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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第1节 细胞生活的环境

第2节 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性



第2节 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性

本节聚焦

1/什么是内环境稳态？

2/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3/稳态调节的机制是什么？



在进行常规体检是，通常要做血液生化六

项的检查，以了解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

脂等是否正常。左图是某人的血液生化六项检

查的化验单。

问题探讨

讨论：

1、为什么血浆的生化指标能反映机体的健康状况？

2、每种成分的参考值（正常值）都有一个范围，这说明什么？

3、从化验单上可以看出哪些成分超出正常范围？这可能对人体造成什么不利影响？



内环境的动态变化

体温的日变化规律



1、什么是稳态？

正常机体通过调节作用，使各个器官、系统协调活动，
共同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状态；

2、稳态的实质是什么？

内环境成分和理化性质处于动态平衡；

3、稳态有哪些不同类型？

成分稳态和理化性质的稳态（水、无机盐、各种营养
物质、代谢产物、pH值、渗透压、温度等）；

内环境的动态变化



1、稳态是如何实现的？

对稳态调节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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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个器官、系统协调一致地正常运行是维持内环境稳态的基础

直接相关的系统：

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和泌尿系统；

起调节作用的系统：

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

对稳态调节机制的认识



(2)神经－体液－免疫调节网络是内环境稳态的主要调节机制

神经—体液—免疫调节网络的提出：

①法国生理学家 贝尔纳

推测：内环境的恒定主要依赖于神经系统的调节。

②美国生理学家 坎农

提出：内环境是在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

③人们发现，免疫系统能发现并清除异物、外来病原微生物等引

起内环境波动的因素—它也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对稳态调节机制的认识



(3)人体维持稳态的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当外界环境的变化过于剧烈，或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

出现障碍时，内环境的稳态就会遭到破坏。

如人体某种器官的功能出现障碍，就会引起稳态失调，

肾功能衰竭，就会出现尿毒症，最终会引起死亡。

对稳态调节机制的认识



对稳态调节机制的认识

(4)具体调节过程

通过缓冲物质维持细胞外液pH的相对稳定

通过神经和体液调节维持细胞外液渗透压的相对稳定

通过神经和激素调节维持血糖的相对平衡

通过神经和体液调节使人体体温保持相对恒定

通过免疫调节对付病原体和体内出现的异常细胞



1、你有过发高烧的经历吗？谈谈高烧最严重时的感受。体温过
高时为什么要采取物理降温或药物降温的措施？

发热时的主要症状大部分集中在中枢神经系统，病人感觉不适、头疼、

头晕、嗜睡等，同时常有食欲不振、厌食、恶心的表现。发热时机体处于

一种明显的分解代谢过旺的状态，持续高热必定引起器官的功能负荷加重，

有可能诱发器官功能不全或引起组织损伤。孕妇发热可能导致胎儿发育障

碍，是一个重要的致畸因子。对于6个月至4岁的幼儿来说，持续高热容易

发生惊厥，相当数量的患儿由此造成脑损伤，如智力落后，甚至癫痫，因

此应注意及时采用物理方法或服用药物来退烧降温。



2、大量出汗或严重腹泻后，如果只喝水，不补充盐，内环境的
渗透压会出现什么变化？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内环境渗透压会变小。

当内环境渗透压变小时，内环境中的水将较多地通过渗透作用进入细胞内，

造成细胞吸水肿胀，进一步导致细胞代谢和功能紊乱。严重时会出现疲倦、

周身不适、表情淡漠、恶心、食欲减退、皮下组织肿胀等症状。



3、有人到青藏高原后出现头痛、乏力、心跳加快甚至血压升高
等症状，为什么？这说明外界环境与内环境稳态之间有什么关系？

因为高原空气稀薄，大气压和氧分压低，易造成体内缺氧。这说明外界环

境的变化势必影响内环境的稳态。若外界环境变化不甚剧烈，并且机体代

偿机制良好，内环境的波动较小，仍能维持稳态；若外界环境变化剧烈，

机体代偿机制不好，内环境稳态将受到破坏，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意义

内环境稳态为机体细胞提供适宜的理化环境，保证细胞的各种

酶促反应和生理功能正常进行，同时内环境也可为细胞提供营养物

质，并接受来自细胞的代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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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细胞的分子

水 约90%

蛋白质
7%--9%

无机盐约1%
血浆运送的
物质 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