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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型题：1～84小题。每小题 1.25分，共 105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 A、B、C、D、E五个

选项中。请选出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下列各骨中，属于籽骨的是 

A.月骨 

B.钩骨 

C.髌骨 

D.跟骨 

E.骰骨 

答案：C 

2.尺骨精隆为 

A.肱二头肌的止点 

B.缘肱肌的止点 

C.肱三头肌的止点 

D.肱桡肌的起点 

E.以上都不是 

答案：E 

3.椎间盘 

A.位于相邻椎体之间 

B.各部椎间盘厚薄均一 

C.没有弹性 

D.完全上纤维环构成 

E.椎间盘脱出最多见于胸部 

答案：A 

4.腱鞘 

A.是包裹肌肉的深筋膜 

B.纤维怪层又分脏层和壁层 

C.是套在手足长腱表面的鞘管 

D.分纤维层和浆膜层 

E.以上都不是 

答案：C 

5.骶骨 

A.共有 5块 

B.背面隆凸称为岬 

C.骶正中嵴在体表不能摸到 

D.骶角可以在体表摸到 

E.上述全对 

答案：D 

6.腮腺是最大的一对唾液腺，它的导管开口在 

A.舌下阜 

B.下颌第二磨牙相对的颊黏膜处 

C.下颌第一磨牙相对的颊黏膜处 

D.上凳第二磨牙相对的颊黏膜处 

E.颧弓下方一横指处 



答案：D 

7.起于骶骨穿坐骨大孔止于大转子肌 

A.半膜肌 

B.梨状肌 

C.臀中肌 

D.闭孔内肌 

E.闭孔外肌 

答案：B 

8.结肠带、结肠袋和肠脂垂作为特征性结构，通常存在于 

A.所有肠管 

B.大肠 

C.小肠 

D.盲肠和结肠 

E.仅见肠 

答案：D 

9.甲状软骨的说法何者不正确 

A.是喉软骨中最大的一对软骨 

B.左、右侧甲状软骨板前缘相交形成前角，又称喉结 

C.借环甲膜连于舌骨 

D.下角与杓状骨形成节 

E.以上说法全错 

答案：D 

10.由于肾筋膜构成的方式，使肾脏移动的方向只能是 

A.向内侧 

B.向外侧 

C.向上 

D.向下 

E.以上都不是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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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关于男性尿道的耻骨前弯，指出错误处 

A.是阴茎根与体之间的弯曲 

B.此弯曲凹向下 

C.此弯曲位于耻骨联合的前下方 

D.由尿道膜部和尿道海绵体部构成 

E.向上提阴茎时，此弯曲可变直 

答案：D 

12.卵子受精一般在输卵管哪一段 

A.漏斗部 

B.壶腹部 

C.峡部 

D.子宫部 

E.以上均是 

答案：B 



13.直肠下部的会阴曲距肛门距离约 

A.1～3cm 

B.3～5cm 

C.5～7cm 

D.7～9cm 

E.9～11cm 

答案：B 

14.盲肠 

A.为腹膜间位器官 

B.无结肠袋 

C.由中结肠动脉供血 

D.都位于小骨盆腔内 

E.有结肠带 

答案：E 

15.大隐静脉行走于 

A.内踝前方 

B.内踝后方 

C.外踝前方 

D.外踝后方 

E.不腿后面 

答案：A 

16.右心室 

A.形成心尖的大部分 

B.按水平面来说，位于右心房的前方 

C.室壁比左心窦的开口 

D.内壁全部呈现肉柱形嵴状 

E.接受韧带位于 

答案：D 

17.动脉韧带位于 

A.主动脉和肺动脉的起始处 

B.左肺动脉起始部和主动脉弓下缘之间 

C.右肺动脉起始部和上腔静脉之间 

D.胸主动脉始部和主动脉弓下缘之间 

E.主动脉升部和上腔静脉之间 

答案：B 

18.房水最后回流入 

A.脉络膜 

B.脉络丛 

C.蛛网膜颗粒 

D.睫状体 

E.巩膜静脉窦 

答案：E 

19.支配三菜肌的神经为 

A.腋络膜 



B.尺神经 

C.肌皮神经 

D.正中神经 

E.桡神经 

答案：A 

20.通过圆孔的结构为 

A.眼神经 

B.滑车神经 

C.上颌神经 

D.下颌神经 

E.脑膜中动脉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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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第三脑室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A.处于正中矢状位 

B.前界为终板 

C.其脉络丛与双侧侧脑室脉络从相续 

D.顶有胼胝体和穹窿形成 

E.底由视交叉、漏斗、灰结节和乳头体形成 

答案：D 

22.人体生理学的任务是阐明 

A.人体细胞内部变化的规律 

B.人体内新陈代谢的规律 

C.人体细胞之间的相互关系 

D.正常人体功能活动的规律 

E.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 

答案：D 

23.在人体生理功能调控中，控制部分的活动随受控部分的反馈信息而减弱，这样的调控方

式称为 

A.自身调节 

B.反射调节 

C.正反馈调节 

D.负反馈调节 

E.前馈调节 

答案：D 

24.膜的脂质中，含量最多的是 

A.磷脂 

B.胆固醇 

C.鞘脂类 

D.甘油一酯 

E.脂肪 

答案：A 

25.下列哪种过程属于主动转运过程 

A.CO2由细胞内到细胞外 



B.O2时入细胞内 

C.K+由细胞内出去 

D.CA2+由细胞内出去 

E.NA+进入细胞 

答案：D 

26.内环境指的是 

A.体液 

B.细胞外液 

C.细胞内液 

D.血液 

E.超极化 

答案：B 

27.血管外破坏红细胞的主要场所是 

A.肾和肝 

B.脾和肝 

C.胸腺和骨髓 

D.肺 

E.淋巴结 

答案：B 

28.心室肌的前负荷可以用下列哪项来间接表示 

A.收缩末期窖或压力 

B.舒张末期窖或压力 

C.等容收缩期窖或压力 

D.等客舒期窖或压力 

E.舒张末期动脉压 

答案：B 

29.下列关于中心静脉压的叙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是指胸腔大静脉和右心房的血压 

B.其正常值变动范围为 0.53～1.60KPA(4～12mmHg) 

C.可反映心脏的射血功能 

D.可作为临床控制输液速度和量和参考指标 

E.外周胧脉广泛收缩时中心静脉压升高 

答案：B 

30.影响气道阴力的主要因素是 

A.气道长度 

B.气流速度 

C.气道口径 

D.气体密度 

E.气流量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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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胃蠕动波的频率为每分钟 

