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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哺乳动物呼吸概述



哺乳动物具有高效的肺部结构，能够实现快速且

充分的气体交换，满足身体对氧气的需求。

高效的气体交换

哺乳动物的呼吸节奏受到神经和体液因素的共同

调控，以适应不同生理状态下的需求。

呼吸节奏与调控

相较于其他动物，哺乳动物主要依赖胸式呼吸，

通过胸腔的扩大和缩小来驱动气体流动。

胸式呼吸为主

哺乳动物呼吸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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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呼吸道

包括鼻腔、喉、气管和支气管等，主

要功能是引导、过滤和加湿吸入的空

气，同时排出体内的废气。

肺脏

是气体交换的主要场所，具有丰富的

毛细血管网和肺泡结构，有助于氧气

和二氧化碳的快速扩散。

呼吸肌

包括肋间肌和膈肌等，负责驱动胸腔

的扩大和缩小，从而产生呼吸运动。

神经调控系统

主要由呼吸中枢和神经传导通路组成

，负责感知体内外环境的变化，并调

控呼吸肌的收缩和舒张。



生态保护与环境监测

哺乳动物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呼吸机

制的研究有助于评估环境污染对生物群落的影响，

为生态保护和环境监测提供科学依据。

生理学研究基础

呼吸机制是生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有助

于深入了解哺乳动物的生命活动规律和生理机制。

疾病诊断与治疗

对呼吸机制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机制，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生物工程应用

通过对哺乳动物呼吸机制的模仿和改进，可以为生

物工程领域提供新型的气体交换技术和设备设计思

路。

呼吸机制的研究意义



02 哺乳动物呼吸的生理基础



位于脑干，包括吸气中枢和呼气中枢，负责产生和调节呼

吸节律。

呼吸中枢

主要包括肋间肌和膈肌，通过收缩和舒张实现胸廓的扩大

和缩小，从而驱动呼吸运动。

呼吸肌

位于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可感受血液中氧气、二氧化碳

和氢离子浓度的变化，进而调节呼吸运动。

化学感受器

呼吸运动的发生与调控



肺通气原理
依靠呼吸肌的收缩和舒张引起胸廓节律性扩大和缩小，实现肺的通气。

影响因素
包括气道阻力、肺组织弹性阻力、胸廓弹性阻力以及肺表面活性物质等，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肺通气的效率和顺畅性。

肺通气原理及影响因素



包括外呼吸（肺通气和肺换气）和内呼吸（组织换气），实现氧气和二氧化

碳在肺泡与毛细血管之间的交换。

气体交换过程

通过扩散作用实现气体分子在肺泡与毛细血管之间的跨膜转运，同时需要呼

吸膜（肺泡-毛细血管膜）的完整性和良好的通透性作为保障。此外，还涉

及到血红蛋白的氧合与解离过程，以实现氧气在血液中的运输。

机制

气体交换过程及机制



03
哺乳动物呼吸机制的细胞学基
础



具有向咽部定向摆动的纤毛，可清除吸入的异物和分泌的粘液，维

持呼吸道清洁。

纤毛细胞

包括浆液细胞和粘液细胞，前者分泌稀薄液体，后者分泌粘稠液体，

共同组成呼吸道粘液，具有润滑和保护作用。

分泌细胞

为呼吸道上皮的干细胞，具有增殖和分化能力，可修复受损的上皮

组织。

基底细胞

呼吸道上皮细胞结构与功能



肺泡结构与表面活性物质作用

表面活性物质

由肺泡Ⅱ型细胞分泌，主要

成分为二棕榈酰卵磷脂和表

面活性物质蛋白，可降低肺

泡表面张力，防止肺泡萎陷

，维持肺泡稳定性。

肺泡结构

由单层肺泡上皮细胞构成的

薄壁囊泡，是气体交换的主

要场所，具有丰富的毛细血

管网，利于气体迅速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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