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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3/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4_B8_B4_c22_653180.htm 唾液的理化性质、生理作用、

调节作用！ 唾液的理化性质 唾液为无色无味近于中性

（Ph6.6-7.1）的低渗液体。唾液中分约占99%。有机物主要为

粘蛋白，还有球蛋白、氨基酸、尿素、尿酸、唾液淀粉酶和

溶菌酶等。唾液中的无机物有钠、钾、钙、硫氰酸盐、氯、

氨等。此外，唾液中还有一定量的气体，如氧、氮和二氧化

碳。 唾液中的粘蛋白几乎全由粘液细胞所分泌，它使唾液具

有粘稠性质。浆细胞分泌稀薄的唾液，几乎不含粘蛋白，但

浆液腺所分泌的唾液淀粉酶是粘液腺所分泌的4倍。 唾液的

渗透压随分泌率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分泌率很低的情况下

，其渗透压也低，约为50mOsm/kgH2O；而在最大分泌率时

，渗透压可接近血浆，唾液中钠和氯的浓度升高，钾的浓度

降低；分泌率低时则出现相反的现象。目前认为，唾液中电

解质成分随分泌率变化的原因是分泌液在流经导管时，导管

上皮细胞对电解质的吸收不相同而造成的，而分泌液从腺泡

细胞中排出时是等渗的，电解质的组成与血浆是相似的。 唾

液的生理作用 唾液可以湿润与溶解食物，以引起味觉并易于

吞咽；唾液还可清洁和保护口腔，它可清除口腔中的残余食

物，当有害物质进入口腔时，它可冲淡、中和这些物质，并

将它们从口腔粘膜上洗掉，唾液中的溶菌酶还有杀菌作用；

在人和少数哺乳动物如兔、鼠等的唾液中，含中唾液淀粉酶

（狗、猫、马等的唾液中无此酶），它可使淀粉分解成为麦

芽糖。唾液淀粉酶发挥作用的最适ph在中性范围内，唾液中



的氯和硫氰酸盐对此酶有激活作用。食物进入胃后，唾液淀

粉酶还可继续使用一段时间，直至胃内容物变为pH约为4.5的

酸性反应为止。 小编推荐： #0000ff>2011年临床执业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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