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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59905.htm 据刺激的来源不同，我

们可以把感觉分为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外部感觉是由机体

以外的客观刺激引起、反映外界事物个别属性的感觉。外部

感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肤觉。内部感觉是由机

体内部的客观刺激引起、反映机体自身状态的感觉。内部感

觉包括运动觉、平衡觉和机体觉。 一、外部感觉 1．视觉 以

眼睛为感觉器官，辨别外界物体明暗、颜色等特性的感觉叫

做视觉。 产生视觉的适宜刺激是可见光。光是具有一定频率

和波长的电波。宇宙中存在各种电磁波，而其中只有一小部

分才是可见光。产生视觉的适宜刺激是波长为380～780纳米

的电磁波，即可见光。 接受光波刺激的感受器是眼睛视网膜

上的感光细胞。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有两种：视锥细胞和视

杆细胞。视锥细胞大多集中于视网膜的中央窝及其附近，大

约有六百万个，能分辨颜色和物体的细节。视杆细胞主要分

布在视网膜的边缘，大约有1.2亿个，主要感受物体的明暗，

但不能分辨颜色和物体的细节。当适宜的光刺激透过眼睛到

达视网膜，引起视网膜中的感光细胞产生神经冲动，神经冲

动沿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皮质的视觉中枢时，视觉就产生了。 

光波的基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强度、波长、纯度。与

物理属性相对应，人对光波的感知也有三种特性：明度、色

调与饱和度。 与光的强度对应的视觉现象是明度。明度指由

光线强弱决定的视觉经验，是对光源和物体表面的明暗程度

的感觉。如果我们看到的光线来源于光源，那么明度决定于



光源的强度。如果我们看到的是来源于物体表面反射的光线

，那么明度决定于照明的光源的强度和物体表面的反射系数

。 与光的波长对应的视觉现象是色调。色调指物体的不同色

彩。不同波长的光作用于人眼引起不同的色调感觉，如700纳

米的光波引起的色调感觉是红色，620纳米的光波引起的色调

感觉是橙色，70纳米的光波引起的色调感觉是蓝色。 饱和度

反映的是光的成分的纯度。例如，浅绿色、墨绿色等是饱和

度较小的颜色，而鲜绿色是饱和度较大的颜色。 与光的时间

特性对应的视觉现象是后像和闪光融合。视觉刺激对感受器

的作用停止后，感觉现象并不消失，还能保留短暂的时间，

这种现象叫后像。例如，注视亮着的电灯几秒钟后，闭上眼

睛，眼前会出现一个亮着的灯的形象位于暗的背景上，这是

正后像，后像的品质与刺激物相同；随后可能看到一个黑色

的形象位于亮的背景上，这是负后像。彩色视觉常常有负后

像。例如，注视一个红色正方形一分钟后，再看白墙，在白

墙上将看到一个绿色的正方形。当断续的闪光达到一定的频

率，人们不会觉得是闪光，会得到融合的感觉，这种现象叫

闪光融合。例如，日光灯的光线其实是闪动的，每秒钟闪

动100次，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闪动的，而是融合的光。 2．

听觉 声波振动鼓膜产生的感觉就是听觉。引起听觉的适宜刺

激是频率（发声物体每秒钟振动的次数）为16～20000赫兹的

声波。低于16赫兹的振动是次声波，高于20000赫兹的振动是

超声波，都是人耳不能接受的。接受声波刺激的感受器是内

耳的柯蒂氏器官内的毛细胞。当声音刺激经过耳朵传达到内

耳的柯蒂氏器官内的毛细胞时，引起毛细胞兴奋，毛细胞的

兴奋沿听神经传达到脑的听觉中枢，这就产生了听觉。 听觉



器官对声波的反映表现为音高、响度和音色。 音高指听起来

声音的高低。音高主要决定于声音的频率。一般地，声波振

动频率越大，听起来音调越高；反之，音调越低。通常成年

男性说话的音调要低于成年女性的音调。言语声的音高一般

在85～1100赫兹。音高还受声音的持续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声音刺激都至少要持续一定的时间（低频声音的持续的时间

