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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神经系统定义

§ 自主神经系统的定义：

1. 自主神经系统（ANS）是人体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调节

内脏器官、腺体和肌肉的活动，以及保持新陈代谢和能量平衡。

2. ANS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具有相反的功能，

前者负责兴奋和激活，后者负责抑制和放松。

3. ANS不受意识控制，但可以通过情绪、疼痛或其他刺激触发，

并对身体产生快速反应。

§ 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机制：

1. 自主神经系统通过神经递质来传递信息，包括乙酰胆碱、去

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等，它们与神经元上的受体结合，然后引

起一系列反应。

2. ANS调节机制受大脑、脊髓、内分泌系统和外周神经的影响，

共同调节身体的生理功能。

3. ANS与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共同维持机体的稳

态和平衡。



 自主神经系统定义

§ 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

1. 调节呼吸、心跳、血压、消化、排泄、生殖等身体基本功能，

以维持内环境稳定。

2. 参与情绪反应，如焦虑、恐惧、兴奋等，并通过激素释放调

节生理状态。

3. 影响细胞增殖、分泌和收缩，参与机体能量代谢和组织再生。

§ 自主神经系统的病理机制：

1. ANS失调可导致一系列疾病，包括高血压、心率失常、消化

不良、便秘、失眠、焦虑症、抑郁症等。

2. 神经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可损害

ANS中枢神经元，导致自主神经功能障碍。

3. 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干燥综合征、狼疮等，也可影响ANS功

能，导致神经元损伤和功能障碍。



 自主神经系统定义

1. 药物治疗：使用降压药、抗心律失常药、抗抑郁药等药物来治疗自主神经系统疾

病。

2. 手术治疗：对于某些情况下无法用药物控制的自主神经系统疾病，可考虑手术治

疗。

3. 生活方式调整：规律作息、健康饮食、适量运动、避免压力等，有助于改善自主

神经系统功能。

§ 自主神经系统的研究前景：

1. ANS功能的研究有望揭示新的疾病机制和治疗靶点，为开发新型药物和疗法提供

依据。

2. ANS与脑-肠轴、免疫-神经轴等领域的交叉研究，可加深对人体整体生理功能的

理解。

§ 自主神经系统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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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神经系统结构

§ 自主神经系统的结构组成

1. 中枢部分：大脑皮层、丘脑下部、脑干、脊髓，主要负责信息的整合、分析、处理和指令

的发出。

2. 外周部分：自主神经节、自主神经丛和自主神经纤维，主要负责将中枢神经系统的指令传

达到靶器官。

3. 传入神经：将信息从靶器官传送到中枢神经系统。

4. 传出神经：将中枢神经系统的指令传送到靶器官。

5. 节后纤维：从自主神经节传出到靶器官的神经纤维。

6. 节前纤维：从中枢神经系统传出到自主神经节的神经纤维。§ 自主神经系统的神经丛

1. 心脏丛：支配心脏、气管和大血管。

2. 肺丛：支配肺脏。

3. 食管丛：支配食管。

4. 胃丛：支配胃。

5. 肠丛：支配肠道。

6. 肝丛：支配肝脏。

7. 肾丛：支配肾脏。

盆丛：支配膀胱、直肠和生殖器官。



 自主神经系统结构

1. 上颈神经节：支配头部和颈部的血管和腺体。

2. 下颈神经节：支配心脏和大血管。

3. 胸神经节：支配胸腔器官。

4. 腰神经节：支配腹腔器官。

5. 骶神经节：支配盆腔器官和下肢。

6. 星状神经节：支配头部、颈部和上肢的血管和腺体。

7. 腹腔神经节：支配腹腔器官。

8. 盆腔神经节：支配盆腔器官和下肢。

§ 自主神经系统与其它系统的联系

1. 自主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可以调节内分泌系统的活动，如交感

神经系统可以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

2. 自主神经系统与免疫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的活动，如交感神经

系统可以刺激白细胞的分泌。

3. 自主神经系统与消化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可以调节消化系统的活动，如交感神经