A.1次 

B.2次 



C.3次 

D.4次 

E.5次 

答案：C 

32.胆盐吸收的主要部位是 

A.十二指肠 

B.空肠 

C.回肠 

D.升结肠 

E.大肠 

答案：C 

33.胃肠平滑肌的节律性收缩频率主要取决于 

A.动作电位的频率 

B.动作电位的幅度 

C.慢波的频率 

D.平滑肌本身的节律 

E.神经发放的冲动 

答案：C 

34.促进小肠粘膜分泌促胰液素的因素由强至弱为 

A.脂酸钠〉蛋白质分解产物〉盐酸 

B.蛋白质分解产物〉盐酸〉脂酸钠 

C.盐酸〉脂酸钠〉蛋白质分解产物 

D.脂酸钠〉盐酸〉蛋白质分解产物 

E.盐酸〉蛋白质分解产物〉脂酸钠 

答案：E 

35.剧烈运动时，机体的耗氧量最多可达安静时的 

A.3～5倍 

B.5～8倍 

C.8～10倍 

D.10～20倍 

E.20～30倍 

答案：D 

36.在寒冷环境中，机体主要依靠下列哪种方式来增加热量 

A.肝脏代谢加强 

B.全部内脏代谢增强 

C.战栗产热 

D.非战栗产热 

E.温度刺激性肌紧张 

答案：C 

37.各段肾小管，重吸收量居首位的是 

A.集合管 

B.远曲小管 

C.髓袢升支粗段 

D.近球小管 



E.髓袢降支 

答案：B 

38.感受器的适应现象表现在持续刺激条件下 

A.动作电位发放频率变慢 

B.动作电位幅度变小 

C.动作电位发放频率变慢，幅度变小 

D.动作电位潜伏期延长 

E.动作电位发放频率变快 

答案：A 

39.有关中耳肌反射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A.通过中耳反射使骨链紧，阴尼系数增大 

B.中耳肌反射使噪声传人内耳时衰减 30~40dB 

C.中耳肌反射通过鼓膜张肌和镫骨肌反射性收缩实现 

D.中耳肌反射可衰减所有噪声，包括脉冲噪声 

E.中耳肌反射有一定的潜伏期 

答案：D 

40.中枢神经系统内，兴奋性化学传递的下述特征中，哪一项是错误的 

A.单向传递 

B.中枢延搁 

C.总和 

D.兴奋节律不变 

E.易受内环境条件改变的影响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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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非特异投射系统 

A.由丘脑的觉接替核缩小散地向大脑皮质投射 

B.向大脑皮质投射的区域狭窄，引起特定的感觉 

C.受到破坏时，动物将出现角弓反张现象 

D.受到破坏时，动物进入持久的错睡状态 

E.受到刺激时，动物脑电图呈同步化慢波 

答案：D 

42.运动时的主要产热器官是 

A.皮肤 

B.肝肮 

C.骨骼肌 

D.脊髓 

E.腺体 

答案：C 

43.询识破呼吸系统既往史时应询识破哪一组症状 

A.咳嗽、呼吸困难、腹泻 

B.咳嗽、咯血、尿急 

C.咳嗽、呼吸困难、腹泻 

D.头晕、头痛、多尿、多饮 

E.咳嗽、咳痰、咯血、胸痛、发烧、盗汗等 



答案：E 

44.政党成人每 24小时的原尿可达 

A.2L 

B.20L 

C.180L 

D.1800L 

E.1.5L 

答案：C 

45.右侧胸腔少量积液时，其积液上方触觉语颤可出现 

A.增强 

B.增弱 

C.消失 

D.正常 

E.不定 

答案：A 

46.引起气管向患侧移位病变是 

A.大叶性肺炎 

B.气胸 

C.胸腔积液 

D.肺不张 

E.肺气肿 

答案：E 

47.听到异常支气管呼吸音以下不正确的是 

A.肺组织实变 

B.肺内大空洞 

C.压迫性肺不张 

D.阻塞性肺不张 

E.以上都不是 

答案：D 

48.肺实变的体征下列不正确的是 

A.撖这居中双侧胸廓对称 

B.病侧语颤及听觉语音增强 

C.病侧可听到异常支气管呼吸音 

D.病侧可听到有响性水泡音 

E.患侧呼吸运动增强 

答案：E 

49.心尖博动的强弱及范围变化的生理条件是 

A.左侧胸腔积液 

B.肺气肿 

C.肺动脉高压 

D.胸壁厚薄或肋间隙宽窄 

E.以上都不是 

答案：D 

50.第一、二心音的区别正确的是 



A.第一心者音调较低而长(0.1S)以心尖部最响 

B.第二心音音调较高而短(0.1S)以心尖部最响 

C.第二心音与颈脉搏动同时出现 

D.第二几乎与心尖搏动同时出现 

E.第二心音出现于心尖搏动之前 

答案：A 

018年成人高考专升本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8) 

本文为大家整理了 2018 年成人高考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是按照章节进行整理的，让大

家在复习的时候更有条理性。 

第八章 女性生殖系统 

第一节 总论 

女性生殖系统包括女性内生殖器和女性外生殖器两部。女性内生殖器由生殖腺(卵巢)、输卵

管道(输卵管、子宫和阴道)以及附属腺体(前庭大腺)组成。外生殖器即女阴。卵巢产生卵子

和分泌女性激素，卵巢产生的卵子成熟后，以破溃卵巢表面的生殖上皮的方式排至腹膜腔，

再经输卵管腹腔口进入输卵管，在输卵管壶腹内受精后移至子宫腔，植入子宫内膜发育成胎

儿。分娩时，胎儿出子宫口，经阴道娩出。 

第二节 生殖腺 

一、卵巢的位置 

卵巢位于小骨盆侧壁，由髂内、外动脉所夹成的卵巢窝内，外被浆膜，为腹膜内位器官。卵

巢呈扁椭圆形，分为内侧、外侧两面;上、下两端和前、后两缘。上端借卵巢悬韧带连于髂

总动脉分叉处，下端借一条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组成的卵巢固有韧带连于子宫底的两侧。卵

