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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生物基因工程的新产品及基因诊断和治疗等新技术已经闯入我们的生活，我
们已经进入了生命科学的新时代。
从基因的微观层面到细胞、器官、个体乃至种群的生物社会的宏观世界，生物学家在探索生命奥秘方
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形成了诸多学科分野。
同时，在种种不同观点、理论和方法的争论和验证中，我们对生物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无疑是轻松阅读、直观理解、快速把握生命世界的科学奥秘和新发现的最
佳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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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经的功能　　　　◆神经系统的构成　　生物体既要保持机体的整体统一，又要对外界的刺激
产生反应，完成这　　一功能的就是具有一定传导方向的神经系统和随血液循环的激素（由分泌产　
　生）系统。
而人类的思考活动则是由最发达的神经系统即大脑来完成的。
　　植物仅有激素却没有神经系统。
完全依赖于周围自然环境的植物，与自　　由行动的动物不同，它们可能并不需要动态的通讯体系。
在动物当中，简单　　的单细胞动物和海藻之类的低等动物也没有神经系统，只有在海葵之类的腔　
　肠动物及更复杂的动物中神经系统才发达起来。
　　神经系统是生物体内的信息网络。
从脑中枢发出的信号通过神经传送到　　身体的各个角落，其传送速度在人体可达30～120米／秒。
　　神经系统的功能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最简单的是感受外界刺激的感觉　　器官（感受器）的信号直接传送到产生应答的运动器官或分泌器
官（都属于效　　应器），这是一种传令或信使作用。
第二个层次是感受器的信号经过适当的　　处理后才指导效应器的动作，这就是调整作用。
第三个层次则是将来自感受　　器的信息先储存起来，将新信息与原先的信息加以比较，发出新的命
令，这　　就是思考作用。
现以神经系统最发达的人类为例，对这三种作用加以说明。
　　神经系统大致可以分为脑中枢系统和末梢神经系统，前者担当着调整作　　用和思考作用，后者
主要担负信使作用。
末梢神经系统由受大脑意识支配的　　运动神经等躯体神经系统和不受大脑支配的控制内脏活动的自
主神经系统组　　成。
　　躯体神经系统例如看到蚊子停落在脚上，眼的感觉细胞（感受器）将此信　　号送到大脑的视觉
区认知有蚊子，再经过运动区、脊髓、手的运动神经驱使　　手的肌肉（效应器）运动而拍打蚊子。
这样的功能活动也可以不经过脑的命令　　直接发生，即感觉细胞感知到蚊子停落到下肢皮肤上以后
无意识地动手拍打　　蚊子，这个过程是感觉神经来的信号在脊髓内直接传送给运动神经而发生的　
　，称为反射。
　　自主神经系统内脏的功能是由两类自主神经即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调　　控的（图1—39）。
自主神经无意识地调节着呼吸、循环、消化、吸收、分泌　　、生殖等基本功能，维持机体的正常状
态。
表面上两类神经呈现相反方向的　　调节功能。
如对心脏功能的调节，交感神经使心搏加强，副交感神经则抑制　　其搏动。
　　中枢神经系统统辖神经系统的脑和脊髓称为中枢神经系统。
在人类中，　　管理知觉的大脑极为发达，属激素分泌器官的脑垂体受下丘脑的调节，而下　　丘脑
正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中枢。
　　　　◆神经细胞　　构成人体的细胞有100种以上，其中分化程度最高的就是组成神经和肌　　肉
的细胞。
这是与其各自功能相适应的，即神经的传递信息功能和肌肉的收　　缩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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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基因水平的新发现能否解释所有生命现象？
　　本书利用分子生物学探索生命世界的普遍规律，科学解读DNA、细胞、个体、生物社会、进化乃
至生态系统，帮助你轻松阅读、直观理解、快速把握生命世界的科学奥秘和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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