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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识红细胞

●  血细胞的摇篮

地球上有红海，人的身体里有“红色河流”。红海是因

为生长着大量的红色藻类而使海水变红，我们身体里的“红

色河流”，则是由日夜奔腾不息的血液汇成，血液中有大量

的包括红细胞在内的血细胞。

人的血液中有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三种血细胞。

这三种血细胞在血液中的比例各有不同，功能各有千秋：红

细胞“主管”运送氧气；白细胞“主抓”消灭病菌、提高机

体的免疫力；血小板则主要“负责”血液管道中的“抗洪抢

险”任务。

红细胞的寿命平均约为120天，白细胞的寿命长短不

一，短者数天，长者数月，血小板只能存活10天左右。那

么，人身上的血细胞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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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这还要从胎儿在母体内的发育过程谈起。

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大约在受精卵形成后的第2

周，胚胎的卵黄囊壁上就开始出现了毛细血管密集的结构，

这称为血岛。血岛中的造血母细胞具有分裂生成新的血细

胞的本领，生物学上称这种能生出新细胞的母细胞为“干细

胞”。能产生新的血细胞的干细胞自然就叫它造血干细胞。

最早出现在胚胎内的造血干细胞首先在卵黄囊的血岛中就地

造血，这是胎儿在母体内出现最早的造血器官。

那么，什么是造血干细胞呢？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现在，科学家们已逐渐弄清了造血干细胞的真实身份。

造血干细胞是一种原始的细胞，它是各种血细胞的共

同祖先。这种原始的细胞从它周围的基质细胞中吸取营养，

并不断地生长、分裂、再生长、再分裂。经过多次分化、

增殖，最终变成各种血细胞。造血干细胞还有一个突出的本

领，那就是具有极强的自我复制能力，以充分保证它存在的

数量，而不至于都分化成血细胞造成造血干细胞的枯竭。由

于这种原始的细胞就像能不断长出枝杈的树干一样，产生新

的血细胞，科学家给它起名为造血干细胞。

当胚胎发育到第45天左右时，造血干细胞随着血液流

动并种植到肝脏，引起肝脏造血，接下来肝脏中的造血干细

胞又经血流种植到脾脏上，使脾脏也出现了造血功能。脾脏

中的造血干细胞又经过血液流动种植到骨髓，才引起骨髓造

血。就这样，当胎儿发育到第5个月时，肝脏和脾脏的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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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开始衰退，骨骼中的红骨髓逐渐代替了肝脏和脾脏的造

血功能并且最终成为人体最重要、最基本的造血器官。胎儿

和婴儿的骨髓腔中的骨髓都是红骨髓。红骨髓中有非常丰富

的、形状不规则的毛细血管团，我们把它们叫做血窦。在血

窦周围由造血干细胞进一步增殖分化形成各系血细胞(即各种

血细胞的雏形)，各系血细胞经过原始阶段、幼稚阶段和成熟

阶段最终分别发育成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这些血细胞

的“生力军”马上穿过毛细血管壁那一层薄薄的上皮细胞进

入毛细血管内，汇人血浆之中。这样红细胞随着血液循环和

其他血细胞一起，踏上了它在人体中的漫漫旅途。

红骨髓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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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辛劳的红细胞

在显微镜下，一个个红红的、漂亮的、中央薄、周边

厚的盘状物，就像是人工培育的蘑菇，它们的色彩真鲜艳。

噢！这就是人体红细胞的模样。

为什么说红细胞的一生是辛劳而忙碌的一生呢？这要从

它的结构说起。

人体由好几百万亿个细胞组成，其中红细胞的数量约有

25万亿个。每个红细胞的个儿很小，直径一般为6~9微米。

但如果把这25万亿个红细胞一个挨一个地连成一条线，长度

就十分惊人了，它们竞可以环绕地球赤道4圈以上！假如每

分钟我们能数1000个红细胞，而且一秒钟也不停地连续数下

去，要数完全部的红细胞得用475000年的时间。

虽说红细胞个头小得很，每一个红细胞的表面积却能达

到128微米2。有人计算过，如果将人体的红细胞总的表面积

加起来就有3800米2，大小相当于一个足球场，是人身体表面

积的将近2000倍呢！

人体内成熟的红细胞与其他所有细胞的最大区别是，

成熟的红细胞没有自己的细胞核和其他细胞器。正常的红

细胞呈两面凹的圆盘状，中央最薄的地方大约只有1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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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厚的地方约有2微米。每一个成熟的红细胞生来就这副

