有约2000个嗅小球结构。
每一个嗅感受神经元只能特异表达一种气味受体基因，表达相同气味受体基因的嗅感受神经元随机分
布在嗅上皮黏膜。
嗅感受神经元的轴突向嗅球投射仅与1～4个嗅小球结构形成突触。
在嗅小球细胞发育的早期，一个僧帽细胞向嗅小球细胞投射多条树突。
在成熟期，一个僧帽细胞仅向嗅小球细胞投射一条树突，即每一个嗅小球细胞与每一个特定僧帽细胞
形成突触。
突触形成、球周细胞、僧帽细胞、丛状细胞的存在是嗅小球层发育形成的必要条件。
嗅感受神经元的轴突对诱导嗅小球层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胚胎第19周，嗅球胚基已经增大延伸，并具有一定的形状。
嗅球胚基开始位于室管腔（ventricular cavity）的中央腔与侧脑室之间，中央腔是嗅脑室（olfactory
ventricle）的前体，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存在时间很短，很快消失，而侧脑室永久存在。
由于受解剖结构的限制，嗅球胚基向脑室喙侧生长，并向脑室尾侧转移，因此在组织学上不易看见嗅
球组织。
二、嗅上皮与嗅球的相互影响在许多神经系统，神经元的分化发育成熟受它的靶器官的影响，例如：
在胚胎期，将运动神经元与肌细胞分离，运动神经元将失活。
同样嗅球对嗅感受神经元的分化发育成熟也有重要的影响。
对器官培养实验、器官变性实验，器官重塑实验等研究表明，嗅球在嗅感受神经元发育过程中是必需
的。
将嗅黏膜分离单独移植培养时，嗅感受神经元不能完全分化、成熟，处于分化期的嗅感受神经元能发
育生成轴突和带有纤毛的树突柄，也有一些神经元能合成OMP。
而将嗅黏膜与嗅球共同培养时，嗅感受神经元表达带有纤毛的树突柄和合成的OMP的数量比单独培养
嗅黏膜时多2倍，这表明嗅球对嗅黏膜的发育有一定的影响。
对哺乳类动物行单侧嗅球切除后，术侧的嗅感受神经元发生变性，球形基底细胞分化产生新的神经元
移行至嗅上皮，但重塑的嗅上皮不完全，较术前变薄，分化成熟的神经元数量明显减少。
在切除嗅球侧，嗅上皮的神经元数量比未切除嗅球侧多2倍，但术侧几乎90％的神经元在术后2周死亡
。
这比神经元在正常嗅上皮的寿命短得多。
这是因为神经元分化成熟的营养成分来自嗅球。
嗅球切除后，嗅感受神经元不能得到来自嗅球的营养成分，而导致术侧嗅上皮大量新生神经元死亡，
重组的嗅上皮变薄，发育不完全。
僧帽细胞对于嗅感受神经元的分化发育也有影响。
将构成外侧嗅束的僧帽细胞切除，在嗅上皮可见增殖期的神经元增多，这可能与切除外侧嗅束的僧帽
细胞引起的神经元死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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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嗅觉基础与临床》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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