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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呼吸节律的产生起源于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复合体，这其中包含了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神经元在内的许多种呼吸

神经元的参与，这些呼吸神经元和肺通过突触联系构成了脑桥髓质的动态呼吸网络．由于目前对于呼吸节

律产生和变化的网络机制
!

不完全清楚，因此，本文从非线性动力学角度入手，通过构造与实际结构比较接

近的呼吸网络模型，分别考察了网络中单个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多样性的发放模式以及网络中群体神

经元周期性和同步性的放电变化．数值结果为进一步揭示呼吸节律的产生和调控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　脑桥髓质呼吸网络，　ＩＳＩｓ，　呼吸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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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包含人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依靠

呼吸运动来维持生命，从出生到死亡，呼吸的节律

性一直持续着．由于呼吸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节律性
生理活动，并且与人类息息相关，所以对呼吸节律

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对哺乳动物呼
吸节律的研究越来越多，如 ＦｅｌｄｍａｎＪＬ［１］等人提
出，位于包钦格复合体与吻端 ＶＲＧ之间的一个区
域前包钦格复合体（ＰＢＣ）可能是新生哺乳动物呼
吸节律起源的关键部位，之后的研究表明成年猫［２］

和成年大鼠［３］的ＰＢＣ在呼吸节律的产生中也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关于呼吸节律的产生机制有两
种学说：起搏细胞学说和神经网络学说．但由于方
法学方面的限制，目前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神经

网络学说方面．在这个基础上，之后的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对特定的呼吸神经元和呼吸网络的研究

上．
对呼吸神经元的研究，在大鼠及狗的 ＰＢＣ内

有多种呼吸神经元，包括前吸气神经元、早吸气神

经元、递增型吸气神经元、晚吸气神经元、吸气后神

经元和递增型呼气神经元等［４］．其中吸气神经元的
簇发放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并确定了簇发放的机制

依赖于持续Ｎａ＋电流或者细胞内Ｃａ＋浓度的变化，

Ｔｏｐｏｒｉｋｏｖａ和 Ｂｕｔｅｒａ［１５］建立了一个具有两种独立
簇发放机制的两房室的 ＰＢＣ神经元模型，发现胞
体中的簇发放是由持续Ｎａ＋电流的失活引起的，而
轴突内的簇发放依赖于由神经调节物质决定的

Ｃａ＋振荡．刘义等［５］通过膜电位图和ＩＳＩ指标，分析
了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中部分离子通道
参数的改变对膜电位的影响，揭示了模型中蕴含着

的丰富的动力学特性．Ｋｏｉｚｕｍｉ等［６］证明在试管内

的大白鼠的延髓切片的 ＰｒｅＢ复合体中，持续 Ｎａ＋

电流和钾电流Ｋ＋对泄露电流具有支配作用，并有
助于呼吸节律的产生．Ｂｕｔｅｒａ等［７］发现当 Ｐｒｅ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通过兴奋性氨基酸介导突触
的耦合和兴奋性驱动力的突触输入控制时，神经元

的发放频率得到了控制并出现同步现象．
对于呼吸网络的研究，在 Ｓｍｉｔｈ等［８］提出的网

络模型上，Ｒｕｂｉｎ等［９］在一个由四个神经元和三个

兴奋性驱动力构成的呼吸网络中得出：持续钠电流

对三时相和二时相振荡的产生不是必要的，但是它

控制着这两种状态的震荡周期［９］．Ｒｙｂａｋ等［１０］提

出在正常呼吸期间，与呼吸相关的脑桥结构支配着

髓质网络中的呼吸时相转换机制，抑制着 Ｐｒｅ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内在的起搏驱动力的振荡，并提供吸气抑
制和呼气促进的条件反射．Ｒｙｂａｋ等［１６］提出了两

相和三相的中心呼吸模式发生器（ＣＰＲＧ）的网络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学　报 ２０１５年第１３卷

模型，其中两相ＣＰＲＧ网络模型中的呼气转换机制
是基于早吸气神经元和递减型呼气神经元之间相

互抑制的基础上的，三相ＣＰＲＧ网络模型中的呼气
转换机制是基于前包钦格吸气神经元的基础上的，

同时不仅从细胞水平上得到了呼吸神经元的具体

发放模式，而且还从网络水平上提供了呼气发放模

式时相之间的转换，最后得出系统水平上可以控制

呼气和吸气在不同情况下的持续时间．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脑桥髓质的呼吸网络模

型［１０］，由于模型中包含了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
元，所以，为了更好的研究呼吸网络模型中蕴含的

