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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浦肯野神经元是小脑皮层唯一的输出神经元，其传入纤维主要包括来自橄榄核的盘状纤维和来自皮

层颗粒神经元的平行纤维． 基于与实际神经系统十分相似浦肯野神经元回路模型，本文研究了回路中三种

神经元( 浦肯野神经元，颗粒神经元，盘状纤维) 的相位响应曲线( PＲC) 并结合它们各自的 f-I 曲线对来区分

三种神经元的兴奋性; 进而对不同类型的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进行分析，着重考察了不同神经元之间突触

的电导系数与浦肯野神经元树突上的 CaP 电导系数的影响等，分析结果显示神经元之间同步性对于它们信

息传递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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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同步性活动是大脑神经系统中一种非常常见

与普遍的生理学现象［1-3］，同时它也被证明与大脑

中许多认知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 时间聚焦

与空间聚焦［4］，学习与记忆［5］，观察意识［6］，睡眠

与知觉感应［7-8］等． 另外，同步性活动也与许多中枢

神经的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 帕金森综合

症［9］，癫痫病［8］，精神分裂症［10］，阿兹海默症［10］．

因此，对于神经回路中神经元之间同步性的研究就

变得十分重要，只有掌握了神经元之间同步性的性

质才能更好的调节神经元的信息传递功能．

浦肯野神经元对于小脑的运动调节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也影响到人类大量的疾病，包

括酒精中毒，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和基因变异疾病

等． 在过去关于浦肯野神经元同步性的研究中，

Shin S-L 的研究小组主要通过动力学分析来研究

浦肯野神经元的自身发放特性，进而得到关于时间

聚焦［11］和回传序列［12］ 的相关性 质; Servais L 和

Cheron G 的研究显示浦肯野神经元的韵律性和同

步性特征可以用来调节小脑的快速振荡，并且它对

反馈回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3］; 而 Sergio S 和

Philippe L 则分别通过实验与模型的方法研究了颗

粒神经元与浦肯野神经元突触连接的相关性质，因

为该 突 触 被 认 为 与 信 息 的 储 存 与 传 递 密 切 关

联［14-15］; 基于此，本文主要就浦肯野神经元分别与

盘状纤维和颗粒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进行分析．

浦肯野神经元主要与盘状纤维和颗粒神经元

形成兴奋性突触连接，但是由于不同神经元之间突

触连接的固有性质存在显著性差异，所以不同神经

元之间的同步性也必不相同． 在本文中，通过建立

与实际神经系统非常相似的神经回路，我们主要研

究不同神经元在化学突触下的同步性问题． 数值结

果显示神经元之间突触的连接强度与浦肯野神经

元树突上 CaP 电导系数对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有

着显著影响．

1 模型与方法

本文构建的小鼠浦肯野神经元回路模型共包

括 4 种神经元: 浦肯野神经元，颗粒神经元，攀状纤

维，高尔基神经元． 如图 1 所示，175 根平行纤维分

别连接到浦肯野神经元远端的 175 根树突上; 攀状

纤维的 1 根轴突缠绕在浦肯野神经元近端树突的

主轴上，形成 13 个突触连接［16］; 高尔基神经元的

10 根树突与 10 根平行纤维相连接，另外 10 根轴突

与颗粒神经元的 10 根树突相连接，颗粒神经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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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平行纤维对高尔基神经元会产生兴奋性刺激，高