要比高频声音的持续时间要长），才能让人体验到音高。疾

病、年龄等因素也会使人对音高的感觉产生影响。 响度指声

音的强弱程度，主要由声波的振幅决定。振幅越大，声音的

响度也就越大；振幅越小，响度越小。测量响度的单位是分

贝。生活中，耳语声的响度是20分贝，普通谈话的响度是60

分贝，繁忙的街道的响度是80分贝，响雷的响度是120分贝。

长时间处于85分贝以上环境中的人会产生听力损失。 音色指

声音的特色，由声波的波形决定。例如，即使胡琴和小提琴

发出的音高、响度相同的声音，听起来还是两种不同的声音

，这种差别就是音色的差别。由干声音具有各种不同的特色

，我们才可能辨别不同的发声体。 3．嗅觉 某些物质的气体

分子作用于鼻腔黏膜时产生的感觉叫做嗅觉。 引起嗅觉的适

宜刺激是有气味的的挥发性物质，接受嗅觉刺激的感受器是

鼻腔黏膜的嗅细胞。有气味的气体物质作用于嗅细胞，细胞

产生兴奋，经嗅束传至嗅觉的皮层部位（位于颞叶区），因

而产生嗅觉。 许多动物要借助嗅觉来寻找食物、躲避危险、

寻求异性。人的嗅觉已退居较次要的地位。例如，德国牧羊

犬的嗅觉比人类的嗅觉敏锐一百万倍。但即使这样，人的嗅

觉仍为我们的生存提供重要的信息。例如，有毒的、腐烂的

物质常伴有难闻的气味，这对于想食用它们的人来说是一种



警告。人的嗅觉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刺激物的作用时间、

机体生理状态、空气的温度和湿度等。温度太高、太低，空

气湿度太小，机体感冒等，都会降低嗅觉的敏感性。 研究表

明，嗅觉刺激可以唤起人们的记忆和情绪。做词汇练习时闻

着巧克力香味的学生，第二天回忆词汇时，再次提供巧克力

香味比不提供回忆的词汇要多。芳香的气味可以使人心情好

，增强自信，提高工作效率。 4．味觉 可溶性物质作用于味

蕾产生的感觉叫做味觉。如果用干净的手帕将舌头擦干，然

后将冰糖或盐块在舌头上摩擦，这时你感觉不到任何味道，

甚至可以把奎宁撒在干舌头上，只要唾液不溶解它，就不会

感觉到苦味。引起味觉的适宜刺激是可溶于水或液体的物质

，接受味觉刺激的感受器是位于舌表面、咽后部和腭上的味

蕾。 味蕾的再生能力很强，所以即使因吃热的事物烫伤了舌

头，也不会对味觉有太大影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味

蕾的数量会逐渐减少，因此人的味觉敏感性会逐渐降低。吸

烟、喝酒会加速味蕾的减少，因而会加速味觉敏感性的降低

。基本的味觉有酸、甜、苦、咸四种，其他味觉都是由这四

种味觉混合而来。舌尖对甜味最敏感，舌中对咸味最敏感，

舌的两侧对酸味最敏感，舌后对苦味最敏感。食物的温度对

味觉敏感性有影响。一般来说，食物的温度在20℃～30℃时

，味觉敏感性最高。机体状态也会影响味觉敏感性。饥饿的

人对甜、咸的较敏感，对酸、苦不太敏感。 巴特舒克

（LindaBartoshuk，1993）研究发现，人类因味觉引起的情绪

反应是固定的。把甜的或苦的食物放在新生儿的舌头上时，

新生儿舌头和面部的反应与成人一致。没有舌头的人仍有味

觉，味觉感受器在嘴的后部和顶部。如果舌头的一边失去味



觉，我们不会注意到，因为舌头的另一边对味觉会非常敏感

。大脑难以对味觉定位，虽然舌头中间的味蕾较少，但我们

体验到的味觉来自整个舌头。某些有营养的物质不能引起味

觉，如脂肪、蛋白质、淀粉及维生素。 5．肤觉 刺激作用于

皮肤引起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叫做肤觉。 引起肤觉的匡宜刺激

是物体机械的、温度的作用或伤害性刺激，接受肤觉刺激均