动力学性质，我们先分析了模型中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
间神经元放电行为的动力学特性，然后对呼吸网络

模型做了一些探讨．

１　模型与方法

ＨｏｄｇｋｉｎＨｕｘｌｅｙ（ＨＨ）模型是一种经典的神经
元模型，也是后续一些离子通道模型产生的重要参

照，本文的模型采用的也是 ＨＨ型离子通道模型，
下面将分别介绍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
型［１１１２］和我们构造的呼吸网络模型（见图１）．

图１　脑桥—延髓呼吸网络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ｏｎｔｏｍｅｄｕｌｌａｒｙ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

１．１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
本节中的模型是基于单房室的 ＨｏｄｇｋｉｎＨｕｘ

ｌｅｙ（ＨＨ）离子通道模型，模型的描述是由一系列微
分方程构成的，具体描述如下：

ＣｄＶｄｔ＝－ＩＮａＰ －ＩＮａ－ＩＫ－Ｉｔｏｎｉｃ－ｅ＋Ｉａｐｐ

ＩＮａＰ ＝ｇＮａＰｍ
３
ＮａＰ∞（Ｖ）ｈＮａＰ（Ｖ－ＥＮａＰ），

ＩＮａ ＝ｇＮａｍ
３
∞（Ｖ）（１－ｎ）（Ｖ－ＥＮａ），

ＩＫ ＝ｇＫｎ
４（Ｖ－ＥＫ），ＩＬ ＝ｇＬ（Ｖ－ＥＬ），

Ｉｔｏｎｉｃ－ｅ ＝ｇｔｏｎｉｃ－ｅ（Ｖ－Ｅｓｙｎ－ｅ），
ｄｘ
ｄｔ＝

ｘ∞（Ｖ）－ｘ
τｘ（Ｖ）

ｘ∞（Ｖ）＝｛１＋ｅｘｐ［（Ｖ－θｘ）／σｘ］｝
－１，

τｘ ＝珔τｘ／ｃｏｓｈ［（Ｖ－θｘ）／（２σｘ）］

其中，Ｃ是膜电容，Ｖ是膜电位，ｔ是时间，ＩＮａＰ是持

续钠电流，ＩＮａ是快速钠电流，ＩＫ是延迟钾电流，ＩＬ是

泄露电流，Ｉａｐｐ是外界刺激电流，Ｉｔｏｎｉｃ－ｅ是受到其它
神经元的兴奋性输入的突触电流．其中，门控变量

ｘ（ｘ代表ｍ，ｎ，ｍＮａＰ，ｈＮａＰ），ｘ∞（Ｖ）为稳态的依赖电

压ｘ（失活）的激活函数，τｘ（Ｖ）是依赖电压的时间
常数．另外，本文参数单位规定如下：膜电容为 ｐＦ，
膜电位为ｍＶ，电导为ｎＳ，电流为ｐＡ，时间为ｍｓ．

模型中其它参数值：Ｃ＝２１，ｇＮａ ＝２８，ＥＮａ ＝

５０，θｍ ＝－３４，σｍ ＝－５，ｇＫ ＝１１．２，ｇＬ ＝２．８，ＥＫ
＝－８５，θｎ ＝－２９，σｎ ＝－４，珔τｎ ＝１０，ｇＮａＰ ＝２．８，

σｍＮａＰ ＝－６，θｈＮａｐ ＝－４８，σｈＮａＰ ＝６，θｍＮａＰ ＝－４０，

τｈＮａＰ ＝１００００，ＥＮａＰ ＝５０，Ｅｓｙｎ－ｅ ＝０，ｇｔｏｎｉｃ－ｅ ＝０．
单个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神经元模型的计算运用的