尔基神经元则通过突触的连接给颗粒神经元抑制

性的反馈作用． 注意: 由于未能找到 Mouse 的攀状

纤维的结构与离子通道的相关参数，所以本文借用

Ｒat 的攀状纤维代替 Mouse 的攀状纤维做相关的

模型建立于运算．

基于小脑皮层的解剖实验［17-18］，小脑皮层神

经网络中每种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关系［19］以及

各种 神 经 元 Hodgkin-Huxley 模 型 化 的 电 生 理 参

数［20］，浦肯野神经元回路中神经元的层次结构是

十分鲜明的，各种神经元在回路中的结构也是有序

排列的． 在理论的网络模型分析中，每个简单的神

经元模型都被描述成一个依靠传导的模型并且每

一个神经元的形态都可以用房室模型来刻画，神经

元内电信号传递的基本理论是 Ｒall 的电缆模型．

例如在本文中，蒲肯野神经元就包括胞体与树突，

根据不同形态特征，不同的神经元部分可以用不同

的房室数量来描述，具体的模型建立与方程见文献

［21］．

本文运用 NEUＲON 软件来模拟浦肯野神经元

回路模型，运用 MATLAB 软件来对数据进行处理．

数值模拟的结果经过多次演算，证明是正确的．

图 1 浦肯野神经元回路模型

Fig． 1 The model of Purkinje cell circuit

2 模拟结果与分析

2． 1 相位响应曲线的研究

相位响应曲线主要是用来分析周期性发放神

经元的固有性质与振荡行为［22］，神经元的相位响

应曲线可以根据神经元的兴奋性分类: 只有正值的

部分( type 1-like 神经元) 和有负值的部分( type 2-
like 神经元) ． 更重要的是，相位响应曲线的类型能

够显示输入-输出的功能以及同步性行为: 在网络

模型中属于 type 2-like 的神经元能够通过突触连

接来调节它们的同步性活动，但是 type 1-like 神经

元却不行［23］．
相位响应曲线是测量神经元下一个峰发放的

时间． 当神经元在某个时间点受到突然的短暂刺激

时，如果神经元呈周期性发放并且它的 ISI( 峰峰间

距) 为 T，t 是上一个峰发放的时间，A 是短暂刺激

的强度，T' ( A，t) 是刺激后下一个峰发放的时间，

注意 T'( 0，t) = T 是基准的发放频率，则相位响应

曲线如下:

PＲC = T － T'( A，t)
T

在图 2 中，三种不同神经元的相位响应曲线各

不相同，浦肯野神经元与颗粒神经元的相位响应曲

线全部数值都是非负的，而盘状纤维的相位响应曲

线部分数值是负的． 再根据 f-I 曲线我们已经判断

了浦肯野神经元与颗粒神经元属于 type 1-like 神

经元，而盘状纤维属于 type 2-like 神经元． 通过对

比可以看到，随着外界刺激电流的不断增加浦肯野

神经元和颗粒神经元的相位响应曲线的变化幅度

都在不断的增加，而盘状纤维的相位响应曲线的数

值则是从非负逐渐变化到正、负值都存在的现象，

并且正值逐渐增加，负值逐渐减小． 如下图所示:

图 2 相位响应曲线，a) 浦肯野神经元，b) 盘状纤维，c)

颗粒神经元; 从“o”，“ +”，“* ”到“□”表示外界刺激的逐渐增加

Fig． 2 Phase Ｒesponse Curve，a) Purkinje cell，b) climbing fiber，

c) granule cell; from“o”，“ +”，“* ”to“□”represent

the increase of external stimuli

2． 2 浦肯野神经元-颗粒神经元回路中的同步性

为了描述两个耦合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关系，

本节首先引进相关系数来衡量两个神经元之间的

同步性程度［24］，相关系数表示如下:

C =
∑
n

i = 1
( V1

i － ＜ V1
i ＞ ) ( V2

i － ＜ V2
i ＞ )

∑
n

i = 1
( V1

i － ＜ V1
i ＞ ) 2∑

n

i槡 = 1

其中 V1
i 和 V1

i 分别代表抽样的细胞膜电压 V1

( t) 和 V2 ( t) ，＜· ＞ 表示抽样样本的平均电压值．

很容易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越强，相关系

数 C 就越大． 如果两个神经元是完全同步的，那么

它们的相关系数等于 1; 如果两个神经元是完全不

同步的，那么它们的相关系数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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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相关系数之外，本节将引用另一指标来衡

量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强弱，称之为神经元膜电位

平均差值 |V1-V2 | peak ． 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得到神经

元膜电压 V1 和 V2 绝对值( 记作: | V1-V2 | ) ，如图 3

所示． 普遍而言，任意时刻 | V1-V2 | 的峰值 ( 记作: |
V1 － V2 | peak ) 也是各不相同，如果两个神经元之间的

完全同步的，那么 |V1 － V2 | peak的平均值等于 0，当 |
V1 － V2 | peak 的平均值越大时，神经元之间的非同步

性越明显．

图 3 浦肯野神经元与颗粒神经元膜电位的绝对差值，

a) -d) gsyn分别是 0，0． 3，0． 6，0． 9( mS /cm2 )

F ig． 3 Absolute difference of the membrane potentials between Purkinje

neuron and granule neuron under different gsyn，a) -b) :

gsyn are 0，0． 3，0． 6，0． 9( mS /cm2 )

图 4 ( a) |V1 － V2 | peak的平均值，( b) 同步性相关系数

Fig． 4 Diagram of ( a) mean value of | V1 － V2 | peak，

( b)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图 5 ( a) |V1 － V2 | peak的平均值，( b) 同步性相关系数

Fig． 5 Diagram of ( a) mean value of | V1 － V2 | peak，

( b)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首先我们来研究浦肯野神经元-颗粒神经元回

路中的同步性现象． 由于钙离子在小脑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它与许多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

