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人对信息的获取和处理 
 

皮肤的结构 

 
 

分为三层 

i. 表皮层（没有血管分布） 

• （最外层）角质层 

o 由角质化或死细胞构成 

o 表层细胞常脱落，成为皮屑 

o 角质细胞排列紧密，不容易被细菌侵入、屏障作用 

o 防止体内水分过度蒸发 

• （中间）生长层 

o 分裂增生能力 

• （最内层）色素层 

• 含色素细胞 

o 吸收紫外线，避免紫外线穿透皮肤而损伤内部组织 

ii. 真皮层： 

o 由结缔组织构成，含神经纤维、血管、汗管、毛发等 

o 毛发于毛囊内，其周围有油脂腺：分泌油脂润滑毛发 

o 竖毛肌：收缩能使毛发竖立 

o 汗水有排泄作用，含水分、无机盐、尿素等废物，汗水散发协助散发人体热

量 



 

 

iii. 皮下脂肪层： 

o 含脂肪 

o 埋藏着表面布满微血管的汗腺 

o 保温、缓冲机械压力的作用 

 

皮肤的保健 

• 年龄增加，皮肤会逐渐失去弹性，出现了皱纹 

• 保健方法 

o 摄取充足的水分 

o 遮光、防晒 

o 确保皮肤表面没有泥垢阻碍汗液和皮脂排出 

• 皮肤病 

o 微生物的滋长、繁殖 

 

感受器 

• 人类体表任一处皮肤及经体表延伸向体内的任一部位都有触觉感。触觉牵涉到的物

理感觉众多而且交混，是最复杂的感官 

• 人对于冷和温的感受器是分开的，冷感受器在 12～25℃时最敏感，而温感受器对

应的是 35～45℃ 

• 感受触压的任务是触压感受器，就是触觉小体和毛根的游离神经末梢 

• 痛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已不完全是触觉，其产生机理与生物学意义也很复杂

痛觉种类繁多，有皮肤痛、深部痛和内脏痛。集中起来说，痛是机体受到损伤或变

异的信号，是伤害性刺激。人的表皮中分布有感受痛觉的感受器，由传入纤维外周

端的末梢形成 

• 痒比痛更复杂。迄今为止，还未从组织学上确切发现专门的痒觉感受器。有学者认

为痒觉其实是一种轻微的痛觉 



 

 

 
 

感受器敏感程度 

• 感受器的多寡 

• 皮层的厚度 

• 盲人能识别盲文是因为指尖皮肤上有触压觉感受器 

 

鼻腔 

• 嗅觉器官 

• 上端的粘膜有许多嗅觉细胞：呈杆状，末端分支成嗅毛 

• 嗅毛接受有气味的化学分子刺激引起兴奋→嗅神经纤维

→嗅神经→大脑→嗅觉 

• 感冒时，分泌物堵住嗅毛→嗅觉迟钝 

• 人类的嗅觉敏感性很高，普通人能辨别约 3000 种不同

物质的气味。气味一般都用引起嗅觉的物质的名称来描

述 

• 嗅觉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适应，人对一种气味的适应可以是完全感觉不到

这种气味的存在。气味之间还有掩蔽现象，一种气味可以压住另一种气味，只要它

的强度足够大 

• 嗅觉是机理最复杂的感觉，气味分子通过嗅细胞、气味受体（一类蛋白）、嗅小球

等途径最后形成各种气味模式，由大脑识别 

 

 

 

 



 

 

嗅觉保护作用 

• 判断食物是否变质，帮助人们避开危险 

• 嗅到泄漏煤气而防止煤气中毒 

• 感冒时，鼻腔分泌物堵住修毛，造成嗅觉迟钝 

• 嗅觉障碍的类型大致有嗅觉减退、嗅觉丧失、嗅觉缺失、嗅觉倒错、嗅觉过敏、幻

嗅等，其中嗅觉缺失多为先天性的，其余的则往往与鼻部疾病有关 

 

舌与味觉 

• 肌肉性的味觉器官 

• 表皮上有许多乳头突，其内含味蕾 

• 味蕾：由许多味觉细胞组成 

• 一个成人大约有 10000 味蕾，随年龄增加，味蕾的数目会逐渐减少，位觉会变得

迟钝 

• 溶解于水或唾液的食物刺激味蕾 → 经神经纤维 → 大脑 → 产生味觉 

• 味觉分：甜、咸、酸、苦 

o 舌尖：甜、咸 

o 舌两侧：酸 

o 舌根：苦 

• 味蕾大部分分布在舌乳头

（舌头表面的突起结构）

上，一个味蕾上有 40～150

个味觉细胞。 

• 呈味物质刺激味蕾上的味觉细胞，然后通过神经感觉系统传导到大脑的味觉中枢，

再由大脑的综合神经中枢系统分析，从而产生各种味觉 

• 要分辨食物，除了靠味觉，也需靠嗅觉 

 
 

 

 

 

 



 

 

脑与神经 

• 感受刺激产生相应的信息 

• 信息经神经传送到大脑 

• 大脑作出分析，产生相应感觉 

• 酒精和药物会使信息进入中枢神经时产生误

差、错觉和作出错误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