是四阶龙哥库塔算法，步长为０．０１ｍｓ，并通过 ＸＰＰ
和ＭＡＴＬＡＢ实现．

１．２　呼吸网络模型

本文呼吸网络模型是建立在 Ｒｙｂａｋ等［１０］人提

出的脑桥髓质呼吸网络模型的基础上并进行适当
改进而来的，主要包含了脑桥和髓质两大部分．脑
桥包含头端脑桥和尾端脑桥，其中呼气神经元组，

吸气神经元组，吸呼神经元组在头端脑桥中，驱动
力（ｔｏｎｉｃ）在尾端脑桥中；髓质包含头段背侧呼吸组
（ｒＶＲＧ）、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和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三部分，其中斜
发放吸气神经元组和晚吸气神经元组在 ｒＶＲＧ中，
后吸气神经元组和递增型呼气神经元组在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前呼气神经元组和早呼气神经元组在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除此之外，呼吸网络模型中还包含
了肺，孤束核中 Ｐ（Ｐｕｍｐ）细胞，膈神经运动神经
元，舌下神经运动神经元．同时，呼气神经元组、吸
气神经元组、吸呼神经元组、斜发放吸气神经元
组、后吸气神经元组、递增型呼气神经元组、前呼气

神经元组和早呼气神经元组呼吸会受到不同大小

的外界刺激，呼吸网络模型中的神经元组之间通过

兴奋性突触和抑制性突触连接起来，并通过肺的输

入和输出连接起来，共同构成了呼吸回路．每个呼
吸神经元组中包含５０个神经元，所有神经元模型
均采用ＨｏｄｇｋｉｎＨｕｘｌｅｙ型模型，并且假定所有神经
元模型都采用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神经元模型的形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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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网络模型中，圆球表示不同类型的呼吸神经元

组，网络中的红色箭头和黑色圆点分别代表兴奋性

和抑制性突触连接［９，１１］．其中：黄色代表的孤束
核中Ｐ（Ｐｕｍｐ）细胞、膈神经运动神经元、舌下神经

运动神经元不包含在模型的计算中．
呼吸网络模型的数值模拟实现是运用欧拉算

法，步长是 ０．０１ｍｓ，并通过 ＮＥＵＲＯＮ和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实现．

表１　呼吸网络模型中神经元组之间的突触权重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ｗｅｉｇｈ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ｕｒ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ｎｅｕｒｏｎｓ ｔｏｎｉｃ Ｉ ＩＥ１ Ｅ ＩＥ２ ｒａｍｐ－Ｉ ｐｒｅ－Ｉ ｐｏｓｔ－Ｉ ｌａｔｅ－Ｉ ｅａｒｌｙ－Ｉ ａｕｇ－Ｅ
ｔｏｎｉｃ — — — — — ２ ０．５５ １．５ １．７ １ —

Ｉ — — — — — ２ — — — — —

ＩＥ１ — — — — — ２ — １．５ １．７ — —

Ｅ — — — — — — — １．５ — — —

ＩＥ２ — — — — — — １．５ １．７ — —

ｒａｍｐ－Ｉ — １ １ — — — — — ０．２７５ — —

ｐｒｅ－Ｉ — — — — — ０．０６ ０．０３ — — ０．０３４ —

ｐｏｓｔ－Ｉ — — １ １ — －１ －０．２２５ — －１ －０．４ －０．３２
ｌａｔｅ－Ｉ — — — — — — — — — －１ —

ｅａｒｌｙ－Ｉ — — — — — －０．２７５ －０．２２５ — －１ — －０．０１５
ａｕｇ－Ｅ — — — — — －２ —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１４５ —

　注：第一列为突触前神经元组，第一行为突触后神经元组，正值表示兴奋，负值表示抑制．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ｈｅｐｒｅ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ｎｅｕｒ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ｏｗｉｓｔｈｅｐｏｓｔ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ｎｅｕｒ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　模拟结果与分析

动作电位是神经元电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其

频率和波形是神经元用于将信息从一个局部传到

另一个局部的编码方式，因此，动作电位在很大程

度上能反应神经元的活动特性．作为动作电位的两
种最基本的形式，簇放电和峰放电编码了神经元放

电序列中大量的信息．本文分别通过对 Ｐｒｅ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和呼吸网络模型中神经元膜
电位变化的分析，从非线性动力学角度理解了呼吸

网络中可能蕴含着的丰富的动力学现象．
２．１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的模拟结果与
分析

在早 期 的 工 作 中，Ｒｙｂａｋ［１４］等 人 对 Ｐｒｅ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出现的簇发放进行了研究，发
现簇发放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延迟整流器钾电流通

