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第九章 神经系统 T 

   

讲授重点：  

1 、真骨鱼类脑的构造和机能  

2 、真骨鱼类十对脑神经的位置  

3 、脊髓和脊神经的构造  

   

神经系统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植物性神经系统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节 神经原  

神经原即神经细胞，是组成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它能感受刺激和传递冲动。  

一个神经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细胞体：包括细胞核及周围的胞浆，供应整个神经原的营养。  

突起：是细胞体向周围伸出的许多细长的分支，有接受和传递冲动的作用。  

突起可以分为两种：  

树突：多呈短而多的树枝状，传递刺激到细胞体。  

轴突：只有一条，比树突长得多，直到末端才分成细支，传递刺激离开细胞体。  

一个神经原轴突的末端分支与另一个神经原的树突相接触处称为突触。神经冲动

经过突触从一个神经原的轴突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原的树突。因此突触是神经冲动

从一个神经原传递到另一个神经原的过渡构造，它只允许冲动朝一个方向传递，

不能逆行。  

神经纤维是组成神经的基本行列。平常一根神经都是由许多神经纤维聚合而成

的。通常许多神经纤维聚合成神经束，外包以结缔组织的神经束膜。许多神经束

进一步聚合起来，外包以结缔组织的神经外膜，便组成了一条神经。  

一根神经纤维的主要部分是神经原的突起。在神经纤维内称作轴索，轴索外面包

有髓磷脂构成的髓鞘，髓鞘外面还有一层神经膜（神经内膜）。  



神经原的种类繁多，开头不一，依形态构造可分成三类；  

（ 1 ）单极神经原：最初无分支，只是以细胞体伸出单独一条纤维，不久即成

两 通向两边，作“ T ”字形，其中一个分支相当于树突，作向心的传导，另一

分支则相当于轴突，作离心的传导。  

（ 2 ）双极神经原：仅有两个分支，一为轴突，一为树突，二者位居相反的方

向，多数感觉神经原属此类。  

（ 3 ）多极神经原：细胞体伸立一个轴突及许多权突，多数的神经原属此类。  

神经原按其功能的不同可分为三类：  

（ 1 ）感觉神经原（传入神经原）：其末梢分布在感受器内，籍以感觉刺激，

并传到中枢。  

（ 2 ）运动神经原（传出神经原）：其末梢分布在肌肉组织或腺体内，引起肌

肉收缩，腺体分泌。  

（ 3 ）联络神经原（中间神经原）：是介乎上述两者之间的一种神经原，它能

把感觉神经原的冲动传给给运动神经原，起斟酌情况，高速动作的作用。  

   