巢后缘游离，前缘借卵巢系膜连于子宫阔韧带的后面，其系膜内有分布于卵巢的血管、神经

和淋巴管出入。 

第三节 生殖管道 

一、输卵管的位置和分部 

未孕成人的输卵管位于盆腔内，约呈冠状位被包裹于子宫阔韧带上缘内。其内侧端穿子宫角

开口于子宫腔称输卵管子宫口，外侧端以输卵管腹腔口开口于腹膜腔，故女性腹膜腔可经输

卵管、子宫和阴道与外界相通。 

输卵管的分部 

输卵管较为弯曲，各段形态不同，由内侧向外侧可分为四部。 

1.输卵管子宫部 为输卵管穿过子宫壁的部分，管腔最狭窄，以输卵管子宫口通子宫腔。 

2.输卵管峡 占输卵管游离部的内侧 1/3，短直而狭窄，壁较厚，血管较少，是输卵管结扎

术的常选部位。 

3.输卵管壶腹 约占输卵管游离部的外则 2/3，管腔膨大而弯曲，血管丰富，是精子与卵子

受精之处。 

4.输卵管漏斗是输卵管外侧的扩大部分，呈漏斗状。末端游离缘可见许多指状突起，称输卵

管伞，手术时常以此作为识别输卵管的标志。 

临床上把卵巢和输卵管统称为子宫附件。 

二、子宫的分部、位置和固定装置 

(一)子宫的分部 

子宫呈前后略扁、倒置的鸭梨形，长约 8cm，最大宽径约 4cm，壁厚约 2cm，重约 40～50g。 

子宫可分为 3部：上端圆凸部分为子宫底;下端细圆的部分称为子宫颈;底与颈之间的部分称

为子宫体。子宫颈又分为两部：子宫颈伸入阴道内的部分，称为子宫颈阴道部;在阴道以上

的部分，称为子宫颈阴道上部。子宫颈与子宫体连接的部位，稍狭细，称为子宫峡，长约



1cm，在妊娠期子宫峡逐渐扩张伸长，可达 7～11cm，形成子宫下段，是产科进行剖腹产手

术的部位。 

子宫腔可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由底、体围成的为子宫腔;下部为子宫颈管。子宫腔一般为

前后略扁的三角形，底向上，两侧有输卵管子宫口;尖向下通子宫颈管。子宫颈管呈棱形，

其上口通子宫腔，下口称子宫口。 

(二)子宫的位置 

子宫位于盆腔的中央，膀胱与直肠之间。下端接阴道，两侧有输卵管和卵巢。未妊娠时，子

宫底位于小骨盆入口平面以下，子宫颈的下端在坐骨棘平面稍上方。正常成年未孕女子的子

宫呈前倾前屈位。前倾指整个子宫向前倾斜，子宫的长轴与阴道的长轴形成一个向前开放的

钝角，稍大于 90°。前屈指子宫体与子宫颈之间形成的一个向前开放的钝角，约为 170°。

子宫有较大的活动性，膀胱和直肠的充盈程度可影响子宫的位置。 

(三)子宫的固定装置 

子宫的正常位置依赖盆膈的承托和韧带的牵引固定，若这些结构松驰或损伤，可引起子宫位

置的改变。子宫的韧带有： 

1.子宫阔韧带是连与子宫体两侧的双层腹膜皱襞，呈冠状位将子宫固定于盆腔侧壁，限制子

宫向两侧移位。 

2.子宫圆韧带是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构成的圆索状结构，起于子宫角输卵管子宫口的下方，

于子宫阔韧带两层腹膜之间，循盆侧壁前行，穿腹股沟管出皮下环，下行止于大****皮下，

是维持子宫前倾的主要韧带。 

3.子宫主韧带 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构成，位于阔韧带下方，连于子宫颈阴道上部两侧和盆

腔侧壁之间，是防止子宫下垂的主要韧带。 

4.子宫骶韧带(骶子宫韧带) 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构成，从子宫颈后面的上外侧向后弯行，

绕过直肠的两侧，止于骶骨前面的筋膜。此韧带向后上方牵引并固定子宫颈，与子宫圆韧带

一起维持子宫的前倾前屈位。 

三、阴道穹及其临床意义 

阴道为连接子宫和外生殖器的肌性管道，是女性的交接器官，也是排出月经和分娩胎儿的管

道。阴道的七端宽阔，包绕子宫颈的阴道部，两者之问的环形陷凹称阴道穹，分为前穹、后

穹和侧穹。其中以阴道后穹最深，其后上方即为直肠子宫陷凹，两者问仅隔以阴道后壁和覆

盖其上的腹膜。临床上可经阴道后穹行腹膜腔穿刺抽液，以协助诊断和治疗。 

第四节 外生殖器 

女性外生殖器通常称女阴，包括阴阜、大****、小****、****、阴道前庭和前庭大腺。 阴

阜是位于耻骨联合前方的皮肤隆起，成年时生有阴毛。 

大****为一对纵行的皮肤皱襞，构成女阴的外侧界。 

小****位于大****的内侧，是一对较薄的皮肤皱襞。 

****由两条阴带海绵体构成，其裸露于两侧小****前端连接处的部分，称****头。 

阴道前庭魁两侧小****之间的裂隙，其前部有尿道外口，后部有阴道口。 

前庭大腺位于阴道口后外侧的深部，能分泌黏液，滑润阴道口。 

第五节 会阴 

一、会阴的境界和组成 

会阴是指瓮膈以下封闭骨盆下口的所有软组织而言。盆膈作为盆腔的底，将上方的盆腔与下

方的会阴分开。广义的会阴呈菱形，其境界：前方为耻骨联合下缘，后方为尾骨尖，两侧界

为耻骨下支、坐骨支、坐骨结节和骶结节韧带。两侧坐骨结节的连线将会阴分为前、后两部

分：前部为尿生殖区，男性有尿道穿过，女性有尿道和阴道穿过。后部为肛区，有肛管通过。 

临床上常将肛门和外生殖器之间的区域称会阴，即狭义的会阴，妇女分娩时期要保护此区以



免造成会阴撕裂。 

二、盆膈 

封闭小骨盆下口的后份，它主要由两侧的肛提肌以及覆盖在它上、下两面的筋膜构成，其中

部有直肠穿过。 

2018年成人高考专升本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9) 

本文为大家整理了 2018 年成人高考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是按照章节进行整理的，让大

家在复习的时候更有条理性。 

第九章 脉管系统 

第一节 总论 

一、脉管系统的组成 

脉管系统是分布于人体各部的一套封闭的管道系统，包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心血管系

