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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

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召

开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

系,培养培训了大批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和促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护理教育既是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又是医学教

育的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基础.
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医疗、预防、康复医学中

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不断改变,新的护理模式已

由传统的以执行医嘱为中心的疾病护理发展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身心整体

护理.这一转变,不仅要求护理人员要具有丰富的医学理论知识,熟练的

护理操作技术,还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和身体心理素质.多年来,云南开放大学针对中等卫生职业学校护理学专

业毕业生开展的成人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相衔接的护理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培训体系,建立

护理专业技术人员终生教育制度,不断拓宽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面,提高

专业技术人员综合素质进行了努力地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根据云南开放大学特有的成人全日制高等教育的办学特点、护理学专业学

生现状以及护理工作发展需求,我们在云南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内组织了一

批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临床护理专家,依据护理教育特色、护理职业特

点、护理职业技能需求,从护理职业教育培养目标出发,以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职业能力为基础,以培养学生能力为重点,形成体系,讲究实用,编
写了这套教材.此套教材主要适用于成人全日制高职护理学专业的教学,
也可供其他学制高职护理专业教学使用.

该套教材结合了护理专业的特点,坚持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
突出实践性教学环节,较好地体现了最新的护理职业教育理念.具体来

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
１．在教学内容上坚持课程整体优化,突出实践性和针对性

该套教材紧密围绕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优



化.按照护理专业岗位需求、课程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增加了护理专业实

训、实践的比重,更加突出护理专业课程的实践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同

时,结合护理专业职业资格标准,及时将与护理岗位直接相关的新知识、新
技术引入到教学中,使学生能够掌握从事护理岗位工作的基本技能和专业

技能.
２．在组织结构上坚持“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课程体系

该套教材打破了护理专业传统的章节编写体系,采用了项目化、模块

化的编写模式.通过项目、任务、学习目标、护理情境案例等为载体组织学

习单元,体现模块化、系统化、项目化的职教理念和护理专业学生的认识规

律,强调护理专业教材内容的创新性、综合性、实用性与可读性.
３．在教材呈现形式上力求立体化、数字化

为配合护理专业教学的需要,该套教材配备了丰富的多媒体教学资

源,包括教学课件、电子教案、护理专业教学大纲、护理实训录像以及护理

专业技能实训题库等.力求教材呈现形式新颖多样,图、文、声、像并茂,方
便师生的教与学.

４．在课程选取上增加了选修课程的比重

该套教材结合学校的办学实际,增加了护理专业选修课教材的比重,
扩大了学生对课程的选择权,并在课程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上具有一定的弹

性,努力形成灵活、开放、多样的课程体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

合.从而适应护理岗位市场的变化和护理专业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该套教材的编写,得到了云南开放大学和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各级

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云南开放大学办学系统中的六所卫生学校的领

导、专家和教师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谨此,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

谢! 希望本套教材能够对促进云南开放大学护理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希望各兄弟学校

在教学使用中以及在探索课程体系、课程标准和教材建设与改革中,及时

提出宝贵的意见或建议,以便不断修订和完善,更好地满足云南开放大学

护理教育教学的需要,从而为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面向各级医疗、预防、保
健机构从事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和健康保健等护理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应

用人才.

雷鸣

２０１５年４月



«人体生理学»是研究正常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是护理专

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本教材是根据云南开放大学成人全日制

高职护理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设计的,即以护理专业培养目标为

导向,以职业技能培养为根本,满足三个贴近(贴近学生、贴近社会、
贴近岗位),力求体现护理教育的特色.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以“必
须、够用”为度,强调基本技能的培养,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体现护理专业基础课程服从于护理专业课程、服务于护理临床实践