第二节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由脑和脊髓两部分组成。  

一、脑的基本构造  

鱼类脑的构造已分化为五个区，即端脑、间脑、中脑、小脑和延脑，脑壁较厚。  

鱼类的脑在胚胎发生中以神经管（由外胚层形成）前端扩大部分为基础，迅速分

化为前、中、后三个脑球，随后由前脑分化成端脑和间脑，中脂球不再分化而形

成中脑，后脑球以顶部突出的方式形成小脑，下方形成延脑。在神经管扩大和分

化的同时，神经腔发生相应的改变，在在脑中形成左右侧脑室（第一、第二脑室），

在间脑中形成第三脑室，中脑的内腔称中脑导水管，延脑内腔形成第四脑室。鱼

脑外围有软脑膜，膜上密布血管、淋巴管、软脑膜外是一层白色坚韧的硬脑膜，

两膜间的空隙充满淋巴液，硬脑膜外为头颅骨所包围。  

鱼类的脑不同种类、形态变化很大。  

（一）端脑  

端脑是脑最前面的部分，由嗅脑及大脑两部分组成。  



嗅脑由嗅脑、嗅束及嗅叶等部分组成。  

软骨鱼类的嗅脑都具有以上三个部分，即由嗅球、嗅束及嗅叶组成，但嗅束的长

短各类别有所有同，星鲨的嗅束不长，而角鲨、七鳃鲨等的很长。  

硬骨鱼类的嗅脑结构大致有两种情况：  

（ 1 ）嗅脑分化：由嗅球及嗅来组成，圆球状的嗅球紧接在嗅觉器官的嗅束的

后方，嗅球以细长的嗅束（或称嗅基）连于大脑上，如鲤形目鱼类梭鱼。  

（ 2 ）嗅脑不分化：嗅脑仅为一圆球状的嗅叶，紧接在大脑的前方，嗅叶前方

有细长的嗅神经与嗅束发生联系。如鲈形目鱼类。  

大脑紧接在嗅脑后方，为端脑的本体，大脑中央有纵沟将其分为左右两部分，即

大脑半球，大脑背壁无神经组织，是由上皮细胞组成的薄壁（称为外表），大脑

腹壁上有许多神经细胞集中而形成纹状体，此乃真正脑组织所在。大脑半球内各

有一脑腔，称为侧脑室，左侧为第一脑室，右侧为第二脑室，左右脑室分隔不完

全，为公共脑室。脑腔向前伸达嗅球内。  

（二）间脑  

又叫丘脑，在端脑后方，背面常被中脑的一对视叶所遮盖，在脑的腹面清晰可见，

间脑前方有视神经通入，并形成视交叉，视神经分布到眼球，其神经纤维经过间

脑通到中脑。有成圆形或半圆形下叶一对，两下叶中间为垂体，垂体的基部为漏

斗，是间脑腹壁中央部的突出部分，漏斗后方为血管囊，间脑背面突出一脑上腺

（或称松果腺），间脑中有第三脑室，间脑背面有脉络丝。  

间脑依其脑壁部位，背区称上丘脑，侧壁称丘脑，腹区称下丘脑；上丘脑突出有

脑上腺，同内分泌腺体，丘脑是间脑本体；下丘脑延伸漏斗，两则是发达的下叶，

中间是血管束。  

（三）中脑  

又叫视叶，是一对圆球状体或呈半月状体，纵切中脑可以看到在中脑腹面有小脑

瓣伸入，中脑内有空腔为中脑腔，或称视叶腔。它前后与第三、第四脑宝相沟通。  

（四）小脑  

是一单个的圆球形体，前方伸出小脑瓣突入中脑，小脑内的空腔为第四脑室，并

向后延伸到延脑。  

软骨鱼类无小脑瓣伸入中脑。  

白鲢在小脑本体的侧面都有卷状的组织突出，然后由此组织连到延脑，这可能是

小脑鬈的雏形。  



许多鲈形目等鱼类，小脑两侧有极为发达的小脑鬈。  

（五）延脑  

脑是脑的最后部分，它的后部通出枕骨大孔后即为脊髓，两者无明显的分界。  

鲤鱼的延脑前部有面叶及迷走叶，面叶在小脑的后部，是一单独个体。从背面观

察，其前部被小脑遮住，只能见到它的后部，迷走叶较大于面地，并左右成对，

在小脑后两侧，将面叶夹在中间。在面叶和迷走叶后方为延脑的本体，近乎长管

状，前宽后狭。背面有脉络丝，是血管丝，供给脑部营养，揭去此膜，其下即为

