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动物体的生命活动

一、动物身体的保护、支持和运动 

1、皮肤：
      皮肤被覆于动物体表面，包括皮肤和由皮肤衍生

的结构，是动物体最大的器官之一。
      功能：①机械保护和屏障保护作用，即避免机械

损伤和细菌入侵，防止水分过分蒸发或大量渗入；
                  ②还具有呼吸、排泄、调节体温等功能。    

        动物在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

过程中，皮肤在结构和功能上经历了相应变化。 

（一）皮肤及其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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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生动物       

      其保护性覆盖为细胞膜，纤毛虫类体表有一层表膜。

（2）无脊椎动物   

      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均有一层表皮覆盖体表。
    ①低等动物（水螅、涡虫等）： 表皮仅有一层细胞；
  ②在较复杂的无脊椎动物（蛔虫、环节动物）：表

皮分泌角质层作为保护。
  ③软体动物：外套膜向外分泌碳酸钙，形成外壳包

围整个身体。      

     ④ 节肢动物：由一层上皮细胞向外分泌外骨骼作为

保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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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脊椎动物       

    由上皮组织的表皮和结缔组织的真皮组成。

    脊椎动物的皮肤在动物由水上陆的环境变化中变化：

①水生鱼类：表皮薄，有大量的粘液腺，其分泌物  可

以减少阻力辅助游泳。

② 两栖类（开始走向陆地）其表皮开始出现轻微角 质

化，以防止水分散失。

③ 高等动物皮肤出现高度角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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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肤衍生物：多种。

（1）表皮衍生物：包括：
  ①鱼类和两栖类的粘液腺；
  ②爬行动物（如蜥蜴）的角质鳞；
  ③鸟类的羽毛、爪；
  ④哺乳类的毛、蹄、指甲、牛羊角以及发达的皮

脂腺、汗腺、乳腺、气味腺。

（2）真皮衍生物：较少，包括：
  ①鱼类的鳞片、鳍条；
  ②爬行类的骨板；
  ③哺乳类的鹿角等。 4



（二）骨骼支持系统 

        骨骼系统功能：①支持动物的身体、 ②提供肌肉

附着的表面、③保护体内脆弱的器官。
        动物界中支持骨架有三种形式：流体静力骨骼、

外骨骼和内骨骼。

1、流体静力骨骼 ：
       即是一个由液体充满的囊，液体不能被压缩，因

而提供了极好的支持，如环节动物的充满液体的体腔。
       原生动物、蠕虫、腔肠动物、软体动物和环节动

物等具有流体静力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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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骨骼：
     包括碳酸钙成分的外壳（软体动物）、几

丁质外骨骼（节肢动物）。
        具有外骨骼的动物其肌肉附着在外骨骼的

内表面。

3、内骨骼：
       脊椎动物具有由中胚层形成的、位于体内

的内骨骼。肌肉附着在内骨骼的外表面。
       内骨骼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功能：支持保护身体和内部器官、是机体

最大的钙库、骨骼和肌肉协同作用产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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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运动方式 

1、变形运动     指伪足的运动方式。伪足是由原生

质的流动而形成，其伪足可改变形状。

2、鞭毛及纤毛运动      鞭毛的摆动是对称的，纤毛

的运动呈波状依次进行。

        上述2种方式在原生动物中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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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肌肉运动    

        肌肉组织    脊椎动物的肌肉组织由特殊分化的肌细胞

组成，肌细胞的特点是能收缩和舒张，参与机体的运动，
并对体内器官有保护作用。
       肌肉组织可分为骨骼肌、心肌和平滑肌。
       骨骼肌：是随意肌，能够迅速收缩，大多附着在骨骼

上。
       心肌：构成心脏，是不随意肌，受植物性神经支配。
      平滑肌：是不随意肌，其收缩有一定节律性，受植物

性神经支配，构成体内中空的器官和管道的肌肉壁，如胃、
肠道、血管、淋巴管、膀胱等。    

        肌肉的收缩原理    肌肉收缩是肌动蛋白丝在肌球蛋白
丝之间主动地相对滑行的结果。它与神经系统控制Ca2+的
释放密切相关，肌肉收缩所需能量来自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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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骨骼和关节的运动装置    

    脊椎动物的肌肉附着在内骨骼的表面。一块肌肉
的两端靠肌腱附着在2块不同的骨上，绕过1个关节，

收缩时使一块骨向另一块骨运动。
    通常一个动作是由两组或多组作用相反的肌肉群

共同完成的，它们称为拮抗肌，一块肌肉收缩，另
一块即舒张，在神经系统支配下完成有规律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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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排泄器官 

1、无脊椎动物的渗透压调节和排泄器官 

  （1）伸缩泡    伸缩泡是原生动物调节水盐平衡，同时也

是排泄代谢废物的细胞器。
       伸缩泡的主要功能不是排泄废物而是调节胞内水分。

在多细胞动物中，只有淡水海绵的变形细胞和领细胞中存
在伸缩泡。

二、动物的排泄和体内水盐平衡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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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肾型排泄器官    扁形动物、假体腔动物的排