过细胞外钾电流的增加或者持续钠电流的增加而

受到抑制的结果．刘义［４］等利用膜电位变化图和膜

电位的ＩＳＩ等指标分析了神经元的膜电容、泄露电
流的平衡电位、持续Ｎａ＋的平衡电位、延迟钾Ｋ＋电
流的平衡电位以及它们的电导系数对神经元膜电

位的影响及其存在的丰富的动力学现象．但是模型
中其它的电生理参数并未讨论，为了完整全面的理

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着的动力学现象，下面我们将对

其它参数进行讨论分析，对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

元模型的研究从神经元的动作电位入手，并结合

ＩＳＩ指标来共同刻画放电节律的变化，具体是通过
改变快速钠的平衡电位，快速钠的电导系数和依赖

电压的最大时间常量和与门控变量相关的参数对

膜电位发放模式的影响来研究．从而深刻理解单个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中蕴含的动力学特
性．因为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包含在呼吸网络
模型中，所以这也为下面研究呼吸网络模型中蕴含

的动力学特性打下了基础．
２．１．１　电导系数ｇＮａ对膜电位的影响

离子电流与其电导成正比，但是电导系数作为

电导变化的上限在神经元动作电位的产生和转变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电流电压关系中，随着膜
电位趋向钠的平衡电位和驱动力的减小，钠电流将

减小．但是，钠电导会随着去极化而迅速增加，并超
过了驱动力的减小，从而使得钠电流增加［１３］．事实
上，研究钠电导对膜电位的影响的文献很多［１４］．下
面我们将通过发放图和 ＩＳＩ指标来研究钠电导系
数对膜电位的影响．

从图２（ａ）中可以看出，随着快速钠平衡电位
的逐渐减小，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的发放模式
从周期性的单峰放电逐渐转化为周期性的双峰放

电，接着出现了周期性的簇发放．在图（ｂ）中，随着
ＥＮａ从３２减小到２０，ＩＳＩ序列从周期１峰发放经倍
周期分岔到周期２簇放电，又经历了两次倍周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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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产生周期８簇放电，最后通过一个复杂放电区

域进入到加周期放电序列．

图２　（ａ）当ｇＫ＝１４时，膜电位（ａ）和ＩＳＩ（ｂ）随ｇＮａ的变化图

Ｆｉｇ．２　（ａ）ＷｈｅｎｇＫ＝１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ａ）

ａｎｄＩＳＩｓ（ｂ）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ｇＮａ

２．１．２　依赖电压的最大时间常数对膜电位的影响

电压的上升与下降用指数函数来描述．在脉冲

期间的上升相由以下的函数来描述：

Ｖ＝ｉＲ（１－ｅ－ｔ／τ）［１３］

图３　膜电位（ａ，ｃ）和ＩＳＩｓ（ｂ，ｄ）随时间常数τｎ和τｈＮａＰ的变化图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ａ，ｃ）ａｎｄＩＳＩｓ（ｂ，ｄ）

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τｎａｎｄτｈＮａＰ

这里，ｔ是脉冲开始后的时间．可以看出，指数时

间常数τ，是由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的乘积给出，它
是电压升到其终值的１－ｅ－１（或６３％）所需要的时
间．时间常数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方法来测量细胞的

比膜电阻．细胞膜电位达到稳态所需要的时间取决

于细胞膜的时间常数．以下将对依赖电压的最大时
间常数τｎ和τｈＮａＰ分别进行详细的动力学分析．

从图３知道，依赖电压的时间常数 τｎ和τｈＮａＰ
的改变都能引起神经元发放模式的明显变化．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参数τｎ和τｈＮａＰ的增加，相应的 ＩＳＩｓ
图中均出现了倍周期和加周期分岔现象，但是二者

又有些不同，前者是由加周期分岔逐渐到倍周期分

岔，后者是由倍周期分岔过渡到加周期分岔．这说
明虽然依赖τｎ和τｈＮａＰ都是电压的时间常数，但是
对神经元发放模式的转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使

得我们进一步的认识了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
中复杂多样的放电模式以及不同模式转移中所出

现的周期性分岔结构．
２．１．３　与门控变量相关的参数对膜电位的影响

在ＨＨ模型描述中，Ｎａ＋离子和 Ｋ＋离子电导
的变化由三个变量（ｍ，ｈ，ｎ）决定，其中ｍ和 ｈ的
变化决定了Ｎａ＋离子电流值的大小，ｎ的变化则决
定了Ｋ＋离子电流值的大小，这些变量变化的快慢
决定了在不同时刻离子通道电流值的不同，从而会

