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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君 博士  宁波大学医学部教授，宁波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主任，斯坦福医学院分子和细胞

生理系访问学者。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理事，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委员，美

国神经科学学会，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会员。《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编委，

Molecular Neurobiology、Neuroscience Bulletin、JAD等杂志的审稿人。近年来一直从事神经科

学方面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获得省市等各类科研成果奖7项，其中“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病理

改变及小分子化合物对其干预作用”获 2020 年宁波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 SCI 收录论文 40

余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4项，市重点研发项目1项，市

公益重点项目1项，市自然科学基金4项，浙江省教育厅项目1项、市人才项目1项（领军和拔

尖人才）。

王钦文 博士  宁波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省151人才重点资助对象，浙江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浙江省及宁波市重点学科负责人，宁波

市特优人才（A类）。中国衰老与抗衰老学会常务委员、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理事、浙江省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病理生理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宁波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兼职教授。研究兴趣为学

习记忆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一直专注于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在 Aβ对突触可塑性调制及 AD 的

表观遗传学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开展抗 AD 新药的药理研究及开发。研发预防

AD产品3个，设计了结合中西医药保健、运动、心理认知训练手段为AD患者提供早期预防及

康复服务的综合方案。发表论文150余篇，获批各类知识产权40余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项（重点基金1项）、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子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4项、市厅级项目4项（重大、重点专项各1项）、国际合

作1项，其他多项。作为第一申请人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宁波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武汉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浙江省自然科学学术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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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非药物干预技术和方法的更新，

其在治疗神经精神疾病中的作用及相关的机制也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非药物干预包括运动、认知、经

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声光感觉刺激等［1-4］。非

药物干预在早期预防、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存在

优势。多项研究表明，非药物干预在预防和治疗脑

缺血、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

帕金森病、神经性疼痛、共情缺陷、意识障碍、物

质使用障碍等神经精神疾病都有较好效果［5-24］。因

此，《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杂志组织了本期

专刊，系统总结了非药物干预治疗神经精神疾病的

作用及机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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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是一种常见的以进行性认知障碍和记忆减

退为主要特征的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目前针对

AD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药物治疗只能延缓其病

情进展，治疗效果有限，且常伴随副作用。郑晨光

等［5］从作用效果、作用机制、刺激脑区、刺激参

数等方面对 4种典型的神经调控方法在AD的应用

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今后神经调控应用于临床治

疗AD提供新思路。李丽萍等［6］综述了不同物理干

预如嗅觉干预、光疗法、脑电刺激、声光刺激、温

度干预等对AD的作用机制以及疗效，为物理干预

预防和延缓AD提供理论基础。谌晓安课题组［7］和

徐淑君课题组［8］分别从调节骨源性因子和调节自

噬溶酶体通路阐述运动改善 AD 的机制，旨在为

AD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策略。王钦文课题组［9-10］

阐述了感觉刺激对AD的影响以及基于脑-肠轴理论

探讨针灸治疗认知障碍的机制。王正春课题组［11］

和李双燕课题组［12］分别阐述感觉刺激对认知损伤

和AD的影响。研究发现肥胖也与认知障碍相关，

而减重手术改善肥胖症认知功能障碍，这些研究成

果有望为改善肥胖症患者的认知功能提供新的治疗

策略和临床指导［13］。除AD外，运动干预对帕金森

病患者同样有效，翁秋燕等［14］研究发现，太极拳

运动可以改善早中期帕金森病患者的平衡障碍，降

低跌倒风险。

脑缺血是指大脑各部分血液供应不足导致脑组

织缺血缺氧，进而导致密集缺血区脑组织出现不可

逆的损伤坏死，其高致残率、高死亡率会对患者及

其家庭造成严重的伤害。杨佳佳等［15］综述近年高

压氧疗法治疗脑缺血的相关机制及研究进展，为脑

缺血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提供新思路。

非药物干预镇痛有较多的研究。神经性疼痛是

由外周或中枢躯体感觉系统的损伤或疾病导致的疼

痛，徐淑君等［16］对神经性疼痛的发病机制以及认

知行为疗法和虚拟现实干预的镇痛效果和机制做出

解析，从而为神经性疼痛的治疗干预提供重要的理

论指导。陈晓薇等［17］综述了脉冲射频 、脊髓电刺

激、光生物调节和重复经颅磁刺激等非药物干预方

法、优缺点以及镇痛机制，为优化疼痛的非药物干

预手段提供新的思路。

非药物干预精神类疾病也有较好的效果。共情

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更好地适应现

实社会，李凌等［18］阐述了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

（经颅磁刺激和经颅直流电刺激）可以通过调节大

脑皮层兴奋性来调控个体的共情水平，缓解共情缺

陷症状。卒中后抑郁是并发于脑血管病的一种情感

障碍疾病，发病率高，预后差，非药物干预对卒中

后抑郁同样有很好的疗效。杨春瑛等［19］阐述了重

复经颅磁刺激对卒中后抑郁的治疗效果及机制。刘

昱等［20］综述了针刺、深部脑刺激、重复经颅磁刺

激、经颅直流电刺激和运动等非药物干预对阿片类

药物、精神活性物质、尼古丁、酒精等不同成瘾性

物质的心理渴求、戒断时间、使用剂量和伴随的情

绪、认知功能障碍等的潜在治疗作用。

非药物干预离不开对疾病病理机制的明确以及

干预手段和方法的更新，刘尊敬等［21］研究发现，

偏头痛患者在体感刺激下功能连接发生改变，大脑

网络功能障碍可能参与偏头痛的病理过程。徐桂芝

等［22］综述了意识障碍诊断评估及无创精准治疗的

研究进展。何峰等［23］介绍了面向经颅聚焦超声的

多阵元相控阵关键技术并对其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

进行了回顾与展望。神经振荡是中枢神经系统中一

种节律性神经活动模式，刘爽等［24］综述了外源节

律性脑刺激技术原理以及目前不同技术在临床上治

疗精神神经类疾病的刺激策略、研究进展以及治疗

效果，提出这一类调控技术可能成为未来临床治疗

精神神经疾病症状的无创高效新型治疗方案。

非药物干预在多种神经精神疾病预防和治疗中

发挥重要作用，未来的研究应注重探讨非药物干预

手段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并完善非药物干预的技术

方法。针对不同的疾病，在疾病的不同阶段，药物

和非药物干预的联合应用，多种非药物干预手段的

联合应用，可提高疾病治疗效果，降低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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