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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生物学基础 

第一章  绪论（非重点） 

识记： 

一、传统医学的主要观点 

1、希腊传统医学：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主张精神疾病和其他躯体疾病一样是

由于自然因素而引发的，创立了体液说。 

2、波斯传统医学：也是体液说同时相信人体内各种内脏与精神活动有关，其中

最重要是的是心脏，认为心脏是主管感情、灵魂，提供内热及生活的元气。 

3、印度传统医学：也是体液说，认为人体由各种自然元素合成，包含空气、水、

火、圭，这些元素相互作用而发生人体的躯体功能。 

4、中国传统医学：建立在阴阳二元与五行学说基础上。重视五脏的功能，并且

每一内脏均予以归位。 

二、心理的生理基础研究进展总是与研究方法有关 

三、动物行为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技术 

通过对动物的脑部分损毁，观察动物随后的行为，这种方法叫做实验性切除。作

为神经科学中使用的最久的方法。 

电解法：对皮层下区域插入金属电极，通以电流将神经元内的物质电解，导致神

经元的死亡随后观察脑损毁后的动物行为的变化等。 

领会： 

一、现代医学的主要观点：机体内环境及内环境稳态的调节 

细胞外液成为体内细胞直接接触的环境，在生理学中称之为内环境。内环境稳态

的保持，是机体各个细胞、器官和系统的活动以及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疾病时，体内细胞和器官的正常活动受到损害，导致内环境物理、化学性质的改

变。人体具备维持内环境稳定的能力，机体对细胞、器官功能活动的主要调节方

式包括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和自身调节。 

二、人脑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技术： 

1、脑电活动记录技术：是用电极从头皮记录到的电位变化。 

0．5-2Hz=人睡眠及极度疲劳或麻醉状态、4-7Hz=人困倦时出现、8-13Hz=人放松

或闭眼时会出现、14-30Hz=当人警醒时会出现的频率较高、波幅较小的脑电波 

脑电图一般是在大脑皮层没有接受明显的刺激输入条件下记录到的脑电活动自

发脑电图，记录到的是大量神经元电活动的结果。 

当某种特定的刺激作用在人体感觉系统的某一部位时，会在脑区引起电伴变化，

这时记录的脑电变化被称作诱发电位，有人将各种刺激统称为事件，于是刺激诱

发电位就变成了“事件相关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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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机轴断层描技术：CAT是将X光照相和计算机处理方法结合起来观察脑的

组织病变技术。 

3、正电子放射层描技术：神经活动要消耗一定的葡萄糖，并使局部血流增加。

PET的主要原理是：给人体注射经过加速器处理后能放射正电子的葡萄糖，通过

PET食品可以测量脑代谢时消耗的葡萄糖的数量，从而获得脑内的分布图。 

4、核磁共振显影技术的基本原理：MRI。脑成像领域中最令人兴奋的摄影术，也

许是核磁共振显影技术。不过不需要注射。 

 

1、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生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是有区别的，生理心理学的方法如电

解法 

2、正电子放射层描术PET与计算机轴断层描技术CAT等其他造影术不同，它得到

的是活性物质代谢率的机能动态图像 

3、许多组织、细胞自身也能对周围环境变化发生相应的反应，使其功能得到相

应的调整。由于这种反应是组织、细胞本身的生理特性决定的，并不依赖于外来

的神经或体液因素的作用，所以称为自身调节。 

4、稳态：内环境的各项物理和化学因素是保持相对稳定的。 

 

第二章  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识记： 

一、躯体神经系统的基本组成及功能 

1、脑神经：与脑部相连的12对神经。和脊神经：与脊髓相连的31对神经，包括

感觉纤维（将感觉信息传导至中枢神经系统）和运动纤维（支配骨骼肌）。有的

专司头面部的感觉运动功能，有的专司感觉传入运动指令付出功能，有的是感觉

和运动混合的功能。 

2、感觉神经：与感受器相连，肌将外界刺激所引起的神经冲动传送至中枢；和

运动神经：与效应器相连，将中枢向外传导的神经冲动传送至肌肉，从而表现出

来。 

二、脊髓：脊髓的组成结构及主要功能 

组成：灰质（大多数神经细胞的胞体常聚集成各或成层即神经核）、白质（由具

有一定功能的上行和下行神经纤维束组成） 

功能：传导功能（来自躯干、四肢及大部分内脏的各种刺激需要经过脊髓才能传

导到脑，反之，脑的活动也需要通过脊髓的传导才能传递给上述各部位）、反射

功能（包括躯体反射和内脏反射，脊髓内部完成反射的结构，包括感觉神经元将

神经冲动传入脊髓后，脊髓中的中间神经元不将之传人大脑，直接就回传给运动

神经元，而至反应器，完成反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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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脑的三个切面及关于方向的术语 

脑的三个切面：冠状切面（中间自上而下）、矢状切面（顺着自上而下）、水平

切面（与地面平行） 

术语：神经轴线的前端-前部（腹侧），后端-后部（背侧），神经轴以上称为上，

以下我为下。从前部看神经轴左边为左侧，右边为右侧，靠近中间部分为中部。 

领会： 

一、自主神经系统（植物神经系统，不受意志支配而自主工作，主要控制内脏，

包括身体各种腺体的活动）的基本组成及功能：相对独立地维护机体的内环境的

稳定平衡，不由大脑随心所欲地控制。下丘脑是调节和控制自主神经系统的最高

中枢。来自内脏的感觉冲动由自主神经系统的感觉纤维传递至中枢神经系统，在

初级中枢整合内脏感觉，并投身到高级中枢。于是精确的反应信息经自主神经系

统的运动纤维反馈给内脏器官。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是运动和感觉 

1、交感神经系统：控制机体的能量资源，在机体需要能量进行比较强烈的运动

或应付某种意外的刺激时，有动员机体的资源和能量的“促活动性”功能。 

   副交感神经系统：有保持体能和能量的“促营养性”功能 

二者功能相互拮抗，又相互协调，使神经系统可以更精细、准确地调节内脏和腺

体的活动。大多数躯体器官接受交感和副交感系统的支配 

二、脑的基本结构及其功能： 

1、前脑：大脑皮层、丘脑（为大脑皮层输入信息）、基底神经节（与运动调节

有关）、下丘脑（主要控制脑垂体）、边缘系统 

2、中脑：位于脑桥与间脑之间，背侧部为四叠体，上面为上丘，下面为下丘 

3、后脑：延髓、脑桥、小脑 

三、脑内与半球间的联接： 

1、联络纤维：称大脑内纤维，将半球内的不同部位联接起来，包括短程纤维（连

接邻近脑回的联络纤维）和长程纤维（位于皮层较深的部位，并可聚集成相当明

确的纤维束，这些纤维束不同的叶）。 

2、连合纤维：称大脑间纤维，联接两半球内相应的或同等的区域或结构，包括

胼胝体（神经系统中最大的连合纤维，将半球内相应的新皮层区连接起来，负责

两个半球之间的信息传递）、前连合（一圆形的致密的纤维束）和海马连合（琴

连合） 

3、放射纤维：将神经冲动从深部结构传递到皮层或从皮层传递到深部结构，分

为传入和传出。传入纤维将神经冲动传递到皮层，而传出纤维将神经冲动自传出。

放射纤维呈放射状排列，冠状状向脑干会聚。 

四、脑功能的学说：定位说（脑功能定位学说）、整体说（不存在脑结构的功能

定位，脑功能的丧失与皮层切除的大小有关，而与特定部位无关）、三个机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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