先改变神经元之间突触的连接强度与浦肯野神经

元中树突上 CaP 电导系数，从不同方面来研究浦肯

野神经元回路中的同步性现象．

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到随着电导系数的不断增

加，浦肯野神经元与颗粒神经元 |V1 － V2 | peak的平均

值逐渐减小，在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后开始缓慢上

升，在这个过程中，其对应的相关系数则是在达到

某一最大值后也开始下降，最后通过这两种指标都

可以看出随着浦肯野神经元与颗粒神经元之间电

导系数的不断增加，这两种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在

逐渐增强，当电导系数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同步性

逐渐减弱．

相比于突触连接的电导系数对于同步性的影

响，浦肯野神经元树突上 CaP 电导系数对于它们之

间的同步性影响也表现出相似的规律性变化． 如图

5 所示，随着 CaP 电导系数的增加，浦肯野神经元

与颗粒神经元 | V1 － V2 | peak 的平均值呈现振荡性变

化，在达到稳定状态后逐渐增加; 同样地其对应的

相关系数也呈现振荡性的变化，只是在 CaP 电导系

数逐渐增加到某一范围内，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才

会有明显的增加，同步性也随之变强，但是在其它

参数范内下，这两种神经元之间并没有保持较高的

同步性．
2． 3 浦肯野神经元-盘状纤维回路中的同步性

在之前的分析中，本文已经得到了盘状纤维与

浦肯野神经元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兴奋性神经元，而

盘状纤维对于浦肯野神经元在信号传递上的“修饰

作用”依旧不可忽视，所以本文依然研究它们之间

的突触强度与浦肯野神经元树突上 CaP 电导系数

的影响．

图 6 ( a) |V1 － V2 | peak的平均值，( b) 同步性相关系数

Fig． 6 Diagram of ( a) mean value of | V1 － V2 | peak，

( b)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图 6 是盘状纤维与浦肯野神经元之间突触电

导系数的变化对它们同步性的影响，随着它们之间

突触电导系数的不断增加，浦肯野神经元与盘状纤

维之间的 | V1 － V2 | peak 的平均值总体上呈现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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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当突触电导系数到达 1． 2 ( mS /cm2 ) 时，立刻

下降，然后又逐渐增加，对于与 b) 中这两种神经元

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最大值，可见在这一参数意义

下，盘状纤维与浦肯野神经元的同步性达到最大．

图 7 ( a) |V1 － V2 | peak的平均值，( b) 同步性相关系数

Fig． 7 Diagram of ( a) mean value of | V1 － V2 | peak，

( b)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在图 7 中，随着浦肯野神经元树突上 CaP 电导

系数的不断增加，浦肯野神经元与盘状纤维之间的

|V1 － V2 | peak的平均值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在某一

特定的参数范围内出现短暂的降低过程，这一范围

对应于 b) 中两种神经元相关系数短暂的上升期，

可以看到 CaP 电导系数对应浦肯野神经元与盘状

纤维之间的同步性起着关键作用，随着 CaP 电导系

数的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达到了

0． 7 － 0． 8 之间．

3 讨论

基于与实际小脑浦肯野神经元回路十分相似

的模拟回路，通过研究不同神经元丰富发放特性，

本文主要分析了浦肯野神经元回路中不同神经元

的相位响应曲线和不同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现象．

得到如下结论:

1． 浦肯野神经元回路中的三种神经元属于不

同的兴奋类型: 浦肯野神经元和颗粒神经元属于

type 1-like 神经元，而盘状纤维属于 type 2-like 神

经元，通过她们的相位响应曲线( PＲC) 可以看出，

浦肯野神经元和颗粒神经元的 PＲC 的数值都是非

负的，而盘状纤维的则是正、负都有，并且随着外界

刺激电流的不断增大，它们 PＲC 的变化幅度都会

朝着相应正、负的方向随之增大．
2． 浦肯野神经元回路中不同神经元之间的同

步性有着显著差异，但是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电导与

浦肯野神经元树突上的 CaP 电导系数对于它们的

同步性也都有重要影响． 随着突触电导系数与 CaP

电导系数的不断增加，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都是从

弱变强，并在某一参数范围内达到稳定状态，然后

同步性又会开始减弱，也就是说神经元之间良好的

同步性需要对突触电导系数与 CaP 电导系数进行

良好的控制．

在上述讨论中，本文只是考虑了神经元之间的

相关性的同步分析，并没有检验它们的相位对应性

以及发放频率的同步性，所以我们首先分析了不同

神经元之间的相位响应曲线( PＲC) ，因为相位响应

曲线被认为与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有着密切联系，

我们将在未来的工作中进一步用相位响应曲线来

分析不同神经元之间的同步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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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ＲCH ON SYNCHＲONIZATIOIN IN

PUＲKINJE NEUＲAL CIＲCUIT*

Zhang Xuchen Liu Shenquan Ｒen Huixia
(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0，China)

Abstract Purkinje neurons are the unique output of the cerebellar cortex，and the inputs mainly come from
climbing fibers and parallel fibers from olivary nucleus and granule cells． Based on the anatomic model，which is
very similar to the real neural system，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hase Ｒesponse Curve ( PＲC) of three different
neurons ( Purkinje neurons，granule neurons，climbing fibers) and classified their neural excitatory by comparing
their f-I curves，and then further studied the synchronization in this circuit by changing the synaptic conductance
and CaP conductance principally．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nchronization is very significant in the in-
formation transfer．

Key words purkinje neurons， phase response curve， synchronization， synaptic conductance， CaP con-
duc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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