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人体的神经调节 
 

刺激和反应 

• 刺激：能被人体感受并引起机体发生反应，环境中的信号 

• 反应： 

o 对每个 “刺激”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o 需要许多器官或组织单于如皮肤、神经、脑、脊

髓、运动器官等 

• 感觉和反应主要是由神经系统来控制和调节的 

 

神经元 

• 为神经系统的最基本单位 

• 结构包括细胞体和突起 

• 细胞体(含细胞核)：呈多边形，维持神经元的生长与代谢 

• 突起（树突、轴突） ：传导神经冲动 

o 树突:由细胞体外伸出的树枝状突起 

o 轴突:外围有髓鞘包围 

• 神经末梢：神经元的轴突或长的树突末端的细小分支，是一种感受器如触摸、压

力、疼痛、冷、热的感受器 

• 髓鞘：加速轴突内神经讯息的传导 

• 神经膜：髓鞘外围的一层膜，保护及提供养分 

 

 

 

神经元 

 
  



 

 

神经冲动 

• 神经元受到刺激后产生兴奋，并把兴奋由树突传递到轴

突末梢，再传递给其他神经元、肌肉和腺体 

• 传导的兴奋称神经冲动 

 

 

神经元的种类 

• 感觉神经元 

• 联络神经元（中间神经元） 

• 运动神经元 

• 各种神经元的突起末端都与多个神经元突起相连接，形成非常复杂的网络 

• 接受外界刺激-> 产生相应的冲动->对刺激做出反应 

 
 

神经系统的组成 

• 神经系统分为 

o 中枢神经系统 

▪ 包括脑和脊髓 

▪ 对变化做出反应 

o 周围神经系统 

▪ 从脑和脊髓发出，遍布全身各处 

▪ 将外界环境和身体内部的变化传给中枢

神经系统 

 

 

  



 

 

反射与反射弧 

• 反射：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 人体通过神经系统对各种刺激做出反应的

过程 

• 反射弧：当接受器受了刺激，经感觉神经

传至脊髓，脊髓内的联络神经感受刺激

后，再由运动神经传给感应器，此神经路

线称反射弧 

 

 

 

 

 

反射动作 

• 神经系统接受外界刺激，通过反射弧，

使个体发生自动的反应 

• 刺激→接受器→感觉神经元→联络神经

元（中间神经元）→运动神经元→感应

器→相关动作（反射动作） 

• 刺激尚未被大脑接受并做出解释，缩短

作出反应时间 

• 例子：婴儿一生下来就会吮奶（吸吮

shun 反应），眨眼反应，吃酸梅时会大

量分泌唾液 

• 膝反射：医生检验反射动作的正常与否 

 

脊髓和脑 

• 脊髓位于脊柱的椎管内，呈扁圆柱形 

• 由白质和灰质组成 

o 灰质：脊髓中央，蝶形，为神经元细胞体的集

中处 

o 白质  ：于灰质周围，由神经纤维集合而成 

• 中央有中央管贯穿，内含脑脊液 

• 共 31 对脊神经，散布于躯干、四肢及内脏，又称四肢反射

中枢，命令四肢产生反射动作 



 

 

 
 

 

脊髓的功能 

• 功能 

o 反射机能 

▪ 脊髓有许多躯体和内脏反射的神经中枢如排便、排尿，能完成躯体和

内脏的一些反射活动 

o 传导作用 

▪ 将躯干、四肢及大多内脏感觉传给大脑或将大脑的讯息传送给身体各

有关部位 

 

行动瘫痪 

• 脊髓的某个部位受到损伤，它控制的身体相应部位就会丧失或瘫痪 

• 严重的颈椎病会使颈椎力的脊髓受到挤压，造成全

身瘫痪 

 

小儿麻痹症 

• 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消化道或呼吸道侵入婴儿脊

髓，破坏脊髓中的运动神经元，会引起肢体萎缩、

畸形等后遗症 

• 也称脊髓灰质炎 

 

  



 

 

脑的结构与功能 

• 人脑分：大脑、间脑、中脑、小脑及延脑 

• 大脑  

o 接受小脑、脑干、和脊髓的传导冲动，同时发出传导冲动 

o 分左右半球,左脑控制身体右半部，右脑控制身体左半部 

o 主管运动、思想、感觉、语言及记忆等，又称

意识中枢 

o 皱褶愈多，表面积愈大，容纳更多神经细胞，

所以个体越聪颖 

• 间脑  

o 将神经冲动传入大脑，引起感觉 

• 中脑  

o 视觉及听觉的反射中枢 

• 小脑  

o 分左右半球 

o 协调全身肌肉的活动，维持身体平衡，又称平衡中枢 

 