“怪”模样，这有什么好处呢？原来，这种双面凹的圆盘状

是红细胞所特有的，能使红细胞更有效地增加自身的表面

积，尽可能多地运载氧气。

千万可别小看了人体里这些勤劳的红细胞，正是有了它

们才使人体内部远离空气的组织及时获得生命活动所需要的

氧，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每一个红细胞成熟后都义无反顾

地踏上血液循环的漫长旅途，它们都是非常勤劳的氧气“运

输兵”，一刻不停地在血管内奔来奔去。红细胞的任务是到

肺部“装载”上氧气分子并把它们运送到躯体的各个角落；

卸下氧气后，又背起二氧化碳向肺部跑；到肺部卸掉二氧化

碳以后再装上氧气……如此装装卸卸，完成输送氧气的重

任，直至生命的最后。

红细胞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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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红细胞没有细胞核和细胞器，那它靠什么携带氧气

呢？原来，在红细胞的细胞质中充满着血红蛋白。红细胞要

靠血红蛋白的帮助，才能完成输送氧气的重任。

什么是血红蛋白呢？血红蛋白是一种特殊的结合蛋白

质，主要由球蛋白和一种含铁的血红素结合而成。正常人的

血红蛋白的浓度与红细胞的数量有密切关系，血液中红细胞

多，血红蛋白浓度也高。一般说来，健康成年男子血红蛋白

的含量每100毫升血液中为12~l5克，成年女子为11~14克。新

生婴儿的血红蛋白的浓度很高，以后逐渐下降。人的血液之

所以呈现红色，也是由于血红蛋白的缘故。

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的最大特点是：当红细胞旅行到

人体内氧分压高的地方时，血红蛋白就迅速与氧结合，形成

氧合血红蛋白，这时的红细胞就像一节节装载货物的车厢，

沿着循环线路继续前行；当红细胞走到人体内的氧分压低的

地方时，血红蛋白就迅速卸下“身上”的氧分子，并将氧

分子无偿地送给最需要它的组织细胞，同时，责任心很强的

红细胞还不忘记把组织细胞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气——

二氧化碳捎走，以保证组织细胞有一个干净、整洁的生活环

境……人体内的红细胞就是这样与血红蛋白协作配合，共同

完成输送氧气的重任。

值得一提的是，正常健康的红细胞有着令人赞叹的弹性

和可塑性。当红细胞随着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红细胞可以

凭借它灵活的身躯做各种扭曲、弯转等绝技动作，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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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通过管径仅为3微米的毛细血管。

红细胞的寿命约为120天。在这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它

大约要走完160千米的路途，这些路途等于它本身长度的200

多亿倍。所有的红细胞都是在它旅途奔波中悄然逝去的。红

细胞衰老死亡之时，它仍然要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点铁交给人

体重新利用。它可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了！

功德圆满的红细胞“圆寂”后，会被人体内的一种巨噬

细胞清除掉。但你可别太伤心，因为这时我们前面提到的红

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又能“生产”和释放出同等数量的红细

胞进入血液，维持血液中红细胞数量的相对稳定，保证人体

内各个组织细胞氧气的供应。

●  红色卫士

很久以来，人们都一直认为红细胞是人体内一群当之无

愧的、优秀的气体“运输兵”，履行着输送氧和二氧化碳的

任务，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专长了。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人体免疫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人

们发现红细胞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卫士，只不过一直“隐姓埋

名”罢了。它们成天埋头苦干，为保卫人体健康立下了汗马

功劳，只是不喜欢抛头露面，才默默无闻至今。

红细胞在免疫战线上有哪些功绩呢？红细胞在人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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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重要功绩是清除免疫复合物。什么是免疫复合物呢？

这还要从机体的抗原和抗体谈起。

在人体中有一种B淋巴细胞，它是淋巴细胞中的一种。

淋巴细胞又属于人血液中白细胞的一员。B淋巴细胞受到抗

原刺激后能转化为浆细胞，产生抗体，在人体内具有体液免

疫功能。抗原就是能激发人体产生抗体和细胞免疫，并能与

抗体相结合的物质，如病原微生物、寄生虫、异种血清、异

体组织等。

人体内的8淋巴细胞，在抗原物质刺激下所合成的具有

特异性免疫功能的球蛋白(又称免疫球蛋白)，被称为抗体。

抗体与相应抗原能发生特异性结合，从而促进白细胞的吞噬

作用，将抗原清除，或使微生物类抗原失去致病性，对人体

有保护作用。

当人体内的抗原与抗体相遇时，可以形成一种复合物，

被称之为免疫复合物。血液中的免疫复合物一旦堆积过多，

会激活补体(正常血浆中有协同、补充和放大机体免疫功能

的一组球蛋白)。补体被过量激活，就会引起免疫复合病。

那么，红细胞是怎样清除这些免疫复合物，防止人体得病

的呢？

当外界的病原体侵入人体后，人体内的抗体就会发生相

应的反应，在抗体消灭抗原的过程中，抗原和抗体之间形成

了一种免疫复合物，这种免疫复合物随着血液循环在人身体

各处游荡，千方百计地寻找被它激活了的补体并要与补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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