的理念.在本专业全套教材整体优化的基础上,选取了绪论、细胞

的基本功能、血液及血液循环、呼吸、消化与吸收、尿液的生成与排

出、感觉器官的功能、调节功能及人体几个重要阶段的生理特征共

九个单元的内容.
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立足于护理专业和学生的年龄特征及认

知特点,以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为主线,适度阐述正常人体生命活动

的机制、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其影响以及新的进展;立足于知识性、技
能性的阐述和运用,既强调知识的共性,又突出专业的特点,力求教

材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内容的阐述循序渐进,便于

自学.每章之首有导言衔接前后知识,体现人体功能的完整统一;
用黑体标出重要的概念,便于学生把握重点;凡需要补充、延伸和提

高的知识,以小字排出,不列入考核范围;每单元结束后附有引导学

有余力的学生进一步拓展相关知识以及运用所学解释日常生活、护
理临床实践中的某些现象的思考题,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

学生自觉运用生理学理论分析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

精神;书后附有课程标准和实验指导,指导教师和学生有效地开展

教学活动;
本教材是由来自云南开放大学多所合作办学单位、长期从事生

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编写经验的教师共同撰写



而成.在编写过程中,编者们认真地查阅了国内、外最新版本的教材及文

献资料,力求在内容上充分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在文字上做到简

明扼要、图文并茂、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适于教与学.
本教材由云南开放大学雷鸣副教授担任主编并负责全书统稿,副主编

为任晓东(昭通卫生学校);参加编写还有王娅虹(大理卫生学校)、刘勤(西
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杨艳(临沧卫生学校)、杨成竹(临沧卫生学校)、岳
霞(大理卫生学校)、赵婧瑶(大理卫生学校)等老师.具体编写分工如下:
雷鸣(单元１、单元９);杨艳(单元２);王娅虹(单元３);岳霞(单元４);赵婧

瑶(单元５);杨成竹(单元６);刘勤(单元７);任晓东(单元８).在此次编写

过程中,得到了云南开放大学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

助,也得到了各参编院校领导的大力支持,谨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也限于自身水平和认识,虽尽全力,但难免有不足

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在应用中发现问题并给予批评指正,不胜

感激.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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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熟悉人体生理学的基本概念以及与护理的关系.

２．掌握兴奋性概念;熟悉刺激、刺激阈、反应、兴奋和抑制的概念;熟悉刺激引起反应的条件.

３．熟悉人体体液的概念及组成;掌握人体内环境的概念及稳态的意义;掌握人体生理功能活动顺

应环境变化的机制.

４．按照实验指导要求进行刺激与反应实验操作,并能对反射弧的组成进行分析;培养学习人体生

理功能的兴趣和团队合作精神.

�
�

　　人体生理学(humanPhysiological)是高职护理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通过本

课程的教学,使护生获得基本、必需、够用和实用的人体生理功能的知识、技能及相关能力,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护理临床实践以及终生学习奠定基础.

任 务 一 　 人体生理学概述

你知道正常人体所具备的生理功能吗?
正常人体所具备的一切功能活动为正常人体生命活动,如呼吸、消化与吸收、血液循环以

及泌尿等.正常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为人体生理功能,包括正常人体生命活动的过程、机制、
意义以及人体内外环境对这些活动的影响等.认识和掌握生命活动的规律,为维护和增进人

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康复和保健、延长人类寿命、提高生活质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人体生理学知识的来源
人体生理学知识来源于实践,即来源于生活实践、实验研究及临床研究实践.主要的研

究方法有动物实验、人体实验和调查研究.动物实验包括急性和慢性实验两大类,是研究采

用的主要方法,但由于动物与人类的差别,动物实验的结果不能简单套用于人体.所以,在
不影响人体健康的情况下,人体实验是获得人类的生理参数和了解功能调节机制的最有效

途径.调查研究主要是对人体生理正常值在大样本人群中进行测量和统计.

１



人体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其各种功能活动都是整体活动的一部分,并与环境保持密切

的联系.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还受语言、文字以及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学习人体

生理学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体的一切功能活动,
从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水平来综合观察和理解人体的生命活动.