影响神经元膜电位值的不同以及动作电位发放序

列的形状．任何对变量的微小扰动，都可能会引起
神经元动作电位发放模式的改变，从而影响神经元

的活性．从 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中知道，
与门控变量相关的参数有 σｍ，θｍ，σｍＮａＰ，θｍＮａＰ，σｎ，
θｎ，σｈＮａＰ和θｈＮａＰ，它们间接地影响着离子电流的大
小．下面我们将通过 ＩＳＩ指标对这些参数进行数值
分析，进而深刻理解这些参数的变化对 Ｐｒｅ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发放模式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与门控变量 ｍ相关的参数有
σｍ，θｍ，θｍＮａＰ和 σｍＮａＰ，与门控变量 ｎ相关的参数有
θｎ和 σｎ，与门控变量 ｈ相关的参数有 σｈＮａＰ和
θｈＮａＰ，下面我们将分类进行分析．

从图４（ａｄ）可以看出，在与门控变量 ｍ相关
的参数 σｍ，θｍ，θｍＮａＰ和 σｍＮａＰ的 ＩＳＩ序列中，均出现
了２倍周期和４倍周期分岔现象，其中 ａｃ中还出
现了加周期现象；图４（ｄ）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随
着σｍＮａＰ从－８逐渐增加到－４，ＩＳＩ序列中先出现了
２倍周期分岔，接着出现了４倍周期分岔，通过一
段复杂区域后，相继出现了逆４倍周期分岔和２倍
周期分岔现象，这在之前的研究中是很少出现的．

从图４（ｅｆ）知道，在与门控变量ｎ相关的参数

θｎ和σｎ的ＩＳＩ序列中，也出现了很好的２倍周期
分岔和４倍周期分岔以及加周期分岔现象，这其中
蕴含了参数θｎ和 σｎ的变动明显引起了神经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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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电位序列模式的改变和不同模式之间的转移规 律．

图４　ＩＳＩｓ随参数σｍ（ａ），θｍ（ｂ），θｍＮａＰ（ｃ），σｍＮａＰ（ｄ），σｎ，θｎ（ｅ），σｎ（ｆ），σｈＮａＰ（ｇ）和θｈＮａＰ（ｈ）的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ＳＩ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σｍ（ａ），θｍ（ｂ），θｍＮａＰ（ｃ），σｍＮａＰ（ｄ），σｎ，θｎ（ｅ），σｎ（ｆ），σｈＮａＰ（ｇ）ａｎｄθｈＮａＰ（ｈ）

　　 从图４（ｇｈ）知道，在与门控变量 ｈ相关的参

数σｈＮａＰ和θｈＮａＰ的ＩＳＩ序列中，同样有加周期现象和

倍周期分岔现象．其中，图 ｇ中随着参数 σｈＮａＰ的不

断增加，ＩＳＩ序列中仅出现了加周期现象，然而图 ｈ

中，随着参数θｈＮａＰ的逐渐增加，ＩＳＩ序列中不仅出现

了加周期现象，还出现了倍周期分岔现象，这说明

参数θｈＮａＰ的变化更能引起神经元动作电位序列丰

富的变化．

通过ＩＳＩ指标对上面各个参数的分析知：与门

控变量相关的参数 σｍ，σｍＮａＰ，σｈＮａＰ，σｎ，θｍ，θｎ和

θｈＮａＰ的改变深刻影响着膜电位，并出现了丰富的动

力学特性，比如倍周期分岔和加周期等非线性动力

学现象，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中蕴含的动

力学现象得到更全面的诠释．那么，包含 Ｐｒｅ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的呼吸神经网络模型中又有

什么样的动力学现象呢？下面将给出具体的数值

模拟分析．

２．２　呼吸网络模型的模拟结果与分析

下面是对呼吸网络模型进行的模拟和分析，主

要从呼吸网络模型中各类神经元的膜电位入手，通

过同步性和频率等指标来分析呼吸网络模型中蕴

含的丰富的动力学性质．
２．２．１　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发放特性

呼吸网络模型是由１１类呼吸神经元和肺的相
互连接共同构成的．分别给定神经元大小为０．５
（ｔ％１５０＜３０）的方波刺激和１．５ｐＡ的直流刺激，持
续时间是２０ｓ，下面是网络中各类神经元的发放图，
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电位．

图５　不同刺激下，网络模型中各类神经元的膜电位图

Ｆｉｇ．５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ｎｅｕｒ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ｉ

从图５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方波刺激和直流刺
激下，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各类神经元均出现了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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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但是在不同类型刺激下，一部分同类神经元

