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临床病理生理辅导：视网膜的结构特点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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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B4_c22_652070.htm 视网膜的结构特点：视杆细胞

外段呈长杆状，视锥细胞外段呈圆锥状。两种感光细胞都通

过终足和双极细胞层内的双极细胞发生突触联系，双极细胞

一般再和节细胞层中的神经节细胞联系 视网膜的厚度只有0.1

～0.5mm，但结构十分复杂。它的主要部分在个体发生上来

自前脑泡，故属于神经性结构，其中细胞通过突触相互联系

。经典组织学将视网膜分为十层，但按主要的细胞层次简化

为四层业描述，如图9-5所示。从靠近脉络膜的一侧算起，视

网膜最外层是色素细胞层；这一层的来源不属神经组织，血

液供应也来自脉络膜一侧，与视网膜其他层接受来自视网膜

内表面的血液供应有所不同；临床上见到的视网膜剥离，就

发生在此层与其它层次之间。色素细胞层对视觉的引起并非

无关重要，它含在黑色素颗粒和维生素A，对同它相邻接的

感光细胞起着营养和保护作用。保护作用是除了色素层可以

遮继来自巩膜侧的散射光线外，色素细胞在强光照射视网膜

时可以伸出伪足样突起，包被视杆细胞外段，使其相互隔离

，少受其他来源的光刺激；只有在暗光条件下，视杆外段才

被暴露；色素上皮的这种活动受膜上的多巴胺受体控制。此

层内侧为感光细胞层。在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作动物，感光

细胞分视杆和视锥细胞两种，它们都含有特殊的感光色素，

是真正的光感受器细胞。视杆和视锥细胞在形态上都可分为

四部分，由外向内依次称为外段、内段、胞体和终足；其中

外段是感光色素集中的部位，在感光换能中起重要作用。 视



杆和视锥细胞在形成上的区别，也主要在外段它们外形不同

，所含感光色素也不同。视杆细胞外段呈长杆状，视锥细胞

外段呈圆锥状。两种感光细胞都通过终足和双极细胞层内的

双极细胞发生突触联系，双极细胞一般再和节细胞层中的神

经节细胞联系。视网膜中除了这种纵向的细胞间联系外，还

存在横向的联系，如在感光细胞层和双极细胞层之间有水平

细胞，大双极细胞层和节细胞层之间有无长突细胞；这些细

胞的突起在两层细胞之间横向伸展，可以在水平方向传递信

息，使视网膜在不同区域之间有可能相互影响；这些无长突

细胞还可直接向节细胞传递信号。近年来发现，在视网膜还

存在一种网间细胞，它的细胞体位于双极细胞层和节细胞层

之间，但突起却伸到感光细胞层和双极细胞层。如果把感光

细胞经过双极细胞到神经节细胞的途径，看作是视觉信息的

初始阶段。近年来还发现，视网膜中除了有通常的化学性突

触外，还有大量电突触存在。由此可见，视网膜也和神经组

织一样，各级细胞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视觉信息最初在

感光细胞层换能变成电信号后，将在视网膜复杂的神经元网

络中经历某种处理和改变，当视神经纤维的动作电位序列作

为视网膜的最终输出信号传向中枢时，它们已经是经过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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