����

　　人体是由各种器官和系统组成的,而各器官和系统又由不同的组织和细胞所组

成.因此,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水平上进行的.

① 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细胞及其内部超微结构的功能,包括对组成

细胞的各种生物大分子的物理、化学变化过程的研究.如细胞兴奋时膜通道的通透性改

变和离子跨膜运动、细胞在不同环境下基因表达的改变等.② 器官和系统水平的研究.
主要是研究各器官和系统的活动规律及其调节机制,以及对整体生理功能的影响.如心

脏射血、尿的生成和排出等.③ 整体水平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完整人体内各器官、系统

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体与内外环境之间维持相互平衡的过程和机制,以及社会、心理因素

对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如运动、创伤、紧张等生理和心理因素,以及地理、气候等环境因

素对完整人体生理功能的影响等.要强调的是,以上三个水平的研究,相互之间不是孤立

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例如,当要阐明某一人体功能活动的规律时,一般需要用

多种研究手段在多层次、多水平上进行配合,才能揭示生命活动的某一规律.

任 务 二 　 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

如何区别人体有无生命活动?
从人体生理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有新陈代谢(metabolism)、兴

奋性(excitability)和生殖(reproduction).

一、新陈代谢

新陈代谢是指人体与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新陈代谢包

括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① 人体不断地从环境中摄取营养物质合成自身新的物质,并贮存能

量的过程称作合成代谢;② 人体不断分解自身旧的物质,释放能量供生命活动的需要,并把分

解产物排出体外的过程称为分解代谢.物质的合成和分解称为物质代谢;伴随物质代谢而产

生的能量的贮存、释放、转移和利用的过程称为能量代谢.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是新陈代谢过

程中密不可分、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
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基本特征,也是人体与环境之间最基本的联系.人体在新陈代谢的

基础上表现出生长、发育、生殖、运动等一切生命活动.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活动也就

结束.

二、兴奋性

人体所处的环境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在环境条件变化时能引起人体功能活动的改变,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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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断地主动地适应环境并得以生存.人体对环境条件变化发生功能活动改变的能力或特

性称为兴奋性.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
(一)刺激与反应

能引起人体发生功能活动改变的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称为刺激(stimulus).刺激按其性

质可分为:① 物理刺激,如声、光、电流、射线、温度等.② 化学刺激,如酸、碱、药物等.③ 生

物性刺激,如细菌、病毒等.在人类,社会因素和心理活动构成的刺激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疾

病的发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接受刺激 后,人 体 内 部 的 代 谢 活 动 及 其 外 部 功 能 状 态 发 生 相 应 的 改 变 称 为 反 应

(response).例如,寒冷刺激可使人体分解代谢加强,甚至发生肌肉颤抖等,使产热量增多;皮
肤血管收缩,散热量减少;这是人体对寒冷刺激的反应.刺激要引起人体或组织产生反应必须

具备三个条件:① 刺激强度;② 刺激作用的时间;③ 强度 时间变化率.单位时间内,在刺激

强度 时间变化率不变的条件下,能引起组织发生反应的最小刺激强度称为阈强度或阈值

(threshold).强度等于阈值的刺激称为阈刺激;强度大于阈值的刺激称为阈上刺激;强度小

于阈值的刺激则称为阈下刺激.阈刺激和阈上刺激都能引起组织发生反应,而单个阈下刺激

则不能引起组织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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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床 护 理 中,给 患 者 进 行 肌 内 注 射

时,为何要求做到“两快一慢”(即快速进

针,快速拔针,缓慢推药)?