泄系统为原肾型排泄器官。原肾型排泄器官是由外胚
层内陷形成，排泄系统的开口只在体表，体内没有开
口。肾管是由管细胞和帽状细胞构成
       原肾排泄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保持体液的稳定，保持

动物体内的水盐平衡，这与原生动物伸缩泡的作用类
似。 

   （3）后肾型排泄器官    具有真体腔的无脊椎动物（软

体动物、环节动物和节肢动物）的排泄器官为肾管或后肾
管。
       后肾型的排泄器官是由中胚层和外胚层共同发生形成

的。后肾一端开口在体腔内，另一个开口在体表。肾口具
纤毛，可以收集体腔中的代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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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氏管    马氏管是节肢动物中昆虫纲、多足纲、

蛛形纲中存在的排泄器官。
        马氏管与后肾管完全不同，是发生在中肠和后肠交界

处的单层细胞的盲管。
        马氏管分布在混合体腔的血淋巴液中，马氏管的渗透

作用使水通过管壁与代谢物 形成尿，同时又可以在马氏
管的后端对水分和离子进行重吸收，代谢产物最终形成尿
酸，经后肠从肛门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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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脊椎动物的排泄器官 

       脊椎动物典型的排泄器官为肾脏、输尿管、膀胱、

尿道等。

    （1）肾的结构       从外到内可依次分为皮质、髓质
和肾盂3部分。其中肾小囊、近曲小管和远曲小管均

位于皮质部分，髓袢的大部和集合小管的大部位于髓
质部分，肾盂连接输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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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单位肾的功能单位，位于肾的皮质和髓质内。人的

肾有大约100万个以上肾单位。

         每一肾单位均由肾小体和肾小管组成。

           肾小体由肾小球和肾小囊组成。

           肾小球是被肾小囊包裹的一团毛细胞血管球。

           肾小管为1条有规律地盘旋曲折的细管。肾小管的

末端封闭，并折叠膨大成双层壁的囊状，称为肾小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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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小管分为近曲小管、髓袢
和远曲小管3部分。
       从肾脏排出的尿汇集在肾

盂处，再经输尿管连续进入膀
胱。
    膀胱是一个肌肉质的囊，位

于腹腔下部。当膀胱贮存尿达
到一定量时，膀胱壁上的平滑
肌和上皮受到压迫，刺激了神
经末梢，使动物产生“尿感
”。排尿时，膀胱肌肉收缩，
尿道开口处的括约肌松弛，尿 

被压入尿道而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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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盐平衡调节    陆生动物靠饮水及特殊的体壁结

构补充和防止体表散失水分，同时也靠不同类型的代谢产物
来调节体液的水盐平衡。
      动物防止水分散失的外部结构有角质层、外骨骼以及鳞、

羽、毛等。
      与陆生动物不同，生活在水中的动物，特别是生活在海

洋中的动物则往往有一些专门结构调节体内的水盐平衡。
     海洋无脊椎动物的体液大多和海水等渗。

     淡水硬骨鱼的血液和体液的浓度大于生活的淡水，….
     海洋硬骨鱼的体液和海水比起来是低渗的，……
     海洋软骨鱼的血液中含有大量尿素（2％~2.5％)，使

体液的渗透浓度稍稍高于海水，是软骨鱼保持体液平衡
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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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物的循环、呼吸、淋巴和免疫 

（一）血液循环系统 

        1、无脊椎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    

        最早出现“循环系统”的是三胚层无体腔的纽形

动物。
        真正的血液循环系统:始自于软体动物和环节动物
,一般都具有心耳、心室、动脉、静脉等结构，血液在

其中有固定的流动方向。
       节肢动物是一种混合体腔，它们的循环系统全部

是“开放式”的，它们的血液与淋巴合在一起称为血
淋巴，并且都有相当部分是在混合体腔中流动。
     在无脊椎动物中没有出现独立的淋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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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脊椎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     

       脊椎动物循环系统都是由心脏、动脉、毛细血管、

静脉和血液等部分所组成。依脊椎动物各个主要纲的进
化程度不问，其心脏的结构也有明显差别。 

（1）心脏

①鱼类：心脏简单，位于围心腔内，由静脉窦、心房、
心室、动脉圆锥(或退化)组成。软骨鱼类的动脉圆锥是心

室的延伸，可主动收缩；硬骨鱼类的动脉球是腹大动脉
基部的膨大，无收缩能力。鱼的血液每循环1周，只经过
心脏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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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栖类：成体用肺呼吸，循环系统发生了巨大变
化, 为2心房1心室, 但是仍存在静脉窦和动脉圆锥。
循环路线由鱼类的单循环演变为体循环和肺循环2

个循环，即血液完成一个循环要通过心脏2次。但

是由于心室不分隔，所以体循环来的缺氧血与肺循
环来的多氧血不能完全分开，所以称为不完全的双
循环。
③爬行类：血液循环仍为不完全的双循环，心脏包
括分隔完全的2个心房和1个心室。多氧血和缺氧血

在心脏内的混合程度较两栖类低。鳄类的心室出现
完全心室间隔，分为左、右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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