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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有这样一种现象：课堂上是个高材生，

社会知识方面却是个“低能儿”。这无疑是
“应试教育”的一大短板。如果你问一些中

小学生，国家领导人是谁，省市主要领导人

是谁，答案往往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这是

为什么？这是因为过重的学业负担，使得

他们既没有时间看报，也没有时间阅读课

外书籍。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课内书”。在他们的脑海中，不论社会知

识、时事知识，还是生活知识，都是一片空

白。应以利用“减负”后的空余时间，让孩

子多看些课外读物，为他们将来步入社会

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这是“减负”后老师

和家长共同面临的问题。

课外知识是课内学习的补充和扩展，

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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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内学习的基础上，适当进行课外学习，

可以开阔自己的知识领域，发展个人的兴

趣、爱好和特长，同时对课内学习也会起到

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讲给中学生的课

外知识》正是为中学生量身定做的一套课

外读物，其内容涉及中学阶段所学的大部

分内容。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

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

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讲得趣味盎然；把那

些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

讲得令人恍然大悟；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

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彻底地融会贯

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

了许多专家及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一

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

能联系到原作者。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

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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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人体的细胞

细胞是构成人体结构和表现生理功能的基本单位。

无论从结构、功能、生命需要各个方面来看，人体结构

之精巧、安排之紧密、功能之协调、外表之匀称，在大自然

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人体的构筑，离不开细胞、组织和器官。人的身体是由

100 多万亿个细胞组成。这些天文数字的细胞，并不是简单

的堆积，而是极为精确、协调的功能组合，堪称“巧夺天工”。

人体的细胞数量庞大无比。虽然形状、大小及功能千差

万别，但在结构和功能上，仍有它们的共同性。它们都具有

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只有血

液中的红细胞例外，无细胞核)，

三者在结构和功能上均

密切相关、相辅相成。

细胞的表面，有一

层主要由蛋白质和脂

质构成的细胞膜，其厚度

只有 6～8 纳米，只有在电

子显微镜下才能观察到。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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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将细胞与周围环境隔开，形成一道机械性和化学性的“屏

障”。它奉行的“政策”似乎是：“于我有利者，来者不拒；于

我有害者，拒之千里。”

大凡细胞内外物质交换、细胞运动、细胞识别、吸收、细

胞生长的调控、免疫决定和表面受体等一系列重要功能，细

胞膜都要参与。

细胞膜与细胞核之间，有不均匀的胶状细胞质。细胞质

中包含有各种特殊结构和功能的物质，它们称为细胞器，彼

此之间有膜互相分隔。它们是细胞代谢和细胞活力的形态

支架。

细胞核是细胞的主要结构，通常位于细胞的中央，也可

偏于细胞的一侧或边缘。多数细胞只有一个细胞核，但也有

两个以上的。如肝细胞可以有两个以上的细胞核，破骨细胞

可能有 6～50个或更多的细胞核。

核浆是核内的物质，它是

由染色质构成，其主要成分

为脱氧核糖核酸 (简称

DNA)，它是遗传信息

的载体，细胞的调

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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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的结构

在人的生理活动中，神经系统起主导性的作用，它是人

生理活动的调节者和指挥者。

神经系统在调节和指挥人体生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使体内各器官系统的

功能活动协调统一，保证人体成为一个统一的生命整体。例

如，人在剧烈运动时，随着骨骼肌的频繁、有力的收缩，会出

现呼吸加快，心跳加速和出汗等现象。这一系列的生理变化

是那么有条不紊、配合默契，显然

跟神经系统的参与和指挥是分

不开的。

另一方面，神经系统能

使机体随时应付外界环境

的变化，从而在人体和不断

变化的环境之间达到相

对的平衡。例如，炎热的

高温刺激温度感受器，

把热的信号传入神经

中枢，由此引起骨骼肌的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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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度下降，血管扩张，散热增加等。这过程当然必须在神经

系统指挥下才能完成。不熟悉神经系统功能的人时常发问，

人为什么会有饥饿感，产生这些感觉之后怎么能迅速自如

地解决；人为什么不仅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而且能主动地认

识周围世界、变革世界；人为什么还能用语言交流思想，产

生情感，创造文化。其实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跟我们身体具

有高度发达完善的神经系统有关。

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两大部

分。前者包括脑(大脑、小脑、脑干 )和脊髓，后者包括脑神

经、脊神经和植物性神经。脑神经与脑相连，脊神经与脊髓

相连，这些神经和植物性神经一起，分布到全身各部分。中

枢神经系统通过周围神经系统与全身各部分联系，从而调

节全身各部分的活动。另外，人体的感觉器官也可以算作神

经系统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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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髓和脊神经

脊髓外表呈扁圆柱形，位于椎管中，上端与脑相连，下

端平齐第一腰椎下缘。在脊髓横切面上，中央部灰白色、呈

蝶形结构的部分叫作灰质，它是神经细胞体汇集处。位于前

面的灰质叫前角，是运动神经，造成小儿麻痹症的原因就是

因为此处发生了病变。后面的灰质叫后角，是接受感觉神经

传入的部位。脊髓灰质是反射活动的中枢部分。灰质周围颜

色较白的部分称为白质，它是神经纤维集中的部位。在主脊

髓炎、脊髓肿瘤等病例中，由于脊髓受损而出现脊髓功能的

损害。

脊髓两旁自上而下连着 31

对脊神经，其中颈神经 8对，胸

神经 12 对，腰神经 5

对，骶神经 5 对和尾神

经 1对。每对脊神经在

脊柱旁边分为前支和

后支，分布于躯干和四

肢，调节躯干和四肢的活

动。脊神经从椎管发出后，除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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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单独形成肋间神经支配胸腹部皮肤肌肉外，其他的脊

神经相互结合起来形成神经丛。从各种神经丛又分出许多

周围神经，分别分布到颈部、上肢、上胸、下肢和会阴部的

皮肤肌肉等。臂丛神经痛和坐骨神经痛是常见的神经丛受

损症状。

脊髓主要具有反射的机能；在神经系统的参与下，人体

感受刺激作出反应的活动叫作反射。完成反射活动的结构

叫作反射弧，它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传出神

经和效应器 5个环节。例如，膝反射，当用小槌扣打膝盖下

面的韧带，这个刺激引起肌腱和肌肉内感受器产生兴奋，兴

奋沿传入神经传人脊髓(中枢)，脊髓将兴奋通过传出神经，

传到效应器———大腿的肌肉，引起肌肉收缩，使小腿前伸。

这就是通过反射弧进行的反射活动。脊髓能完成的反射活

动还有很多，如排尿、排便反射等。检查脊髓各种反射活动

是否正常，可以了解神经系统生理活动情况和病变部位。人

体脊髓的正常反射活动是在神经的最高级部位———大脑皮

质的调节下进行

的，当脊髓失去

高级中枢的控

制时，脊髓反射

就会发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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