统由心、动脉、毛细血管和静脉组成，血液在其中循环流动。淋巴系统包括各级淋巴管道、

淋巴器官和淋巴组织。淋巴液沿淋巴管道向心流动，最终汇人心血管系统。 

二、心血管系统的组成 

心血管系统由心、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组成。 

心是血液循环的动力器官，分为左、右心房和左、右心室 4个腔。动脉是从心室发出运送血

液到 全身各器官的血管。动脉从心室发出后，在行程中不断分支，越分越细，最后延续为

毛细血管。静脉 起自毛细血管，是引导血液回流至心房的血管。毛细血管是连于小动脉和

小静脉之间的细小血管， 相互连接成毛细血管网，血液在此处与组织和细胞进行物质交换。 

血液由心室射出，经动脉、毛细血管和静脉又回到心房。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按一定方向周

而 复始的流动称为血液循环。根据血液循环的路径不同，可分为体循环和肺循环。 

第二节 心 

一、心腔的瓣膜 

心似前后略扃倒置的圆锥体，有心底、心尖，前、下两个面和左、右、下 3个缘和 3条沟。 

心底朝向右后上方，由左、右心房构成，并与出入心的大血管干相连。心尖朝向左前下方，

由左心室构成。体表位置在左侧第 5肋间隙、左锁骨中线内侧 1～2cm 处。活体在此处可摸

到心尖的搏动。前面又称胸肋面或前壁，贴近胸骨体和肋软骨，大部分由右心房和右心室构

成，小部分为左心耳和左心室构成。下面或下壁又称膈面，贴于膈上，由左、右心室构成。

右缘近似垂直，由右心房构成。左缘圆钝，大部分为左心室，小部分为左心耳。下缘近似水

平较锐，大部分为右心室，小部分为心尖构成。 

心的表面有 3条沟：近心底处，有一几乎呈环形的冠状沟，是心房与心室在心表面的分界标

志;在胸肋面和膈面上，各有一条自冠状沟向下至心尖切迹的纵沟，分别称前室问沟和后室

间沟，足左、右心室在心表面的分界标志。上述 3条浅沟中均有心的血管行经及脂肪组织填

充。 

二、心传导系统的组成 

心传导系统，由特殊分化的心肌纤维构成，其功能是产生并传导冲动，维持心的正常节律性

搏动。心传导系包括窦房结、房室结、房室束及其分出的左、右脚和蒲肯野氏纤维网等。 

(一)窦房结 

是心的正常起搏点，位于上腔静脉与右心耳结合处的心外膜深面。窦房结发出的二节律性冲

动传至心房肌，使两心房同时收缩。 

(二)房室结 

位于房间隔下部右侧的心内膜深面，呈扁椭圆形。其作用是将窦房结传来的冲动传向心室。 

(三)房室束 

起自房室结，下行至室间隔肌性部上缘分为左束支和右束支，分别沿室间隔左、右侧心内膜



深面下行，再分支形成浦肯野(Purkinje)纤维网，最后分布于一般心肌纤维。 

第三节 动脉 

动脉是运送血液离心的血管。从心室发出后，反复分支，越分越细，最后移行于毛细血管。

由左心室发出的主动脉及各级分支运送动脉血;而由右心室发出的肺动脉干及其分支则运送

静脉血。 

一、主动脉的分部和主动脉弓的分支 

(一)主动脉的分部 

是体循环的动脉主干。由左心室发出，按其行程分为升主动脉、主动脉弓和降主动脉 3段。 

1.升主动脉(主动脉升部)起自左心室的主动脉口，向右前上方斜行，达右侧第二胸肋关节处

移行为主动脉弓。升主动脉的分支有左、右冠状动脉供应心。 

2.主动脉弓 接续升主动脉，在胸骨柄后面，弓形弯向左后方，至第四胸椎体下缘左侧延续

为降主动脉。由主动脉弓的凸侧自右向左发出三大分支，依次为头臂干(无名动脉)、左颈总

动脉和左锁骨下动脉，头臂干短而粗，向右上方斜行，至右侧胸锁关节后方分为右颈总动脉

和右锁骨下动脉。 

3.降主动脉 又以膈的主动脉裂孔为界，分为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腹主动脉下行至第 4 腰

椎体下缘处分为左、右髂总动脉。 

4.胸主动脉 位于胸腔的后纵隔内，在第 4 胸椎下缘续接主动脉弓，沿脊柱左前方下行，至

第 12胸椎高度穿膈的主动脉裂孔，移行为腹主动脉。胸主动脉的分支主要分布于胸部。 

5.腹主动脉在腹腔内沿脊柱左前方下行，至第 4腰椎体下缘处分为左、右髂总动脉。腹主动

脉的分支主要分布于腹部。 

6.髂总动脉 沿腰大肌内侧下行.至骶髂关节处分为髂内动脉和髂外动脉。髂内动脉的分支分

布于盆部，髂外动脉的分支分布于下肢。 

(二)主动脉弓的分支 

主动脉弓的凸侧缘发出三条较大的动脉，自右向左依次为：头臂干、左颈总动脉和左锁骨下

动脉。头臂干是一短干，向右上方斜行，至右胸锁关节的后方，分为右颈总动脉和右锁骨下

动脉。主动脉弓的分支主要分布于头颈和上肢。 

全身各大局部的动脉干可以大体概括如下： 

颈总动脉——头颈部 锁骨下动脉——上肢 胸主动脉——胸部; 