第四脑室，此脑室向后与脊髓的中心管相通。  

白鲢的延脑与鲤鱼不同，没有分化出面叶及迷走叶，整个延脑呈长三角形，前宽

后狭。  

小黄鱼的延脑可能分为二个部分，前面部分成球状，背面高高隆起，似相当于鲤

鱼的迷走叶部分，后面部分较细，后与脊髓接续。在延脑背面正中有一纵沟。  

带鱼的延脑由四个球体组成。  

软骨鱼类延脑前端两侧有一对大形的绳状体（或称身状体）。  

（六）板鳃类、真骨类的脑  

   板鳃亚纲  鲤形目  鲈形目  

嗅

脑  

由嗅叶、嗅束、嗅球组

成，嗅叶较大  

嗅脑分化为嗅束、嗅球  嗅脑不分化，仅为嗅

叶，位于大脑前方，

有长的嗅神经  

小

脑  

无小脑瓣伸入中脑，小

脑发达  

有小脑瓣伸入中脑，无小

脑鬈或有雏形  

有小脑瓣伸入中脑，

有小脑鬈  

延

脑  

前端两侧为绳状体  无绳状体，有的种类延脑

化化出面叶与迷走叶  

无绳状体，有些种类

分化为四个球  

二、脑的生理机能  

鱼类的各项活动受脑之相应部分支配，各项感觉归总于脑之相应部分，但是完成

一项活动，则决不是一个部分的功效，而是脑的整体，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结

果。从解剖学上，亦可看到各个脑之间的神经联系，所以不能够分割地看待各脑

的机能。虽然如此，鱼类脑的各部生理机能有所不同，下面分别分析各个部分的

生理机能。  

（一）端脑  

鱼类的端脑与嗅觉中枢连接，是嗅觉中枢。圆口类与板鳃类的嗅脑体积都很大，

嗅觉都十分发达，鲨鱼的鼻显然是首要的感受器，它的嗅觉中枢和为嗅觉控制的



联引中枢约占全脑重的三分之一。硬骨鱼类的嗅器也是大的，机能也是重要的，

但是不如上述二类发达。底栖鱼类和夜间免食的鱼类充分利用嗅觉觅食，因而端

脑也发达。  

端脑的纹状体可能是运动的高级中枢，与鱼类行动一事实上关系，游泳迅速的鱼

类其纹状体很发达。姜真（ Janzen,1932-33 ）认为端脑损坏的鱼类将失去正常

动物固有的对外界刺激的主动反应。对这方面机能更确切的概念尚有待进一步深

入研究。  

鱼类的大脑不仅有感觉嗅觉器官刺激的作用，而且还有协调作用，并能感觉味觉。  

（二）间端  

间脑与脑各部分有复杂的联系，所以一般认为它具有重要的综合交换作用。  

一般认为鱼类的间脑是感觉中枢，特别与视觉有关。因鱼类的丘脑与端脑有纹状

丘脑经相连。  

间脑对色素细胞的影响最明显，是暗化中枢。鱼类除了有延脑引起皮肤变白的神

经中枢以外，在间脑还有与之对抗的神经中枢 —— 能使鱼体变黑。强的光线影

响到间脑时全使鱼体变黑，而当弱的光线影响到间脑时，会使鱼体变白。  

下丘脑具有重要的神经分泌作用，能分泌神经激素，这些激素对脑垂体，甲状腺

等活动有关。  

脑上腺与脑下垂体都是内分泌腺体。在圆口类、脑上腺的末端具有感觉作用。脑

垂体的构造与机能有待内分泌腺一章详述。  

血管囊在深海鱼类中特别发达，有的学者（如 Dammeiman,1910 ）认为这是一种

压力感受器，也有人（如 Van de Kamei and Vechagen,1954 ）根据细胞学的研

究，认为它与分泌机能有关。  

（三）中脑  

中脑是鱼类最高视觉中枢，上有视神经末梢，视神经将视冲动以视网膜传递到中

脑细胞，如果切除中脑顶盖的上部，鱼类只丧失它后面的一部分视觉，切除中脑

顶的一侧时，则与此相应的一侧的眼即变成盲眼。  

中脑与小脑、延脑有神经联系，对鱼类的身体位置和移动有控制有关，破坏视叶