的发放模式发生了变化，比如ＰｒｅＩ等；另一部分同
类神经元的发放模式变化不明显，比如 ｔｏｎｉｃ等，这
反映了呼吸神经元对刺激类型的敏感性．同时，在
同种刺激下，不同类型神经元的反应不同，表明不

同类型的呼吸神经元对外界传入刺激的敏感性．
２．２．２　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同步现象

Ｂｕｔｅｒａ［７］等人对两个耦合的同样的起搏神经
元进行模拟时，发现随着兴奋性驱动力的增加，同

步簇发放的频率也随之增加；然而，增加两个神经

元之间的兴奋性耦合强度，却降低了同步簇发放的

频率．本文将从直观的发放图入手，进一步分析呼
吸网络模型中的同步现象．

图６　不同类型神经元的膜电位图

Ｆｉｇ．６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ｏｎｓ

图７　不同突触权重下，呼吸神经元网络的同步图

Ｆｉｇ．７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ｗｅｉｇｈｔｓ

本文以前包钦格吸气神经元，斜发放吸气神经

元，早吸气神经元和递增型呼气神经元的发放图为

例来说明呼吸网络模型中存在着同步现象和不同

步现象．从图６中知道，递增型呼气神经元（绿色）
和前包钦格吸气神经元（红色）相对于早吸气神经

元（黄色）有一定的延迟，斜发放吸气神经元（黑

色）相对于递增型呼吸神经元有明显的延迟现象，

这里的延迟就代表了某一时刻的不同步状态；但是

从图６中还可以清楚看出，在某一时刻四种颜色有
重合的部分，这里的重合就代表了某一时刻的同步

状态．这说明呼吸网络模型在不同的时刻各类神经
元可能同步，也可能不同步，为了清楚全面的了解

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同步和不同步现象，我们得到了

图７中的结果，其中横坐标是神经元的个数，纵坐
标是时间，单位是ｍｓ．

从图７可以看出，在每一幅图中，同一时刻（即

在纵轴任选一时间，若对应于横轴的一行是同一种

颜色则表示这些神经元同步，若不是同一种颜色则

表示不同步），颜色不发生变化就代表此刻呼吸神

经元同步，颜色发生变化则代表呼吸神经元不同

步，然而同步分三种情况，即均是红色（膜电位小于

－４５），绿色（膜电位大于３）和蓝色（膜电位介于－

４５与３），不同步分四种情况，即为红蓝，红绿，蓝绿

和红蓝绿，从图７（ｄ）中可以清楚看出．突触权重值

发生变化时，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同步现象不同．

（ａ）（权重为０．０５），（ｂ）（权重为０．０８），（ｃ）（权重

为０．１１）图中在不同的时刻均有同步状态，也有不

同步的状态，但是不同步的状态又有所区别．从这

组模型结果中我们同样可以得出，在呼吸网络中，

同步和不同步是同时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制约．

不同步状态的存在会避免网络过于同步化，造成信

息的冗余．而同步状态的存在又会使得信息能够得

到有效地编码和传递．此外，呼吸网络中同步和不

同步这两种状态之间的转变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

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前面对单个神经元在不同电生

理参数下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的发放模式，也为进一

步考察网络中同步和不同步现象提供了参考．

２．２．３　呼吸网络模型中呼吸频率的刻画

我们知道呼吸是一种节律性的生理活动，而这

种节律性可以通过呼吸频率来刻画．下面我们将利

用呼吸频率来描述呼吸网络模型中蕴含的节律性．

我们得到图８，其中（ａ）图中，坐标轴从上到下，从

左到右分别表示各类神经元在６５００ｍｓ内的发放

个数，７８组发放图的数据和各类神经元（其中１１２

分别代表斜发放吸气神经元，兴奋性驱动力神经

元，前包钦格吸气神经元，递增型呼气神经元，呼气

神经元，吸气神经元，吸呼神经元（第一时相），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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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神经元（第二时相），早吸气神经元，肺，后吸气

神经元，晚吸气神经元）；（ｂ）图是（ａ）图的俯视图．
其中，方波的刺激范围：０．５（６５００％１５０＜３０）
４．３５（６５００％１５０＜３０）．

从图８（ａ）中知道，当方波刺激大小不断变化
时，不同类型的呼吸神经元的呼吸频率各不相同，

其中在６５００ｍｓ内，肺的发放个数相对最少，但频率

相对最大；而早吸气神经元的发放个数相对最多，

但频率相对最小．从图８（ｂ）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同
种类型呼吸神经元的频率变化不明显，但是从图８
（ａ）中可以看到有一下凸凹部分（图中箭头处），这
说明同种类型呼吸神经元的频率的确是有变化的．
进而表明方波刺激对呼吸频率的影响的确是存在