腹主动脉——腹部 髂内动脉一一盆部 髂外动脉——下肢。 

二、颈外动脉的主要分支和分布 

颈外动脉在胸锁乳突肌的深面上行，穿腮腺至下颌颈处分为颞浅动脉和上颌动脉两终支。颈

外动脉有以下分支： 

1.甲状腺上动脉 自颈外动脉的起始部发出，行向前下方，分支分布于甲状腺。 

2.舌动脉行向前内侧，分布于舌。 

3.面动脉行向前上方，绕过下颌体的下缘至面部，继经口角和鼻翼的外侧到眼的内眦。面动

脉的分支主要分布于面前部。面动脉在绕过下颌体下缘中点处，位置表浅，可以在此进行压

迫止血。 

4.颞浅动脉在颧弓后端的浅面上行，分支分布于颞、顶、额部。在外耳门前方，颞浅动脉位

置表浅，也可在此进行压迫止血。 

5.上颌动脉行向前内侧，进入面深部，分支分布于咀嚼肌、牙、腭及鼻腔等处。脑膜中动脉

是上颌动脉的重要分支，向上经棘孔入颅腔分布于硬脑膜。 

三、锁骨下动脉、腋动脉、肱动脉、桡动脉、尺动脉的主要分支和分布 

(一)锁骨下动脉 

右侧起自头臂千，左侧起自主动脉弓，沿胸膜顶内侧上二行至颈根部.弓形向外，经第 1 肋



上面穿斜角肌间隙，至第 1肋外缘延续为腋动脉 

锁骨下动脉主要分支有： 

1.椎动脉 上行穿第 6至第 1颈椎横突孔，再经枕骨大孔入颅腔，分支分布于脑和脊髓。 

2.甲状腺下动脉分布于甲状腺。 

3.胸廓内动脉 向下人胸腔，沿第 1～6肋软骨后面下行，分支分布于胸前壁、心包、膈和****

等。锁骨下动脉的直接延续——腋动脉是上肢的动脉主干。 

(二)腋动脉是锁骨下动脉的延续、经腋窝深部下行，至背阔肌下缘移行为肱动脉。腋动脉主

要分支分布于肩部和部分胸壁。 

(三)肱动脉是腋动脉的商接延续，沿肱二头肌内侧下行，至肘窝深部分为桡动脉和尺动脉。

在肘窝稍上方，肱二头肌腱内侧可触及肱动脉搏动，常为测量血压时的听诊部位。 

(四)桡动脉 自肱动脉分出后，与桡骨平行下降，至桡腕关节处，分出掌浅支人手掌;本干行

向后，绕桡骨茎突下方至手背，再穿第一掌骨间隙人手掌深部，桡动脉末端与尺动脉掌深支

吻合，形成掌深弓。桡动脉下段在桡骨下端前方，桡侧腕屈肌腱外侧位置表浅，是重要的摸

脉点。 

(五)尺动脉 自肱动脉分出后，斜向内下，至腕掌侧面发出掌深支;其末端与桡动脉的掌浅支

吻合，形成掌浅弓。 

2018年成人高考专升本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10) 

本文为大家整理了 2018 年成人高考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是按照章节进行整理的，让大

家在复习的时候更有条理性。 

第十一章 周围神经系统 

第一节 总论 

神经系统由脑、脊髓以及与它们相连并遍及全身各处的周围神经组成，它在人体各器官、系

统的功能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通过感受器接受机体内、外环境的各种刺激，经感觉神

经传至脑和脊髓的各级中枢，中枢将信息整合后，再把冲动经运动神经传至效应器，控制和

调节机体各系统的活动。 

神经系统的基本活动方式是反射。所谓反射就是神经系统对内、外环境的刺激作出适宜的反

应。完成反射活动的形态结构基础是反射弧。反射弧包括感受器→感觉神经(传入神经) →

中枢部→运动神经(传出神经) →效应器。 

神经系统的组成 

神经系统可分为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 

1.中枢神经包括脑和脊髓。 

2.周围神经包括 12对脑神经和 31对脊神经。两者都含有躯体神经和内脏神经。 

躯体神经分布到皮肤和运动系;内脏神经分布到内脏、心血管和腺体。两种神经都有感觉和

运动神经纤维。内脏运动纤维根据其作用不同，再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第二节 脊神经 

