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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神经科学的崛起是生命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多项进展和突破为人类揭示大脑工作的奥秘，认识神经
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人脑是由数百亿个细胞高度有序构建而成的细胞集合体，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经系统是一个可以供生物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通讯网络，它不断接受信息、分析信息、
储存信息（记忆）并作出决定，使机体产生相应运动或使腺体分泌，从而促使机体适应周围环境变化
。
为了完成这些复杂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基本细胞单元——神经元之间必须进行高度精确和有效的信息
传递。
神经元最主要功能是通过特化的结构——突触来实现信息传递，即突触传递。
对于大多数神经元而言，它们之间的突触传递是通过释放某些化学物质——神经递质来实现的。
一个突触前神经元可以将突触信号传递到突触后神经元或效应器官，一个神经元可以与数千个神经元
形成突触联系。
这种特化的突触传递形式是神经元区别于其他细胞的重要特点，也是神经系统之所以具有如此复杂功
能的基础。
　　神经递质释放与跨膜信息的传递及整合是神经细胞最基本的功能特征，对突触传递机制的研究是
人类认识复杂神经系统功能的前提。
神经突触结构及功能的改变均可引起神经系统信号网络的异常，严重时引发神经系统疾病。
因此，对突触传递机制的研究已成为神经科学领域近百年来重点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神经科学
中极其重要的前沿领域。
　　神经科学和其他学科形成了众多交叉学科，如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内分泌、神经化学、神
经生物学、神经药理以及系统神经科学和神经病学等。
近十年来，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使众多医学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对神经科学产
生了浓厚兴趣。
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逐步被列为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教学课程。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优秀的、内容全面的、介绍神经科学的教科书和专著，如韩济生院士主编的
《神经科学原理》、杨雄里院士等译著的《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许绍芬教授主编的《神
经生物学》、孙凤艳教授主编的《医学神经生物学》、鞠躬院士主编的《神经生物学》以及由韩济生
、蒲慕明、饶毅等主编的新版《神经科学原理》，这些教科书和参考书的出版对我国近年来培养年轻
一代神经科学工作者和促进中国神经科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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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神经元突触传递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采用了众多彩色图表，不但突出了基本概念的阐述，也
对基本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作了介绍，把经典内容和前沿知识进行了有机结合。
神经递质释放与跨膜信息的传递及整合是神经细胞最基本的功能特征，对突触传递机制的研究是人类
认识复杂神经系统功能的前提，是科学领域近百年来重点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神经科学中极其
重要的前沿领域。
《神经元突触传递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主编盛祖杭教授目前担任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神经突触功能
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在编写《神经元突触传递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时他大量引用了在美国15年从事神经科学研究、教学
的成果和创见，以神经系统的基本功能——突触传递为核心，较系统地、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突触的结
构、神经元的细胞骨架系统和物质的合成转运、突触传递及其调节机制等一系列有关神经生物学的核
心问题，从细胞和分子水平详细阐述了神经递质释放与跨膜信息传递及整合的过程以及机制，从而揭
示大脑复杂的功能活动。
　　《神经元突触传递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可作为神经生物学专业教师和有关科研人员的参考读物
，也可作为综合性大学生物系和医学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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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突触传递概述　　第一节　神经元的形态特点　　神经系统具有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最复
杂的特性和功能。
要认识大脑的工作方式和过程，首先要了解组成神经系统的细胞及其功能。
神经系统主要由神经元（neuron）和胶质细胞（glia）组成。
虽然胶质细胞在数量上大约是神经元的9倍，但是在大脑中，神经元才是接受外界刺激、进行信息传
递和处理的主要功能单位。
　　人们初识神经元，是在19世纪末。
当时，德国神经科学家Franz Nissl开创的“尼氏”染色（Nisslstain）可以将神经组织中的神经元与胶质
细胞区分开来。
然而，直到意大利科学家Camillo Golgi建立了银染法并用于脑组织片染色后，人们才第一次真正了解
了神经元的特殊结构。
神经元是高度极化（polarized）的细胞，由胞体（cell body／soma）和突起（neurite）两部分组成。
而突起又根据其形态分为两类：轴突（axon）和树突（dendrite）。
轴突直径较为一致，分支较少，可长达几百微米；树突分支复杂，由近及远逐渐变细。
在大脑中，不同脑区（类型）的神经元，其轴突和树突的形态有很大的差异（图1—1）。
神经元的每一部分，乃至同一结构上的不同部位，在细胞发生和成熟的过程中都行使着不同的功能。
这是神经元区别于其他细胞的重要特点，也是神经系统之所以具有如此复杂功能的结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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