的，但是影响不是十分明显．

图８　方波刺激下，网络中各类神经元的频率变化图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ｓｑｕａｒｅｗａｖｅ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３　结论

哺乳动物的呼吸运动是由低位脑干中的呼吸

神经元构成的神经网络产生的有节律的神经活动，

神经元电信号有局部分级电位和动作电位两种，研

究呼吸神经元动作电位的放电特性对研究电信号

在神经网络中的传导有重要意义，进而对呼吸节律

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中我们分别对 Ｐｒｅ
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和呼吸网络模型进行了
非线性动力学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型中得到
的结论有：

（１）随着电导系数ｇＮａ的增加，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
间神经元膜电位的放电模式从峰放电过渡到簇放

电，这个变化过程通过 ＩＳＩ序列可以很好的得到体
现，ＩＳＩ序列出现了加周期和倍周期分岔的动力学
现象．

（２）随着依赖电压的最大时间常数τｎ和τｈＮａＰ
的增加，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的发放序列中均
出现了峰放电和簇放电模式，同时 ＩＳＩ序列中也均
出现了加周期和倍周期分岔现象．

（３）分别对参数 σｍ，σｍＮａＰ，σｈＮａＰ，σｎ，θｍ，θｎ，
θｈＮａＰ和θｍＮａＰ进行了动力学分析，通过 ＩＳＩ指标来刻
画参数变化引起的膜电位的变化，以上各个参数的

变化都使得ＩＳＩ序列中出现了分岔现象，但是不同

参数对应的ＩＳＩ序列不同．参数σｎ的ＩＳＩ序列中出

现了２倍周期分岔和加周期现象；参数 σｈＮａＰ的 ＩＳＩ

序列中仅出现了加周期分岔现象；参数 θｍ，σｍ和

θｎ的ＩＳＩ序列中均出现了２倍周期分岔和４倍周

期分岔现象以及加周期分岔现象；参数 θｈＮａＰ和

θｍＮａＰ的ＩＳＩ序列中均出现了逆４倍周期现象和逆２

倍周期分岔现象以及加周期分岔现象；参数 σｈＮａＰ
的ＩＳＩ序列中既出现了２倍周期分岔和４倍周期分
岔现象，同时也出现了逆４倍周期现象和逆２倍周
期分岔现象．这充分说明了与门控变量相关的参数
的变化对神经元膜电位变化的深刻影响并蕴含着

丰富的动力学性质．
从以上结论可知，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间神经元模

型中蕴含了丰富的动力学性质，这为研究呼吸网络

模型中的动力学特性奠定了基础．
其次，从呼吸网络模型中得到的结论有：

（１）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呼吸神经元在受到方
波刺激和直流刺激时，一部分呼吸神经元膜电位的

放电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另一部分呼吸神经元

膜电位的放电模式变化不明显；这说明呼吸网络模

型中的呼吸神经元对不同刺激的敏感性．同时，在
同种刺激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呼吸神经元的放电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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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说明不同类型的呼吸神

经元对刺激的敏感性．
（２）以前包钦格吸气神经元，斜发放吸气神经

元，早吸气神经元和递增型呼气神经元的发放图为

例说明呼吸网络模型中存在同步现象和不同步现

象．通过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同步图，进一步的看清
了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同步现象和不同步现象，并且

随着突触权重的变化，同步现象和不同步现象有明

显的变化．
（３）当方波刺激变化时，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各

类型呼吸神经元的频率互不相同，但是同类型呼吸

神经元的频率变化不是很明显，这提示了方波刺激

对呼吸网络模型中的呼吸频率的影响虽然有，但是

不很明显．
综上，从动力学的角度分析了ＰｒｅＢｔｚｉｎｇｅｒ中

间神经元模型和脑桥髓质呼吸网络模型中蕴含的
丰富的动力学性质，这对以后对呼吸节律的研究提

供了一定帮助，但是文章依旧存在着很多的不足，

比如：呼吸节律产生的详细机制等．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和发展，研究方法和手段将不断丰富，相信

通过研究者不懈的努力，对呼吸节律产生机制的研

究将会不断地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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