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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体温调节中枢：调节体温的重要中枢位于下丘脑。
视前区一下丘脑前部（PO／AH）活动在体温调节的中枢整合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体内各个部位的温度传人信息会聚于PO／AH，其中的温度敏感神经元既能感受它们所在的局部组织
的温度变化，又具有对传人温度信息进行整合处理的功能。
温热刺激使热敏神经元放电频率增加，呼吸加快，皮肤散热过程加强；寒冷刺激使冷敏神经元放电频
率增加，导致寒战，皮肤产热过程增强。
 （3）调定点学说：体温的调节类似于恒温器的调节。
在视前区一下丘脑前部存在着类似恒温器的调定点，此调定点的高低决定着体温水平。
热敏神经元对温热感受的一定阈值正常人一般为37℃，称为体温稳定的调定点。
当体温与调定点水平一致时，机体的产热和散热达到平衡；当中枢温度高于调定点，中枢的调节活动
使产热降低，散热加强；反之，中枢温度低于调定点，中枢调节活动加强产热，降低散热，直到体温
回到调定点水平。
 第七节 尿的生成和排出 肾脏是机体主要的排泄器官。
通过尿的生成和排出，肾脏排出机体代谢终产物、过剩物质和异物，从而调节体液量、电解质、渗透
压和酸碱平衡等功能。
尿的生成包括肾小球的滤过、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与分泌三个基本过程。
 1.肾小球的滤过功能 肾小球的滤过指血液流经肾小球毛细血管时，除蛋白分子外的血浆成分被滤过进
入肾小囊腔而形成超滤液的过程。
肾小球滤过的动力是有效滤过压。
有效滤过压一肾小球毛细血管血压一（血浆胶体渗透压+肾小囊内压）。
正常情况下，肾小球毛细血管血压约为45mmHg，胶体渗透压为25mmHg，肾小囊内压约为140mmHg
，有效滤过压为10mmHg。
因此，血浆流经肾小球毛细血管形成滤液。
用肾小球滤过率和滤过分数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
肾小球的滤过率指单位时间内（每分钟）两肾生成的超滤液量，正常成人平均值为125ml／min和180L
／d。
滤过分数指肾小球滤过率与肾血浆流量的比值，若肾血浆流量为660ml／min，肾小球滤过率为125ml
／min，则滤过分数为19％。
说明当血液流经肾脏时，约有19％的血浆滤过进入肾小囊腔，形成超滤液。
 2.肾小管和集合管的物质转运功能 肾小管和集合管的物质转运功能包括重吸收和分泌。
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指由肾小球滤过形成的超滤液在流经肾小管时，肾小管上皮细胞选择性地将
物质从肾小管液中转运到血液中去的过程。
分泌指肾小管上皮细胞将自身产生的物质或血液中的物质转运至小管液的过程。
 （1）近球小管对Na+、水与葡萄糖的重吸收：正常情况下近端小管重吸收肾小球超滤液中65％～70％
的Na+、水和全部葡萄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药学>>

编辑推荐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药学(师)(适用专业药学师)(2013)》根据最新考试大纲中的具体要求
，参考国内外权威著作，将考试大纲中的各知识点与学科的系统性结合起来，以便于考生理解、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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