一、脊神经的组成 

脊神经主要分布至躯干和四肢，共 31对，包括颈神经 8对，胸神经 12对，腰神经 5对，骶

神经 5对。尾神经 1 对。每对脊神经都由与脊髓相连的前根和后根在近椎问孔处汇合而成。

后根上有一膨大的脊神经节，内禽感觉神经元的胞体，其中枢突组成感觉性的后根，周围突

构成脊神经的感觉纤维成分。前根由运动纤维组成，其胞体位于脊髓灰质内。脊神经是混合

性神经，禽有以下四种纤维成分。 

二、二肢的重要神经 

(一)组成 

臂从由第 5—8 颈神经的前支和第 1 胸神经前支的一部分组成。自颈根部斜角肌问隙，经锁



骨中点的后力方进入腋窝，嘲绕腋动脉排列。臂丛分支主要分布于上肢的肌和皮肤，臂丛的

主要分支有： 

(二)肌皮神经 

起自外侧束，支配臂部前群肌，终支在肘关节上方穿出深筋膜延续为前臂外侧皮神经。分布

于前臂外侧的皮肤。 

(三)正中神经 

1.行径 由内、外侧两根合成，发自内、外侧束沿肱二头肌内侧沟，自肱动脉外侧→前耐→

舷动脉内侧穿→旋前圆肌→指浅、指深屈肌之间→桡侧腕屈肌腱与掌长肌腱之间→腕管→掌

腱膜深面。 

2.分布 肌支→前臂屈肌(除肱桡肌、尺侧腕屈肌和指深屈肌尺侧半外)、第 1、2蚓状肌、鱼

际肌(除拇收肌);皮支→掌心、桡侧 3个半手指的掌面和鱼际的皮肤。 

3.损伤 

(1)因鱼际肌群萎缩而手掌虽平坦，呈现所谓的“猿手”。 

(2)运动障碍：屈腕能力减弱，前臂不能旋前，拇、食和中指不能屈曲，拇指不能作对掌运

动。 

(3)感觉障碍：拇、食、中指末节皮肤最明显。 

(四)尺神经 

沿臂内侧下行，经肱骨内上髁后方的尺神经沟至前臂，伴尺动脉下行，经腕前面入手掌，分

支分布于前臂尺侧部分屈肌，手的小鱼际肌和中间群肌及拇收肌，手掌尺侧 1/3 和尺侧一个

半指的掌侧皮肤，手背尺侧半及尺侧两个半指的背侧皮肤。 

尺神经损伤后，小鱼际及部分中问群肌萎缩，第 4、5 指末节不能屈，拇指不能内收，其他

指不能收、展，第 4、5掌指关节伸直，指间关节屈曲，掌骨间隙深凹，形成“爪形手”。此

外，尺侧一个半指及相应手掌的皮肤感觉障碍。 

(五)桡神经 

1.行径起自臂丛后束与肱深动脉伴行，经桡神经沟行向下.外，于肱肌与肱桡肌之间浅出，

分浅、深两支至前臂后面皮肤和后群肌。 

2.分布 肌支分布于肱三头肌、肱桡肌及前臂伸肌;皮支分布于臂后面、前臂后面皮肤及手背

桡侧半 2个半手指的皮肤。 

3.损伤肱骨中段骨折时常伤及此神经。 

肘关节屈曲，前臂呈旋前位，腕部呈“垂腕”状态。 

运动障碍，不能伸肘、伸腕、仲指，前臂旋后力弱，呈“垂肘垂腕”畸形。 

感觉障碍，第 1、2掌骨间隙背面(“虎口区”)的皮肤最明显。 

(六)腋神经 

于腋动脉后方起于臂丛，经肱骨外科颈达三角肌深面，分支分布于三角肌、肩关节及臂部上

1/3外侧的皮肤。 

腋神经损伤后，主要表现为肩关节不能外展，由于三角肌的萎缩，呈现“方肩”征。 

三、胸神经前支 

(一)行程、分布 

胸神经前支共 12对，第 1～11 对行于肋问隙，称肋间神经，第 12对行于第 12 肋下，称为

肋下神经。肋间神经在肋问内、外肌之间沿肋沟前行，于腋前线处发出外侧皮支。上 6对在

胸骨侧缘浅出，下 6对向前下行于腹内斜肌与腹横肌之间入腹直肌鞘，于腹白线附近浅出。 

(二)肌支支配肋间肌、腹前外侧肌群。 

(三)皮支 

皮支呈节段性分布于胸腹壁皮肤： 



胸骨角平面——胸 2; 

乳头平面——胸 4; 

剑突平面——胸 6; 

肋弓平面——胸 8; 

脐的平面——胸 10; 

耻骨联合与脐相连线巾点平面——胸 12。 

四、股神经 

①股神经股神经于腰大肌与髂肌之间下行，经腹股沟韧带深面、股动脉外侧人大腿股三角。

终支称隐神经。肌支配股四头肌;皮支(隐神经)分布于小腿内侧和足内缘皮肤。 

②损伤 

运动障碍 大腿前群肌萎缩，抬腿困难，不能伸小腿。膝反射消失。 

感觉障碍 主要见于大腿前面和小腿内侧面皮肤。 

五、坐骨神经 

坐骨神经是全身最粗大的神经，自梨状肌下孔出盆腔，在臀大肌深面下降，经大转子与坐骨

结节之间达股后，于股后群肌问下降，分支支配股后群肌。至腘窝上二方分为胫神经与腓总

神经。 

(一)胫神经 

沿胭窝正中下降，在小腿后群肌的深、浅两层之间下行，分支分布于小腿后群肌和小腿后面

的皮肤。胫神经经内踝后方入足底，分为足底内侧神经和足底外侧神经，分布于足底肌和皮

肤。 

(二)腓总神经 

沿胭窝外侧缘下降，绕过腓骨颈分为深、浅两支。 

1.腓深神经位于小腿前群肌深面，伴胫前动脉下行，分支支配小腿前群肌、足背肌及第 1～

2趾背相对缘的皮肤。 

2.腓浅神经穿小腿外侧群肌下降。主干至小腿中、下 1/3交界处，穿出深筋膜至浅筋内膜下

行，经踝关节前方至足背。下降过程中，分支分布于小腿肌外侧群、小腿前外侧面、足背及

第 2～5趾背相对缘的皮肤。 

3.腓总神经损伤 

(1)小腿前、外侧肌群瘫痪，小腿后群肌因失去拮抗肌而过度牵拉造成足跖屈(足下垂)和内

翻位，即所渭“马蹄内翻足”畸形。 

2018年成人高考专升本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11) 

本文为大家整理了 2018 年成人高考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是按照章节进行整理的，让大

家在复习的时候更有条理性。 

第十二章 中枢神经系统 

第一节 脊 髓 

一、脊髓的位置和外形 

(一)位置 

脊髓位于椎管内，自枕骨大孔至第一腰椎下缘。 

(二)外形 

脊髓呈扁圆柱状，全长粗细不等，有颈膨大(颈 5～胸 1)和腰骶膨大(腰 2～骶 3)，末段变细

称脊髓圆锥。自脊髓圆锥向下延为非神经组织的细丝称终丝，止于尾骨背面。脊髓表面有纵

行的前正中裂、后正中沟和前、后外侧沟。由于脊髓短于椎管，故腰、骶、尾神经根在未出

相应的椎问孔前，在椎管内围绕终丝下行一段距离，形成马尾。前、后外侧沟分别有前根及

后根出入。 



二、脊髓灰质的分部及主要核团 

(一)前角 

前角为躯体运动性核团，分内、外两群。支配由肌节演化来的骨骼肌。前角运动神经元分为

两型：a 运动神经元，支配骨骼肌的梭外肌纤维，引起肌收缩;γ运动神经元，支配骨骼肌

的梭内肌纤维，调节肌张力。 

(二)侧角 

侧角见于胸 1～腰 3节段，含交感神经节前神经元，又称中间外侧核，是交感神经的低级中

枢。在脊髓的骶 2～4 节段，中间带外侧部有副交感神经的节前神经元，称骶副交感核，是

副交感神经低级中枢的一部分。 

(三)后角 

后角细胞属躯体感觉性核团，分群较多，自后向前，主要的核群有： 

1.后角边缘核该核是后角尖最表层的弧形区。在腰骶膨大处尤为明显。 

2.胶状质胶状质贯穿脊髓全长。 

3.后角固有核 后角固有核在胶状质前方。 

4.胸核(背核) 胸核在后角基部内侧，仅见于颈 8～腰 2节段。 

第二节 脑干 

脑干由延髓，脑桥和中脑组成。 

脑神经核功能柱及各核的功能 

(一)一般躯体运动柱 

一般躯体运动桂位于菱形窝底深方中线的两侧。支配由肌节演化来的骨骼肌。 

1.动眼神经核(上丘)支配上睑提肌和上直肌、内商肌、下直肌、下斜肌。 

2.滑车神经核(下丘)支配眼的上斜肌。 

3.展神经核(脑桥中下部)支配眼的外直肌。 

4.舌下神经核(橄榄中下部)支配舌肌运动。 

(二)特殊内脏运动柱 

特殊内脏运动柱位于躯体运动柱的腹外侧。支配由鳃弓演化来的骨骼肌。 

1.三叉神经运动核(脑桥中部)支配咀嚼肌。 

2.面神经核(脑桥中下部)支配面部表情肌。 

3.疑核(延髓上部)支配茎突咽肌。 

4.副神经核(延髓下部)支配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 

(三)一般内脏运动柱 

一般内脏运动柱位于躯体运动柱的背外侧。支配心肌、平滑肌和腺体(属于副交感成分)。 1.