感受器位于皮肤、口腔黏膜、鼻黏膜和眼角膜上（如皮肤内

的游离神经末梢、触觉小体、触盘、环层小体、棱形末梢等

），呈点状分布。 肤觉的基本形态包括触压觉、温度觉、痛

觉。其他各种肤觉是由这几种基本形态构成的复合体。 由非

均匀的压力在皮肤上引起的感觉叫做触压觉。触压觉包括触

觉和压觉。当机械刺激作用于皮肤表面而未引起皮肤变形时

产生的感觉是触觉；当机械刺激使皮肤表面变形但未达到疼

痛时产生的感觉是压觉。相同的机械刺激在皮肤的不同部位

引起的触压觉的敏感性是不同的，额头、眼皮、舌尖、指尖

较敏感，手臂、腿次之，胸腹部、躯干的敏感性较低。 温度

觉指皮肤对冷、温刺激的感觉。温度觉包括冷觉和温觉两种

。冷觉和温觉的划分以生理零度为界限。生理零度指皮肤的

温度，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温度刺激高于生理零度，引起

温觉；温度刺激低于生理零度，引起冷觉；温度刺激与生理

零度相同，则不能引起冷觉和温觉。人体不同部位的生理零

度不同，面部为33℃，舌下为37℃，前额为35℃。当温度刺

激超过45℃时，会使人产生热甚至烫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温

觉和痛觉的复合。 痛觉是对伤害有机体的刺激所产生的感觉

。引起痛觉的刺激很多，包括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温

度的以及电的刺激。痛觉对有机体具有保护作用。天生无痛



觉的人常常寿命不长，因为他们体会不到因机体受伤或不适

而产生的痛觉，因而不会主动去为医治自己的身体而努力。

不仅仅是皮肤，全身各处的损伤或不适都会产生痛觉。因此

，痛觉既可以是外部感觉，也可以是内部感觉。痛觉常伴有

生理变化和情绪反应。皮肤痛定位准确；肌肉、关节痛定位

不准确；内脏痛定位不准且具有弥散的特点。影响痛觉的因

素很多，我们可以通过药物、电刺激、按摩、催眠、放松训

练、分散注意力等方法减轻痛觉。我国学者研究表明，人体

皮肤对痛觉的敏感性一年中经历两次周期性的变化，春、秋

两季比夏、冬两季要迟钝，其原因尚不明了。 二、内部感觉

1．运动觉 反映身体各部分运动和位置的感觉叫运动觉。引

起运动觉的适宜刺激是身体运动和姿势的变化，接受运动觉

刺激的感受器位于肌肉、韧带、关节等的神经末梢。凭借运

动觉，我们可以行走、劳动，还可以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完

成各种复杂的运动技能；凭借运动觉与触觉、压觉等的结合

，我们可以认识物体的软硬、弹性、远近、大小、滑涩等特

性。 2．平衡觉 反映头部位置和身体平衡状态的感觉叫平衡

觉。引起平衡觉的适宜刺激是身体运动时速度和方向的变化

，以及旋转、震颤等，接受平衡觉刺激的感受器位于内耳的

前庭器官，即椭圆囊、球囊和三个半规管。平衡觉的作用在

于调节机体运动、维持身体的平衡。平衡觉与视觉、机体觉

有联系，当前庭器官受到刺激时，视野中的物体仿佛在移动

，我们会产生眩晕、恶心、呕吐等。 3．机体觉 机体内部器

官受到刺激时产生的感觉叫机体觉。引起机体觉的适宜刺激

是机体内部器官的活动和变化，接受机体觉刺激的感受器分

布于人体各脏器的内壁。机体觉在调节内部器官的活动中具



有重要作用，它能及时地反映机体内部环境的变化、内部器

官的工作状态。当人体的内部器官处于健康、正常的工作状

态时，一般不会产生机体觉。机体觉的表现形式有饥、渴、

气闷、恶心、窒息、便意、性、胀、痛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