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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内容有Antpedia系统自动生成，仅作参考，我们不保证内容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证实或者了解
最新信息，请联系广州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联系方式

广州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250号广医二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邮编：510260

　　电话：基础部：020-34152640(1) 秘书部：020-34152626

　　传真： 020-34152626

　　email： ion@gzneurosci.com

　　网址：http://www.gzneurosci.com/

http://www.gzneuro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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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简介

广州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神经科学研究所于1986年9月26日经广州市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1988年10月9日建成揭幕。
广州医学院蔡昭明副院长兼任所长，温祥来博士任名誉所长;1995年，陆雪芬教授任所长;2002年，
廖卫平教授任所长，陆永建主任医师、徐恩主任医师任副所长。朱建堃教授、王增慧教授、郑德
枢教授、何旦莎副研究员、燕启江副研究员等历任副所长。

　　香港著名神经外科专家温祥来博士，曾任亚太地区神经外科学会主席、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
第二副主席，受聘为广州医学院名誉教授，鼎力支持神经科学研究所建设。他亲自拟定神经所建
立和发展规划方案，具体指导建所和科研、医疗工作。他不辞劳苦，奔波于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之间，为研究所先后募集仪器资金总值近
2600万港元。从美国、加拿大、香港推荐12为位神经科学著名学者，兼任研究所学术职务。多方
联系取得资助送研究所几位青年研究人员出国进修提高。研究所先后得到何善衡基金会等机构和
个人的捐助。在温博士支持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神经科学研究所，其模式、设备、技术、规模，
在华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神经科学研究所分基础科学部分和临床科学部分。临床部分设在第二附属医院，拥有4个病区
和独立的手术室、复苏室，共有病床170张，专科手术室4间。开设神经内、外科专科门诊、急诊，
临床电生理诊断室，癫痫中心。配置了优良的治疗环境和先进的诊疗设施，装备有接触性激光、
生理监护仪、Video-EEG 等一系列先进设备，加上二附院的CT、ECT、γ-
刀、X线脑造影设备，构成甚为完整、先进的临床神经科学研究和诊疗体系。基础科学部分原设
在学院本部，有600平方米的实验场所;随着何善衡脑科中心的落成，基础科学部分于2000年3月顺
利搬迁至第二附属医院何善衡脑科中心，实验用房2100平方米，重要科研设备1000万元以上;本实
验室拥有独立的图书室等配套的教学与研究设施。按专业分为神经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生
化、神经电生理、神经病理、细胞培养、高效液相、医学信息实验室等，装备有整套的先进仪器
设备。

　　神经科学研究所十分重视学术队伍建设，大力引进高层次的学术骨干，如神经内科教授熊希
民、陆雪芬，神经外科教授朱建堃、李镜荣，神经生物学教授郑德枢等等，带动了科研、医疗发
展和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先后选送到国内、外进修培训的有54人。建所十多年来，造就正高职
称的10人，副高职称13人。目前全所教职工160人，具有技术职称的145人，具有博士学位5`人，具
有硕士学位9人，其中正高14人，副高16人，中级职称40人，初级职称75人，形成结构甚佳的学术
梯队。

　　神经科学研究所十年来科研成绩喜人。1992年神经病学被评为省重点扶持学科，1994年神经
病学获准硕士点招生，并被评为市重点课程。1996年被卫生厅和市教委评为重点实验室。1994年
获准为硕士点。2004年获准招收博士研究生，并成立博士后工作站。科研成果获部、省级成果奖
11项次，市级成果奖13项次，学院成果奖10项次。申报获准科研立项57项，其中国家级9项，部、
省级25项，市级23项。公开发表和在国际、全国性学术会议宣读的论文共约500篇，主编卫生部
《癫痫》视听教材。