动眼神经副核(上丘)支配瞳孔括约肌、睫状肌。 

2.上泌涎核(脑桥中下部)支配颌下腺、舌下腺、泪腺。 

3.下泌涎核(橄榄上部)支配腮腺 

4.迷走神经背核(橄榄中下部)支配颈、胸、腹腔脏器(骨盆脏器除外)。 

(四)一般、特殊内脏感觉柱 

一般、特殊内脏感觉柱位于一般内脏运动柱外侧，界沟以外。 

1.孤束核上部(橄榄上部)接受咽、咽鼓管及舌的感觉(味觉) 

2.孤束核下部(橄榄下部)接受内脏感觉 

(五)一般躯体感觉柱 

一般躯体感觉柱位于内脏感觉柱的外侧。 

1.三叉神经中脑核(脑桥、中脑)与咀嚼肌、牙齿等主体感觉有关。 

2.三叉神经脑桥核(脑桥中部)接受面部浅感觉。 



3.三叉神经脊髓束核(脑桥、延髓)接受面部浅感觉。 

(六)特殊躯体感觉柱 

特殊躯体感觉柱位于脑干最外侧，前庭区的深方。 

1.前庭神经核(脑桥、延髓)接受头部位置觉冲动。 

2.蜗神经核(脑桥、延髓)接受听觉冲动 

第三节 小脑 

小脑的分叶 

根据发生、功能和纤维联系，小脑以原裂和后外侧裂分为三叶。 

(1)绒球小结叶 

以后处侧裂与小脑的其他部分相分隔，包括绒球、绒球脚和蚓小结。位于小脑上面，属原小

脑，接受前庭神经及前庭神经核的纤维，故又称前庭小脑，与平衡有关。 

(2)小脑前叶 

在原袭的以前的部分，为小脑上面近前端的小脑关球部分和小脑蚓，属旧小脑，接受脊髓小

脑前、后柬纤维，又称脊髓小脑，与肌张力的调节有关。 

(3)小脑后叶 

包括原裂以后的小脑和小脑下面剩余的部分，属新小脑，又称大脑小脑。大脑皮质通过大脑、

脑桥核与小脑后叶联系，调节肌肉的共济协调运动 

小脑的功能及小脑损伤的临床表现 

(一)功能 

1.维持身体平衡。 

2.调节肌张力。 

3.维持共济运动。 

4.运动学习功能。 

(二)损伤的临床表现 

1.原小脑损伤 出现平衡失调，站立时身体摇摆不稳，步态蹒跚。 

2.新小脑损伤在临床上新小脑的损伤总是伴有旧小脑的损伤，表现是共济失调，尤其是精细

运动时表现明显。由于肌群收缩的强度与运动所需达到的目的不相称，致使辨距不能、交替

运动不能、动作分裂等。例如指鼻不准，不能立即由旋前转为旋后运动，运动时表现震颤，

而静止时震颤消失，拿物时过度伸开手指等。 

第四节 间 脑 

一、间脑的分部 

间脑位于脑干和端脑之间。分五部： 

(一)背侧丘脑 

背侧丘脑叉称丘脑，是卵圆形灰质团块，内邻第三脑室。 

(二)后丘脑 

后丘脑丘脑的后端，中脑顶盖的上方，有内侧膝状体、外侧膝状体。 

(三)上丘脑 

上丘脑与嗅觉有关。位于中脑顶盖前区与间脑背侧的移行处，第三脑室顶部的周围，包括松

果体等。 

(四)下丘脑 

下丘脑与内脏和内分泌活动有关。位于丘脑下沟以下，形成第三脑室侧壁下部，有视交叉、

灰结节、漏斗(与垂体相连结)、乳头体。 

(五)底丘脑 

底丘脑丘脑的腹侧，是中脑被盖和背侧丘脑的过渡区，内含丘脑底核、部分红核、黑质，与



纹状体密节相关(锥体外系)。 

第五节 大脑 

端脑由左、右大脑半球构成 

一、大脑半球的分叶 

(一)额叶 

在中央沟前方。有额上回，额中回，额下回，中央前回。 

(二)顶叶 

在中央沟后方，顶枕沟前方。有顶上小叶，顶下小叶，中央后回。 

(三)颞叶 

在外侧沟下方。有颞上回，颞中回，颞下回，颞横回。 

(四)枕叶 

在顶枕沟后方。 

(五)岛叶 

在外侧沟深处，被额、顶、颞叶所覆盖。 

二、大脑皮质的机能定位 

(一)额叶 

1.中央前回及旁中央小叶前部(4、6区) 

功能 第 1躯体运动区。管理对侧半身的随意运动，接受部分对侧深感觉的投射。 

损伤症状 一侧损伤，出现对侧肢体硬瘫和部分深感觉障碍。 

2.额中回后部(8区) 

功能 书写中枢(优势半球)。 

损伤症状 失写症。手能运动，但写字、绘画等精细动作障碍。 

3.额下回后部(44、45 区)也称 Broca区 

功能 运动性语言中枢或说话中枢(优势半球)。 

损伤症状 运动性失语。能发声，但不能组成语言。 

(二)顶叶 

1.中央后回(3、1、2区) 

功能 第 1躯体感觉区。接受对侧半身深、浅感觉的投射。 

损伤症状 一侧损伤，对侧肢体深、浅感觉障碍。 

2.角回(39区) 

功能 视觉性语言中枢或阅读中枢(优势半球)。 

损伤症状 失读症。有视觉，但不理解文字符号的意义。 

3.缘上回 

功能 运用中枢。 

损伤症状 失用症。不能做穿衣解扣等精细动作。 

(三)颞叶 

1.颞上回后部(22区) 

功能 感觉性语言中枢或听话中枢(优势半球)。 

损伤症状 感觉性失语。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2.颞横回(41、42区) 

