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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_E4_B8_B4_c22_653182.htm 视网膜的两种感光换能系统、

视网膜的结构特点！ 来自外界物体的光线，通过眼内的折光

系统在视网膜上形成物像，是视网膜内的感光细胞被刺激的

前提条件。视网膜像还有一个物理范畴内的内像，用几何光

学的原理可以较容易地对它加以说明，和外界物体通过照相

机的中的透镜组在底片上形成的物像并无原则上的区别；但

视觉系统最后在主观意识上形成的“像”，则是属于意识或

心理范畴的主观印象，它由来自视网膜的神经信息最终在大

脑皮层等中枢结构内形成。 作为感受器生理，重点是视网膜

怎样把物理像转换成视神经纤维上的神经信号，以及在这些

信号的序列和组合中怎样包括了视网膜像、亦即外界物体所

提供的信息内容。应该提出，视觉研究的进展虽然较快，但

也只是初步的。 根据对视网膜结构和功能的研究，目前认为

在人和大多数脊椎动物的视网膜中存在着两种感光换能系统

。 一种由视杆细胞和与它们相联系的双极细胞和神经节细胞

等成分组成，它们对光的敏感度较高，能在昏暗的环境中感

受光刺激而引起视觉，但视物无色觉而只能区别明暗；且视

物时只能有较粗略的轮廓，精确性差，这称为视杆系统或晚

光觉系统；另一种由视锥细胞和与它们有关的传递细胞等成

分组成，它们对光的敏感性较差，只有在类似白昼的强光条

例下才能被刺激，但视物时可辨别颜色，且对物体表面的细

节和轮廓境界都能看得很清楚，有高分辨能力，这称为视锥

系统或昼光觉系统（前述视敏度的测定实际是视锥系统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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