　　神经科学研究所专科医疗水平已达省内领先地位，在癫痫、儿童神经病、脑肿瘤等方面，已
达国内先进水平。收治省内、外乃至国外的急诊、疑难、危重病人及抢救病人，年门诊量约4.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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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年住院留医者约1500人次，病床使用率90%以上。神经外科年手术在500人次以上，迄今已
成功进行脑动脉瘤50例，无一死亡。脑干肿瘤直接手术30例，接触性激光切除肿瘤30例，省内最
早开展CT立体定向治疗神经外科疾病60例，华南地区最早进行γ-刀治疗震颤麻痹
70例，择期手术中脑肿瘤手术占一半以上，死亡率接近国内最低水平。神经内科收治大量急诊、
疑难、危重病人，抢救的危重疑难病例包括重症G--
-
S、重症肌无力、重症脑血管病、重症多发性硬化、重症脑炎、癫痫持续状态等等。随着医疗水平
提高，神经科学研究所在省内外的知名度提高，被邀参加院外省外会诊的次数越来越多，每年达
200人次以上，遍及华南各省、市、县。

　　神经科学研究所承担学院的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和神经生物学、神经生物学技术等课程的教
学和实习带教任务，包括研究生、本科、专科、高护班和护士学校等多层次的教学。目前每年招
收硕士研究生3～6名。接受神经科医生进修培训，先后接受本省和国内8个省的进修医生200多人。

　　神经科学研究所重视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曾邀请许多著名学者不定期到所讲学。十多
年来研究所接待国外学者30批、50人次到所讲学和交流;2002年在我院成功举办第三届华夏癫痫学
术会议，促进了本所学术水平提高和学术研究发展。

实验室特色

　　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模式、设备、技术、规模，在华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神经科学研究所分基础科学部分和临床科学部分。配置了优良的治疗环境和先进的诊疗设施，
装备有接触性激光、生理监护仪、Video-EEG等一系列先进设备，加上二附院的CT、ECT、γ-、
X线脑造影设备，构成甚为完整、先进的临床神经科学研究和诊疗体系。宽阔的实验场所，重要
科研设备1000万元以上；

　　拥有独立的图书室等配套的教学与研究设施。按专业分为神经形态学、分子生物学、神经生
化、神经电生理、神经病理、细胞培养、高效液相、医学信息实验室等，装备有整套的先进仪器
设备。

　　神经科学研究所具有雄厚的学术科研力量。建所十多年来，造就正高职称的10人，副高职称
13人。目前全所教职工160人，具有技术职称的145人，具有博士学位5`人，具有硕士学位9人，其
中正高14人，副高16人，中级职称40人，初级职称75人，形成结构甚佳的学术梯队。

所获奖项、认证

91年以来先后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次，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
市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六次，三等奖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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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一) 癫痫

　　癫痫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对病人和社会的危害大，同时癫痫的研究涉及脑功能的基本问
题——电兴奋性过程，是脑研究的一个窗口。在近年的研究中，我们绐终坚持基础与临床相结合，
创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路线，对癫痫的基础和临床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完成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一项，省市级课题多项，取得一定的进展，确立了在国内的领先位置，得到了同行的
肯定。

　　a)
癫痫发作期改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在有关额叶癫痫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专著“神经系统疾
病理论与实践”
中“癫痫发作期脑电图改变及记录技术”部分;"长时间监测在临床的应用价值研究"在全国会议报
告,获得好评;有关失张力发作的论文在22届国际癫痫会议发表。

　　b)
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癫痫与精神分裂症单胺递质代谢变化的对比研究”。明确了脆性
X综合征与癫痫的关系，并发现相当部分脆性X综合征患者有高热惊厥史并与脆性表达率有关。有
关论文在全国及国际会议和中华神经科杂志发表。进行了拉莫三嗪抗癫痫的临床观察及皮质发育
异常与癫痫关系的观察等。完成了“中国残疾预防学”和"临床实用儿科学"中有关癫痫的章节编
写。

　　c)
基础研究方面，用免疫细胞化学方法研究了癫痫发病过程抑制性神经元的细胞水平的变化;用原位
杂交免疫细胞化学方法研究了癫痫发病过程GABA受体亚单位的
mRNA改变;用Tunel末端标记技术研究了癫痫发病过程中海马细胞凋亡情况，并用双标记技术研究
了凋亡神经元的化学性质;用离体海马及大脑皮质神经元细胞培养法研究了马桑内酯及其他致痫剂
的细胞毒作用。

　　d) 明确了柴胡挥发性物质成份的抗癫痫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用超临界CO2对柴胡进行了分段萃取，目前正进行各段抗癫痫治疗作用的研究。