功能 听中枢。 

损伤症状 一侧损伤，听觉障碍不明显。 

(四)枕叶 

距状裂两岸皮质(17区)。 



功能 视觉中枢。 

损伤症状 一侧损伤，出现双眼同向偏盲。 

第六节 传导通路 

一、视觉传导通路 

(一)路径 

(二)不同部位损伤后的视野变化 

1.一侧视神经损伤患侧眼全盲。 

2.视交叉中部损伤 双眼视野颞侧偏盲。 

3.视交叉外侧部损伤 同侧视野鼻侧偏盲。 

4.一侧视束(视辐射、视区皮质)损伤双眼视野对侧同向性偏盲 

二、运动传导路 

(一)组成 

(二)行程 

1.锥体系 由两级神经元组成，分别称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 

2.锥体外系 锥体外系由纹状体系及小脑系组成。它们传导冲动一般不引起一个意识动作，

主要是调节肌张力、肌协调及平衡等。 

(三)损伤表现 

锥体系的任何部位损伤都可引起其支配区的随意运动障碍，即瘫痪。 

(四)上运动神经元和下运动神经元的概念 

1.上运动神经元 为位于大脑中央前回和旁中央小叶前部的锥体细胞及其轴突构成的锥体束。 

2.下运动神经元 为脑神经运动核(一般躯体运动核、特殊内脏运动核)或脊髓前角细胞及其

轴突组成的脑神经或脊神经。 

3.上、下运动神经元损伤后的区别 

第七节 脑、脊髓的被膜和血管 

一、脑、脊髓的三层被膜 

脑、脊髓的被膜由外向内为硬膜、蛛网膜、软膜。 

硬脊膜与椎管内面的骨膜之间有一窄腔，称硬膜外腔。腔隙内除有脊神经根通过外，还有静

脉丛、淋巴管和脂肪组织，腔隙内呈负压。临床上可将麻醉药注入此腔隙行硬膜外麻醉，以

阻断脊神经的传导。硬脊膜在椎间孔处移行于脊神经外膜。 

脊髓蛛网膜为半透明薄膜，它与软脊膜问有蛛网膜下隙(腔)，内充满脑脊液，脊髓蛛网膜下

隙与脑蛛网膜下隙相通。此隙下部常扩大为终池，临床腰穿及腰麻常在此进行。 

二、大脑动脉环(又称 Wi11is环、脑底动脉环) 

1.组成由两侧大脑前、后动脉的起始段、颈内动脉末端和前、后交通动脉吻合而成。 

2.位置位于脑底正中，围绕视交叉、灰结节和乳头体。 

3.功能意义对维持脑的正常血供及调节局部血流量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成人高考专升本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12) 

本文为大家整理了 2018 年成人高考医学综合章节考点复习，是按照章节进行整理的，让大

家在复习的时候更有条理性。 

第二部分 生理学 

第一章 概 述 

生理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科学，是研究生物体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是以生物体

的生命活动现象和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第一节 内环境与稳态 

人体生活在外界环境中，但人体细胞大都不与外界环境直接相通，而是浸浴在细胞外液(血



液、淋巴、细胞液)中，细胞外液成为细胞生存的体内环境，称为机体的内环境。内环境主

要作用为机体细胞的活动提供必要的理化条件，使细胞的各种酶促反应和生理功能得以正常

进行;同时它又为细胞的新陈代谢提供营养物质，接受来自细胞的代谢产物，以保证代谢活

动的顺序进行。内环境稳定是生物体自由生命的条件。 

机体需要维持内环境理化性质相对恒定，使其经常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种状态称为稳态。

内环境稳态有赖于其中各种物质在不断变动中的相对稳定即动态平衡状态。内环境的理化性

质(如温度、pH、渗透压和各种物质的浓度)通常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不随外界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但这种恒定是在微小波动中保持的相对稳定。内环境的相对恒定是保证人体正常生

命活动的必要条件;一旦这种动态平衡被破坏，将导致人体某种病理状况，严重者可致死亡。 

第二节 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机体内各组织、器官和系统之间功能活动的相互协调以及它们与外环境的统一，是通过机体

内完善的调节系统实现的。调节方式包括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和自身调节。 

一、神经调节 

由神经系统的活动对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基本调节方式是反射。神经调节的特点是反应速

度快、精确，效应短暂。 

(一)反射与反射弧 

1.反射 是在中枢神经系统参与下，机体对内外环境刺激发生的规律的适应性反应。 

2.反射弧 反射活动的结构基础是反射弧，它包括 5个部分，即感受器、传入神经、反射中

枢、传出神经和效应器。反射活动的完成有赖于反射弧的完整性。 

(二)非条件反射与条件反射 

反射按其形成条件和反射弧的特点可分为两种类型： 

1.非条件反射 是先天遗传的，是生来固有的。反射弧是固定的、终生不变的，各级中枢均

可完成非条件反射。 

2.条件反射 是个体出生后在一定条件下，在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经过训练获得的，条件

反射灵活多变，并需要高级中枢存在下才能完成。 

二、体液调节 

机体某些细胞能生成和分泌某种化学物质，经体液运输，作用于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

对其活动进行调节。其特点是：反应速度较慢，不够精确，作用广泛而持久。 

(一)激素调节 

机体许多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各种激素，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靶器官、靶组织和靶细胞，对

机体的功能进行调节的，称为激素调节。 

(二)神经一体液调节(神经分泌) 

神经调节在多数情况下处于主导地位，而多数内分泌腺的分泌活动也受神经支配和调节。所

以体液因索常作为反射弧传出途径中的一个中间环节或辅助部分而发挥作用，形成神经一体

液调节。 

(三)局部性体液调节(旁分泌) 

某些组织细胞产生的一些化学物质可在局部组织液内扩散，改变邻近组织细胞的活动，称为

局部性体液调节。 

三、自身调节 

当机体内，外环境发生变化时，器官、组织和细胞可不依赖于神经或体液调节而产生适应性

反应。自身调节涉及的范围只限于该器官、组织和细胞，属于局部调节。 

第三节 人体功能的反馈控制系统 

在神经、体液调节下，效应器活动的后果又回过头来作用于神经或体液调节的中枢，以调整

神经或体液调节中枢的活动，这种联系称为反馈。换句话说，即受控部分将信息送回到控制



部分，纠正和调整控制部分对受控部分的影响。 

一、负反馈 

负反馈信息与控制信息的作用性质相反，使控制部分的作用减弱或停止。负反馈起纠正、减

弱控制信息的作用，是维持稳态的重要调节形式。 

二、正反馈 

正反馈信息与控制信息的作用性质相同，起加强控制信息的作用。它适于调节那些需要发动

并尽快结束的生理过程，如排尿反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