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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理学概述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及其各组成部分正常功

能活动规律的科学，侧重于探究生物体的生

命现象及其机制。

定义

包括细胞生理学、器官生理学、系统生理学

等多个层次，涵盖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生殖、

生长发育、免疫、神经与感官、运动以及适

应与应激等方面。

研究范畴

生理学的定义与研究范畴



现代生理学时期
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技术的融入，使得动物生理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细

致，对生命现象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准确。

古代生理学时期
以观察和描述动物生命现象为主，缺乏实验依据。

近代生理学时期
随着实验方法的引入，开始对动物生命现象进行深入研究，逐渐揭示出许多生

命活动的规律。

动物生理学的发展历程



动物生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实验生理学方法

通过人为地改变动物体内外环境或施

加某些刺激，观察和分析生命现象的

变化规律。

比较生理学方法

通过比较不同种类、不同环境下动物

的生命活动特点，揭示生命现象的共

性和差异性。

分子生物学技术

利用基因克隆、表达、调控等手段，

探究基因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基因

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

细胞生物学技术

运用细胞培养、显微成像、细胞组分

分析等手段，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

以及细胞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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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包括鼻、咽、喉、气管和支气管，是气

体进出肺的通道，具有调节气温、湿润

、过滤和清洁吸入气体的作用。

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由大量的肺泡

组成，肺泡表面覆盖着丰富的毛细血管

网，有利于气体交换。

由胸椎、肋骨和胸骨组成，具有保护胸

腔器官和辅助呼吸运动的作用。

包括肋间肌和膈肌等，是呼吸运动的动

力来源。

呼吸系统的组成与特点

呼吸道 肺

胸廓 呼吸肌



肺通气的动力
呼吸肌的收缩和舒张是肺通气的原动力，通过胸廓的运动改变胸腔容积，进而引起肺容积的变化，实现肺通

气。

肺通气原理及过程

肺通气的阻力
肺通气过程中，气体在呼吸道中流动会受到一定阻力，主要包括弹性阻力和非弹性阻力。

肺通气的过程
吸气时，胸廓扩大，肺容积增大，肺内压下降，低于大气压，外界气体被吸入肺内；呼气时，胸廓缩小，肺

容积减小，肺内压升高，高于大气压，肺内气体被呼出体外。



调节机制
呼吸系统通过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机制，根据机体需求调整呼吸频率、深度和

气体交换量，以维持酸碱平衡和内环境稳态。

气体交换
通过肺泡与肺毛细血管血液之间的气体交换，实现氧气进入血液和二氧化碳从

血液排出的过程。

气体运输
氧气和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主要以物理溶解和化学结合两种形式存在，并通过血

液循环系统运输到全身各组织和器官。

气体交换与运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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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调节机制



化学感受器与呼吸中枢

化学感受器
位于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可感受动脉血中O2、CO2和H+浓度的变化，是调节呼吸运动的重

要感受器。

呼吸中枢
位于脑干，包括吸气中枢、呼气中枢和呼吸调整中枢，是控制呼吸节律和呼吸运动的基本神经

结构。

化学感受器与呼吸中枢的相互作用
化学感受器接受血中O2、CO2和H+的刺激后，通过神经冲动传导至呼吸中枢，引发吸气或呼

气反射，从而调节呼吸频率和深度。



呼吸节律是由呼吸中枢内的神经元网络活动产生的，这些神经元之间通过复杂的突触联

系相互作用，形成呼吸节律。

呼吸节律的产生

呼吸节律受到多种因素的调控，包括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和自身调节等。其中，神经调

节主要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射活动实现；体液调节则通过血液中的化学物质如CO2、

H+和O2等浓度变化来影响呼吸中枢的活动；自身调节则是指呼吸肌本身的力学特性和

代谢状态对呼吸节律的影响。

呼吸节律的调控

呼吸节律的产生与调控



高原环境下的呼吸适应

高原环境下，随着海拔的增加，大气压逐渐降低，空气中O2浓度也相应减少。

此时，机体通过增加呼吸频率和深度来提高肺通气量，以摄取更多的O2供组

织细胞利用。同时，机体还会通过一系列适应性生理变化如增加红细胞数量和

血红蛋白含量等来提高血液携氧能力。

水下呼吸的适应机制

水下呼吸时，由于水的密度和黏度远大于空气，使得呼吸阻力显著增加。为了

克服这种阻力并保证足够的肺通气量，机体需要采取特殊的呼吸技巧如延长吸

气时间和快速呼气等。此外，水下呼吸还需要借助潜水装备如潜水罐或循环呼

吸系统来提供足够的O2并排出CO2。

特殊环境下的呼吸适应机制



极端温度环境下的呼吸适应

在极端温度环境下（如高温或低温），机体的呼吸功能也会受到一定

影响。高温环境下，机体为了散热而增加呼吸频率和深度，导致呼吸

肌疲劳和过度通气；低温环境下，则可能因为寒冷刺激引起呼吸道收

缩和黏液分泌增多等不良反应。因此，在这些极端温度环境下，机体

需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如穿着适当的防护服、调整呼吸频率和深度

等来维持正常的呼吸功能。

特殊环境下的呼吸适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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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与疾病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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