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脑干对肌紧张和
姿势反射的控制





1 脑干对肌紧张的控制

脑干网状结构易化区和抑制区
• 网状结构抑制区

• 延髓网状结构的腹内侧部分

• 大脑皮层运动区、纹状体、小脑前叶蚓部等 

• 网状结构易化区

• 延髓网状结构的背外侧部分、脑桥的被盖、

中脑的中央灰质及被盖，下丘脑和丘脑中线

核群等部位

• 前庭核、小脑前叶两侧部等 



1 脑干对肌紧张的控制

脑干前庭核。该图显示了最

重要的传入和传出通路。

在前庭核复合体中,肌肉、

关节、皮肤和眼部的信息与

前庭感觉器官的传入信息不

断地进行整合。

脑干网状结构易化区和抑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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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至脊髓的神经通路:

皮质脊髓束和一些来自

脑干的通路。很多来自

脑干的通路接收了皮质

的投射纤维。

脑干网状结构易化区和抑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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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干
网状
结构
抑制
区和
易化
区对
肌紧
张的
调节

抑  制  区 易  化  区

网状结构背外侧部
(包括中脑背盖)

网状结构内侧尾部部    位

前庭核、小脑前叶两侧

(与易化区构成易化系统)

大脑皮层运动区、
纹状体、小脑前叶引部
(与抑制区构成抑制系统)

上级中枢

下传通路

作    用

特    点 正常情况下活动较强,

在肌紧张的平衡调节中占优势
正常情况下活动较弱

网状脊髓束
↓

抑制γN元兴奋性
↓

肌梭敏感性↓
↓

肌紧张和肌运动↓

网状脊髓束
↓

加强γN元兴奋性
↓

肌梭敏感性↑
↓

肌紧张和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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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脑僵直

在动物中脑上、下丘之间
切断脑干后，动物出现抗
重力肌（伸肌）的肌紧张
亢进，表现为四肢伸直，
坚硬如柱，头尾昂起，脊
柱挺硬，这一现象称为去
大脑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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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脑僵直

去大脑僵直产生的原因：

切断了大脑皮层运动区和

纹状体等部位与网状结构

的联系，使易化区活动相

对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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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脑僵直

去大脑僵直产生的机制：
　 α僵直：高位中枢下行作
用于α运动神经元
   γ僵直：高位中枢下行作
用于γ运动神经元，使肌梭
的传入冲动增多，转而增强
α运动神经元的活动。
    经典的去大脑僵直属于
γ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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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头部空间位置的改变及头部与躯干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时，反

射性地引起躯干和四肢肌紧张性的改变。

状态反射

紧张性

颈反射

紧张性

迷路反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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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性颈反射：是颈部扭曲时，颈部关节韧带或肌受刺激时对四

肢肌紧张性的调节反射。

•又分为对称性紧张性颈反射和非对称性紧张性颈反射。

紧张性颈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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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颈后伸时,引发两上肢伸展,两下肢屈曲；

•颈前屈时，引发两上肢屈曲、两下肢伸展。

•由于高位中枢的抑制作用，这类反射在出

生6个月后消失。但可在婴儿期一段时间

内和成人脑损伤时出现。

对称性紧张性颈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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