不同组织或同一组织在不同的功能状态

下,会有不同的刺激阈值.阈值的大小和组织

兴奋性的高低呈反比关系,引起组织兴奋的阈

值愈大说明其兴奋性愈低,相反,阈值愈小说明

其兴奋性愈高.因此,阈值可作为衡量组织兴

奋性高低的客观指标.神经组织、肌肉组织和

腺体组织的兴奋性较高,对刺激的反应迅速而

明显,生理学中习惯上将这些组织称为可兴奋组织.
(二)兴奋与抑制

人体或组织对刺激的反应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即兴奋(excitation)和抑制(inhibition).
兴奋是指人体或组织接受刺激后由静息状态变为活动状态,或活动由弱增强.例如,人在遇到

紧急情况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肌紧张增强,动作迅速,都是发生了兴奋.抑制是指人体或

组织接受刺激后由活动状态转为静息状态,或活动由强减弱.例如,人体吸入过多的 CO２ 可

使呼吸运动减弱甚至暂停,这是发生了抑制.人体接受刺激后究竟发生兴奋还是抑制,主要取

决于两个方面:① 刺激的质和量.人体处于同样的功能状态时,刺激的强弱不同,反应可不

同.例如,疼痛刺激可引起心跳加强、呼吸加快、血压升高等,这是兴奋的表现;而过于剧烈的

疼痛则引起心跳减弱、呼吸变慢、血压降低,甚至意识丧失,这是抑制的表现.② 人体的功能

状态.同样的刺激在人体的不同功能状态时,引起的反应可不同.例如,饥饿、饱食或不同精

神状态的人,对食物的反应是不同的.

三、生殖

人体生长发育到一定阶段后,男性和女性发育成熟的生殖细胞相互结合产生子代个体的

功能称为生殖.其生物学意义是繁衍后代.人类个体都有从新生到死亡的过程,但他们可以

通过生殖来延续种族,所以生殖也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

３

单元１　绪　论



任 务 三 　 人体与环境

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
人体的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人体的环境有内环境和外环境之分.

一、人体对外环境的适应

外环境是指整个人体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外环境中的各种条件变化

都可构成对人体的刺激而影响生命活动.但人体能够随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身各

部分的功能和相互关系,使人体与环境取得平衡统一,保证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人体能够根

据外部情况来调整内部关系的生理特性,称为适应性.
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要依赖环境、适应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影响和

改变环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适应外环境的同时,更能主动地改善环境和保护自然

生态,使环境适应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

二、人体内环境与稳态

图１ １　体液的分布与物质交换示意图

组成人体的细胞数以亿计,其中绝大多数细胞

并不与外环境直接接触,而是浸浴和生存在细胞外

液之中.细胞代谢所需要的 O２、营养物质的摄取和

CO２、其他代谢产物的排出,都必须通过细胞外液进

行.所以,细胞外液是细胞直接生活的体内环境,称
为人体的内环境(internalenvironment).

细胞外液是人体体液(bodyfluid)的一部分.
体液是人体内液体的总称.在成人,体液约占体

重的６０％.体液可分为两大部分:① 存在于细胞

内的称为细胞内液,约占２/３(约占体重的４０％);

② 存在于细胞外的称为细胞外液,约占１/３(约占

体重的２０％),包括组织液、血浆、淋巴液和脑脊

液等.体液的各部分彼此隔开而又互相沟通.细

胞内液与组织液之间通过细胞膜进行物质交换;
而血浆与组织液之间则通过毛细血管壁进行水分和某些物质的交换(图１ １).血浆是体液中

最活跃的部分,成为沟通人体内外环境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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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述 人 体 内 环 境 稳 态 的 维 持 及 其

意义.

外环境的各种因素经常发生较大的变化,
而内环境的各种理化因素(温度、渗透压、酸碱

度和各种化学成分的浓度等)总是保持相对的

稳定.例如,外环境的温度有季节性的变化,但
人体的体温总是维持在３７℃左右.内环境的

理化特性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称为稳态(hoＧ

４



meostasis).内环境的稳态是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和保证人体生命活动正常进行的必要条

件.由于细胞的不断代谢和外环境的影响,内环境的稳态不断地受到扰乱和破坏,正常人体通

过调节系统的作用,改变各器官、组织的活动,可以维持内环境中各种理化因素和物质浓度的

相对稳定.所以,内环境的稳态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稳定.人体的一切调节活动的最终的生物

学意义在于维持内环境的稳态.一旦调节系统或器官、组织的活动发生紊乱,稳态就不能维

持,细胞的新陈代谢和人体各种功能活动将不能正常进行,即产生疾病,甚至危及生命.

