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物质跨膜运输
的方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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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方式

运输方
向（浓
度梯度）

是否
需要
载体
蛋白

是否
消耗
能量

  

            举例

  
      

      

　     

　

   

 

被
动
运
输

自由
扩散

协助
扩散

高浓度→
低浓度

主动运输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不消耗

不消耗

消耗

水

葡萄糖进入红细胞、
Na+进入神经细胞、
K+排出神经细胞、有时
氨基酸顺浓度梯度运输

离子

一些小分子有机物

高浓度→
低浓度

低浓度→
高浓度

O
2
、CO

2
等气体分子

甘油、乙醇、苯等
脂溶性物质

一、比较三种物质穿膜运输方式的异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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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跨
膜运输
的方式

被动运输

主动运输

自由扩散 协助扩散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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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吞

胞吐

mRNA出

细胞核

第6页,共26页，星期六，2024年，5月



一看坐标轴：横轴、纵轴各表示什么？

二看曲线的变化趋势：

上升？下降？保持稳定？先上升后下降？先下降后
上升？

三看关键点： 

如曲线的起点、终点、转折点等。

如何分析一个坐标图？

分析两者之间的联系，如x随着y的变化而变化，
说明x是影响y变化的因素

解释：曲线各种变化趋势产生的原因及关键点代表的意义

• 二、物质跨膜运输的相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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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扩散

协助
扩散

主动
运输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结论：物质的运输
速度与物质浓度差
成________关
系，自由扩散过程
只受_______影
响.

正比

浓度差

结论：在一定浓度
范围内,物质的运输
速度与物质浓度成
_____关系，超过
范围后协助扩散过
程物质运输速度受
_____        限制。

正比

载体蛋白数量

浓度差

浓度差
载体数量

内因：载体
数量

外因：氧气
含量、温度、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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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扩散

协助
扩散

主动
运输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细胞呼吸速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细胞呼吸速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细胞呼吸速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结论：在一定范围
内，物质的运输速
度与细胞呼吸速率
成___关系，超
过一定的范围后，
物质运输速度受
_____    限制。

正比

载体数量

由于自由扩
散和协助扩
散不需要能
量，因此其
运输速率与
氧气浓度和
呼吸作用强
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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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扩散

协助
扩散

主动
运输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细胞呼吸速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细胞呼吸速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细胞呼吸速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氧分压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氧分压

氧分压
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都可
以为主动运输提供能量，
因此，氧气浓度为0时，可

由无氧呼吸为其提供能量，
故横坐标为氧分压时曲线
的起点不在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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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运
输
速
率

耗氧量

运
输
速
率

浓度差

       上面几幅坐标图中所表示的分别是哪种物质运输

方式？为什么？
思考！

时间

细
胞
内
浓
度

（细胞外浓度）

氧气浓度

运
输
速
率

自由扩散或协助扩散

自由扩散

协助扩散

主动运输

主动运输

细胞呼吸速率

物
质
运
输
速
率

主动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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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响物质跨膜运输的因素

(1)物质浓度(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

• 三、物质出入细胞的各种方式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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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氧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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