延脑\脑干 

o 于脑的后下方，下连脊髓 

o 控制不随意的内脏活动，如心跳、呼吸、体温及肠胃蠕动等 

o 喷嚏、咳嗽、唾液分泌、眨眼的中枢 

o 称生命中枢或头部反射中枢 

 

脑神经  

o 12 对，分布于眼、耳、舌、鼻及面部肌肉等 

o 主司视、听、味、嗅 

o 舌及眼球活动 

o 面部感觉及运动等 

 

脑室 

o 脑内部的空间 

o 脑室与脊髓的中央管相通，内含脑脊液 

o 脑脊液  

o 由脑室顶部的血管从分泌 

o 功能：维持脑内压力，防止振荡 

 



 

 

神经系统的保健 

合理用脑 

• 体育运动和体力劳动，可以改善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和灵活性，增进调节功能 

• 睡眠可以使脑的动能得到很好的恢复 

• 充足的睡眠能避免大脑过度疲劳，营养均衡能让大脑功能保持最佳状态 

• 合理用脑能延缓神经系统衰老 

 

遗忘曲线 

• 平时的学习要循序渐进，对新学习的新知识要及时

复习、巩固，还要对旧知识不断地复习强化 

 

脑科学 

• 脑的整合机能,高度的可塑性 

• 神经科学或称脑科学主要的目标是：认识脑、保护脑和创造脑 

• 认识脑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为脑疾病和改善人类服务，在数学、物理学和计算科学

的协助下，设计神经网络，模拟其动态相互作用，设计、开发仿脑计算机和信息处

理系统 

酒精对身体的危害 

• 空腹饮酒，酒精会很快被消化系统吸收进入血

液，然后到达大脑和其他器官 

• 酒精损害中枢神经系统，使神经系统从兴奋到高

度的抑制，严重地破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酒精对人体的危害 

• 引起神经衰弱和智力减退 

• 引起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 引起急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等 

• 引起胃酸过多、胃出血和消化道肿瘤 

• 引起消化不良、腹泻和便秘等 

 

毒品对身体的危害 

• 生成瘾 

• 使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引发脑白质病变、细菌性脑膜炎、视神经病变等 

• 使免疫功能下降，容易得肝炎、心肌炎、破伤风、败血症等 

• 海洛因对精子形成毒害 



 

 

• 使呼吸衰歇，引发烟气性肺癌变、肺水肿 

• 骨关节多发性炎症、重度贫血和骨髓造血机能异常 

 

人体内环境的恒定 

• 内环境：细胞外的液体构成了体内细胞生活的液

体环境 

• 内环境的稳定是细胞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

件 

• 若内环境的某一方面变化超出了正常范围，将引

起组织细胞的功能缭乱 

• 稳态：内环境的稳定状态，是神经调节和体液调

节作用下，通过机体各种器官、系统分工合作的协调 

 

水和无机盐的平衡 

• 人体内水和无机盐的平衡，是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下，通过肾脏来完成 

• 饮水和食物中的水、代谢产生的水和排尿排汗动作调节水的摄入量和排出量来保持

水的平衡 

• 通过饮食摄入无机盐，同时也排出一定量的无机盐 

• 人体内的无机盐以离子状态存在，由尿液、汗和粪便排出 

 
体温的平衡 

• 恒温动物，都具有保存体温相对稳定的能力 

• 机体的产热和散热两个生理过程保持动态平衡的结果 

• 皮肤散热的两种方式：直接散热和汗液蒸发散热 



 

 

 
 

皮肤直接散热 

• 决定于皮肤表面和外界之间的温度差 

• 人体表面的温度可以通过流经皮肤血液的多少加

以调节 

• 低温：血管收缩、皮肤血流量减少，皮肤温度下

降，散热量减少 

• 高温：血管舒张，皮肤血流量增多，皮肤温度上

升，散热量增加 

 

 

汗液蒸发散热 

• 当外界温度低于或超过体表温度，直接散热不能挥发作用时，汗液蒸发成主要散热

方式 

• 高温环境中，环境的温度超过了人体体温调节能力最大限度，产热多而散热困难，

会出现中暑现象 

• 中暑现象:体温升高、头痛、头晕、心慌、恶心、呕吐、出冷汗、面色苍白等，严

重会危机生命 

• 产热和散热过程是通过脑干中的体温调节中枢来调节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