　　e)
癫痫中心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已于1997年建立了癫痫中心，这是我国目前唯一有病房、门诊、
咨询部、电诊断室及基础实验室的癫痫中心。目前该中心的诊疗水平已国内领先，如癫痫持续状
态的抢救成功率已>90%。负责我国国家癫痫中心筹建的医科院吴建中教授考察后认为这是目前国
内功能最完整的癫痫中心，其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标志性成果：额叶癫痫及有关癫痫发作期改变的研究。额叶癫痫是临床上表现特殊、诊断困
难的一种癫痫，廖卫平教授等同志1993年国内首次报道了额叶癫痫，并对其临床特征、发作期脑
电图进行曲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随后建立了一系列观察和研究癫痫发作期改变及额叶癫痫诊断
和鉴别的方法，对癫痫的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意义。该研究1995年获Sackler中国医师年度奖，廖f卫
平教授并应邀到美国9所大学进行了学术交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后有关的研究已正式发表学
术论文7篇，有关内容写入了两部专著，并推广到多家医院。

　　我们将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不同柴胡成份抗癫痫作用及其机理研究，重点研究柴胡对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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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生理过程的影响，希望在中药的开发及其中枢神经系统作用方面能有所突破。同时继续癫痫机
制的研究。

　　(二) 脑血管病方向

　　1.承担国家八五、九五攻关课题、省科委重点课题、省五个一工程课题、市科委课题等。已
完成古镇2185人的基线调查及每年随访，组织起镇政府及镇医院的联合领导机构，整顿了村一级
卫生站，初步建立并健全了防治网络，并开始运转。古镇1996年被广东省卫生厅定为心脑血管病
社区防治示范区，1997年被卫生部定为全国慢性非传染病社区防治示范点。前后共在国家级杂志
发表论文12篇。有关成果经专家鉴定认为达国内先进水平并已获广州医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广
州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2.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新生鼠缺血缺氧性脑损害的特点及预防"已完成并已写出论文参加了
全国神经科学会议交流。

　　3.参加了国家九五攻关课题-
-急性脑梗塞的溶栓治疗的协作研究，已完成第一阶段实验，正抓紧进入第二阶段。

　　(三) 儿童神经病方向

　　儿童神经病学在我国起步较晚，我们近年来在有关疾病的诊断、生化机制及分子生物学进行
了系列研究，在色氨酸代谢及有关疾病中改变的研究方面曾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一项，在
国内外权威性杂志上发表论文数篇，取得了较大的影响。部分研究达国际先进水平。

　　标志性成果：血、脑脊液中色氨酸及其代谢产物的测定以及临床应用的研究。建立了一系列
测定血、脑脊液中色氨酸及其代谢产物等重要生物活性物质的方法，具有简便、快速、灵敏和精
确度高，特异性强，观察指标全面、系统等优点，用于神经、精神科的有关研究，取得了不少新
发现，1992-
1994年曾在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7篇，并在多家高等院校中应用，为神经精神科有关研究提
供了一有力的工具，解决了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受到欢迎，获1995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此
后，先后完成广州市科委重点课题“脆性X综合征色氨酸代谢研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癫痫与精神分裂症单胺递质代谢的对比研究”，目前已在“中华神经科杂志”，“Epilepsia”
等国内外杂志上正式发表论文10余篇。先后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来信索取论文。并推广到多家医
院。

　　我们将在下面几个方面深入研究：

　　1.
脆性X综合征的分子生物学诊断。部分研究的初步结果已写成论文,参加了国际会议。现准备进入
较大宗病例的研究。 有关此病色氨酸代谢的研究结果也已总结成文参加了国际会议。

　　2. 准备就儿童多发性抽动与国外一研究所合作进行基因诊断研究。

　　儿童代谢疾病的生化诊断。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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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95年以来获得资助的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项，国家95攻关子专题二项，省部委项
目七项，市厅级项目八项。

　　

　　(二)目前本学科可支配的科研经费约71万元。本单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五年来人均年科
研费 5 万元/年.人。

　　(三)1990年以来在国外重要专业期刊式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40篇，在国家级专业期刊
上发表论文式及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论文94篇，在省级专业刊物式地区性学术会议上报告论
文36篇。

　　

　　(四)91年以来先后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二次，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次，三等奖一次，
市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六次，三等奖八次。

　　

以下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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