系统可以抑制胃肠道的蠕动。

4. 自主神经系统与呼吸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可以调节呼吸系统的活动，如交感神经

系统可以刺激呼吸加速。

自主神经系统与循环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可以调节循环系统的活动，如交感神经

系统可以刺激心率加快和血压升高。

§ 自主神经系统的神经节



 自主神经系统结构

自主神经系统与疾病

1. 自主神经系统疾病：自主神经系统疾病是指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导致的疾病，如帕金森病、阿

尔茨海默病、多系统萎缩症等。

2. 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是指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但不属于自主神经

系统疾病，如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高血压自主神经病变等。

3. 自主神经系统失调：自主神经系统失调是指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导致机体出现一系列症状，

如头晕、心慌、胸闷、气短、失眠等。

自主神经系统的前沿研究

1. 自主神经系统与精神疾病：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与精神疾病，如焦虑症、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等有关。

2. 自主神经系统与慢性疼痛：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与慢性疼痛，如纤维肌痛、慢性疲

劳综合征等有关。

3. 自主神经系统与肥胖：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与肥胖有关。

4. 自主神经系统与心血管疾病：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与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

病、心力衰竭等有关。

5. 自主神经系统与代谢性疾病：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与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肥胖

症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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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

1. 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方式包括正向调节和负向调节两种基本方式。

2. 正向调节是指效应器官对刺激做出兴奋性反应，促进机体功能活动的增强。

3. 负向调节是指效应器官对刺激做出抑制性反应，抑制机体功能活动的增强。

§ 正向调节

1. 正向调节是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指效应器官对刺激做出兴

奋性反应，促进机体功能活动的增强。

2. 正向调节是通过增加效应器官的活动来实现的，例如，当环境温度升高时，皮肤

血管扩张，汗腺分泌增加，以增加机体的散热量。

3. 正向调节可以促进机体功能活动的增强，如增加心率、增加呼吸深度、收缩血管

等。

§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概述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

§ 负向调节

1. 负向调节是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指效

应器官对刺激做出抑制性反应，抑制机体功能活动的增强。

2. 负向调节是通过减少效应器官的活动来实现的，例如，当动

脉血压升高时，血管壁上的压力感受器会兴奋，通过负向调节

降低心率、减少心输出量，从而降低血压。

3. 负向调节可以抑制机体功能活动的增强，如降低心率、减慢

呼吸频率、舒张血管等。

§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意义

1. 自主神经系统通过正向调节和负向调节两种调节方式，可以

实现对机体内部环境的稳定，使机体能够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2. 自主神经系统通过调节心率、呼吸、血压、体温等重要生理

参数，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

3. 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可以通过药物调节、神经调控、行为治

疗等多种方式实现。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

§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临床意义

1.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紊乱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如高

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

2. 了解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紊乱机制，有助于诊断和治疗

相关疾病。

3. 药物调节、神经调控、行为治疗等方法可以用于治疗自主神

经系统调节方式的紊乱。

§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研究进展

1. 近年来，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特

别是对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分子机制、信号传导途径和药

理学机制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2.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研究为治疗自主神经系统疾病提供

了新的靶点和策略。

3. 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机体内

部环境的稳定机制和疾病的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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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感神经系统作用

§ 交感神经系统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1.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增加心率、心肌收缩力和血管收缩来增加心脏输出量。

2.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收缩血管来增加血压。

3.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增加肾素的分泌来增加血容量。

§ 交感神经系统对呼吸系统的影响

1.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扩张支气管来增加呼吸道阻力。

2.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增加呼吸频率和深度来增加通气量。

3.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增加肺泡表面活性剂的分泌来提高肺顺应性。



 交感神经系统作用

§ 交感神经系统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1.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抑制胃肠蠕动和分泌来减少消化液的分泌。

2.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收缩肛门括约肌来控制排便。

3.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增加肝糖原分解来释放葡萄糖。

§ 交感神经系统对泌尿系统的影响

1.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抑制膀胱逼尿肌收缩来增加尿液储留。

2.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收缩尿道括约肌来控制排尿。

3.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增加肾素的分泌来增加尿钠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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