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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B4_c22_655748.htm 一、神经元和神经纤维 1.神经

元即神经细胞，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神经元

由胞体和突起两部分组成，胞体是神经元代谢和营养的中心

，能进行蛋白质的合成；突起分为树突和轴突，树突较短，

一个神经元常有多个树突，轴突较长，一个神经元只有一条

。胞体和突起主要有接受刺激和传递信息的作用。 2.神经纤

维即神经元的轴突，主要生理功能是传导兴奋。神经元传导

的兴奋又称神经冲动，是神经纤维上传导的动作电位。神经

元轴突始段的兴奋性较高，往往是形成动作电位的部位。 3.

神经胶质：主要由胶质细胞构成，在神经组织中起支持、保

护和营养作用。环球网校整理 二、神经冲动在神经纤维上传

导的特征 1.生理完整性：包括结构和功能的完整，如果神经

纤维被切断或被麻醉药作用，则神经冲动不能传导。 2.绝缘

性：一条神经干内有许多神经纤维，每条神经纤维上传导的

神经冲动互不干扰，表现为传导的绝缘性。 3.双向传导：神

经纤维上任何一点产生的动作电位可同时向两端传导，表现

为传导的双向性，但在整体情况下是单向传导的。 4.相对不

疲劳性：神经冲动的传导以局部电流的方式进行，耗能远小

于突触传递。 5.不衰减性：这是动作电位传导的特征。 6.传

导速度：与下列因素有关： （1）与神经纤维直径成正比，

环球网校整理 速度大约为直径的6倍。 （2）有髓纤维以跳跃

式传导冲动，故比无髓纤维传导快。 （3）温度降低传导速

度减慢。 三、神经纤维的轴浆运输与营养性功能 1.轴浆运输



： 轴浆是经常在胞体和轴突末梢之间流动的，这种流动发挥

物质运输的作用。轴浆运输是双向性的，包括顺向转运和逆

向转运。顺向转运又分快速转运和慢速转运，含有递质的囊

泡从胞体到末梢的运输属于快速转动，而一些骨架结构和酶

类则通过慢速转运。 轴浆运输的特点：耗能，转运速度可以

调节。 2.营养性功能：神经纤维对其所支配的组织形态结构

、代谢类型和生理功能特征施加的缓慢的持久性影响或作用

。 神经纤维的营养性功能与神经冲动无关，如用局部麻醉药

阻断神经冲动的传导，则此神经纤维所支配的肌肉组织并不

发生特征性代谢变化。 四、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 1.神经元

之间联系的基本方式是形成突触，突触由突触前膜、突触间

隙和突触后膜构成，突触前膜内侧有大量线粒体和囊泡，不

同类型突触所含囊泡的形态、大小及递质均不同。突触后膜

上有递质作用的受体。 2.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化学性突触

传递，缝隙连接、非突触性化学传递。环球网校整理 （1）

化学性突触传递是神经系统内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是一种

以释放化学递质为中介的突触性传递。基本过程如下：突触

前膜释放递质→突触间隙→与突触后膜受体结合→EPSP

或IPSP→突触后神经元兴奋或抑制。 （2）缝隙连接又称电突

触，是细胞间直接电联系，结构基础是细胞上的桥状结构。

特点：以电扩布，双向性，传导速度快。 意义：使许多神经

元产生同步化的活动理。 （3）非突触性化学传递：这种传

递的结构基础是：传递信息的神经元轴突末梢的分支上有大

量曲张体，曲张体内有大量含递质的小泡。传递方式：曲张

体释放递质入细胞间隙，通过弥散作用于效应细胞膜上的受

体。 传递特点：①不存在突触的特殊结构；②不存在一对一



的支配关系，一个曲张体能支配较多的效应细胞；③距离大

；④时间长；⑤传递效应取决于效应细胞膜上有无相应的受

体；⑥单胺类神经纤维都能进行此类传递，例如交感神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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