任 务 四 　 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人体是如何顺应环境变化的?
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是指人体对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过程.通过人体各

部分功能活动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使人体能够保持内环境的稳态和对外环境的适应,以维持人

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这些都需要通过人体生理功能调节来完成.

一、人体生理功能调节的方式

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方式主要有神经调节(nervousregulation)、体液调节(humoralregＧ
ulation)和自身调节(autoregulation).

(一)神经调节

图１ ２　反射弧模式图

神经调节是指通过神经系统的活动对人体生理功能的

调节.神经调节是通过反射(reflex)活动来实现的.反射

是指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参与下,人体对刺激发生的规律性

反应.反射活动的结构基础是反射弧,它由感受器、传入神

经、神经中枢、传出神经和效应器五个部分组成(图１ ２).
如火焰(刺激)接近肢体时,局部皮肤(感受器)感受刺激并

将其转变成体内可传导的电信号,通过传入神经纤维传至

相应的神经中枢,中枢对传入信号进行分析、处理或整合

后,发出指令,通过传出神经纤维到达所支配的肢体肌肉

(效应器),引起收缩(反射效应),产生逃避火焰(刺激源)的
躯体运动.反射活动的完成有赖于反射弧的结构完整和功

能的正常,其中任何一部分结构被破坏或功能障碍,都会使

相应的反射活动消失.
反射可分为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两大类.非条件反

射是先天遗传的、人类和动物共有的一种初级的神经活动,
反射中枢在大脑皮层以下,其反射弧和反射活动较为固定,数量有限,是人类维持生命的本能

活动,对个体生存及种族繁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食物刺激口腔引起唾液的分泌就属非条件

反射.条件反射是后天获得的,是在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结合个体的生活实践而建立起来的

一种高级的神经活动,反射中枢在大脑皮层,反射弧不固定,反射活动灵活可变,数量无限,并
具有预见性,可使人体对环境的适应更加机动灵活.“望梅止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条
件反射极大地提高了人体的生存与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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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调节的特点是迅速、短暂而精确,具有高度的协调和整合功能,所以是人体生理功能

调节中最主要的调节方式.
(二)体液调节

体液调节是指人体的一些细胞(如内分泌细胞)生成的某些化学物质(激素、代谢产物及其

他化学物质)通过体液运输到达全身或局部,调节各器官、组织或细胞的生理活动.上述的化

学物质(如激素)随血液循环到达全身各处,调节人体的代谢、生长发育等活动,称为全身性体

液调节.激素由内分泌细胞分泌,被激素作用的器官、细胞分别称为靶器官、靶细胞.上述的

化学物质(如代谢产物)通过在局部组织液内扩散,调节邻近组织、细胞的活动,称为局部性体

液调节.体液调节的特点是缓慢、持久而广泛.
在完整的人体内,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是密切联系的.大多数内分泌腺或内分泌细胞直

接或间接地受神经系统的控制.如肾上腺髓质受交感神经支配,当交感神经兴奋时,不仅通过

传出神经直接作用于心脏、血管、胃肠等,还促使肾上腺髓质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经
过血液运输作用于心脏、血管、胃肠等.所以,体液调节常成为反射弧传出途径中的一个中间

环节或辅助部分来发挥作用,形成神经 体液调节(图１ ３).

图１ ３　神经 体液调节示意图

(三)自身调节

自身调节是指组织、细胞在不依赖于神经或体液调节的情况下,对刺激产生的一种适应性

反应.例如,当动脉血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时,脑血管可通过自身的舒缩活动来改变血流阻

力,使脑血流量经常保持相对恒定.
一般说来,自身调节是一种原始简单、局限、调节幅度较小,也不十分灵敏的调节方式,但

对于人体某些生理功能的调节仍有一定意义.

二、人体生理功能调节的反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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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人体运动时心跳加快加强等变

化的调节方式是什么?

　　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与工程技术的自动控

制具有共同的规律.控制系统是一闭合回路,
在控制部分和受控部分之间,存在着往返的双

向信息联系.在人体内,控制部分相当于反射

中枢或内分泌腺;受控部分相当于效应器或靶

器官、靶细胞.控制部分通过控制信息(神经冲

动、激素)来影响受控部分的活动,同时,受控部分在其功能发生变化时,又可将变化的信息(反
馈信息)传送至控制部分,改变其活动的强度.这种由受控部分发出的信息,对控制部分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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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状态加以影响,称为反馈(feedback)(图１ ４).根据反馈信息的作用不同,将反馈分为负反

馈和正反馈两类.

图１ ４　人体生理功能调节的反馈控制示意图

(一)负反馈

负反馈是指反馈信息与控制信息的作用相反的反馈.负反馈是可逆的,在人体生理功能

调节中最为常见,其意义在于维持人体生理功能的相对稳定.如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稳态、人体

动脉血压的相对稳定、人体体温的相对恒定等均属于负反馈范畴.
(二)正反馈

正反馈是指反馈信息与控制信息的作用一致的反馈.正反馈是不可逆的,在人体生理功

能调节中远不如负反馈多见,其意义在于使某些生理功能一旦发动就迅速加强,直至完成.如

排尿、分娩、血液凝固等.
反馈作用反映了人体功能活动调节的自动化.通过反馈作用,使人体对刺激的反应能够

足量、及时、适度地达到某种生理需要的状态,从而使人体对内外环境的适应更为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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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为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有新陈代

谢、兴奋性和生殖.新陈代谢包括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过程,是生命的最基本特

征.兴奋性是指人体对环境条件变化发生功能活动改变的能力或特性.能引起人体

发生功能活动改变的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称为刺激.人体接受刺激后,其内部的代谢

活动以及外部功能状态发生相应的改变称为反应.单位时间内,在刺激强度 时间变

化率不变的条件下,能引起组织发生反应的最小刺激强度称为阈值,其可作为衡量组

织兴奋性高低的客观指标,两者呈反变关系.人体对刺激的反应有两种基本表现形

式,即兴奋和抑制.
细胞外液是细胞直接生活的体内环境,称为人体的内环境,其各种理化因素(温

度、渗透压、酸碱度和各种化学成分的浓度等)总是保持相对的稳定的状态称为内环境

的稳态,它是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和保证人体生命活动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
人体通过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和自身调节以保持内环境的稳态和对外环境的适

应,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神经调节是指通过神经系统的活动对人体生理功

能的调节,是通过反射活动来实现的,其特点是迅速、短暂而精确,具有高度的协调和

整合功能,是人体生理功能调节中最主要的调节方式.体液调节是指人体的一些细胞

(如内分泌细胞)生成的某些化学物质(激素、代谢产物及其他化学物质)通过体液运输

到达全身或局部,调节各器官、组织或细胞的生理活动,其特点是缓慢、持久而广泛.
自身调节是指组织、细胞在不依赖于神经或体液调节的情况下,对刺激产生的一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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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反应.其特点是原始简单、局限.人体生理功能调节的反馈作用,使人体对刺激

的反应能够足量、及时、适度地达到某种生理需要的状态,从而使人体对内外环境的适

应更为完美.反馈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两类,负反馈是指反馈信息与控制信息的作用

相反的反馈,具有可逆性,在人体生理功能调节中最为常见,其意义在于维持人体生理

功能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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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内环境稳态? 人体如何保持内环境稳态?

(云南开放大学　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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