表面则鱼不能正常游泳。主要依靠视觉器官觅取食物的上层鱼类，其中脑发达。  

（四）小脑  

小脑是鱼体活动的主要运动协调中枢，它是平衡脑，具有维持平衡，掌握运动的

协调和节制肌肉张力的作用，小脑的大小随鱼类的活动能力而有不同，活动激烈

的鲨鱼等小脑特别发达。切除鲨鱼的小脑，游泳活动变得不平稳。  



小脑起于听觉侧线区的前端，小脑鬈与内耳及侧线器官有密切联系，所以鱼类的

小脑兼为听觉的和侧线的会同中枢。  

硬骨鱼类的小脑有特殊的小脑瓣伸入中脑腔，它与延脑的侧线中枢所有机能的联

系，如一群奇怪的非洲鱼——长吻鱼科的小脑瓣极大，此鱼的侧线器官也极为发

达。  

（五）延脑  

延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的神经通达呼吸器官、心脏、肠、胃、食管、内耳皮

皮肤感觉器官等，有六对脑神经起自延脑，延脑包括好几方面的神经中枢。  

延脑的面叶及迷走叶是味觉中枢，味蕾发达的鱼类这两部分特别显著，如鲤鱼、

鲶鱼等。迷走叶司口内味觉，面叶司皮肤表面的味觉。  

延脑是听觉侧线感觉中枢。  

延脑是呼吸中枢、破坏延脑，会使呼吸运动停止。  

延脑是色素调节中栉，即亮化中枢或白化中枢。能够调节色素细胞，使身体的色

素细胞收缩，引起皮肤变白。  

延脑还是皮肤感觉中枢，能使鱼具有触、痛和可能还有温冷的感觉。  

   

三、脊髓的构造与功能  

鱼类的脊髓位于椎体上方的髓弓内，紧接在延脑之后，向后一般可以伸达尾椎末

端，少数鱼类的脊髓很短，如鲀形目的翻车鲀，一条长二米半，重 2 吨的鱼的

脊髓仅 15 厘米长，比脑部还短了不少。  

脊髓为一条扁椭圆长柱状的管子，并分支明显，每节发出一对脊神经，一般脊髓

自脑后渐渐由粗变细，但在肩带胸鳍所在的部位和腹鳍、臀鳍所在的部位，略为

膨大。  

将脊髓作横切面观察，脊髓外面包有脊膜，并由两层组成，外层含有血管及色素，

普通看见是呈黑色，紧贴在此层的内面有一层完全透明的薄膜。  

整个脊髓的背面正中有一纵沟向内凹入，叫背中沟、在腹面正中也有一极浅窄的

沟，不甚显著，叫腹中沟，硬骨鱼类无腹中沟，由于此两沟的存在，将脊髓分为

左右两半。  

脊髓的中央为中心管（髓管），前面与脑室相通。  



在中心管的周围是灰质，呈蝶形，主要由神经细胞组成，除了神经原的细胞本体

外，也有树突，一部分轴突与夹杂于其间的神经胶质。灰质的四周为白质，白质

显面包括的都是神经纤维，包括上行于脑及由脑发出的纤维。  

灰质的背方有两个突出的角称为背角，脊神经背根即经背角通入灰质中，背根为

传入神经纤维的通路。灰质的腹面突出的两只角称为腹角，背神经腹极即由此发

出，腹根为传出神经纤维。  

鱼类脊髓的发达程度不尽一致，圆口类脊髓的灰、白质没有完全分化，腹面正中

略有凹陷，背面隆起，尚无中沟形成。  

板鳃类的脊髓较发达，灰、白质已明显分化，有背腹中沟。  

硬骨鱼类的脊髓有背中沟，但腹中沟不明显，灰质向中心管集中。  

脊髓的功能有两个方面：  

（ 1 ）脊髓为简单反射中枢， 不经过脑部的各种反射活动。脊髓中的神经纤维，

一部分是留在脊髓内的，它执掌脊髓反射的机能。脊髓通过分节排列的脊神经，

对鱼体的皮肤、肌肉和色素进行分节神经支配，是低级反射中枢。  

（ 2 ）脊髓是神经传导路径。为各脊神经及交感神经系与脑之间起传导和联络

作用。脊髓中的一部分神经是连结脊髓和脑部的种种上行纤维和下行纷纷，上行

纤维达到延脑和中脑，下纤维由延脑发出，通过这些神经传导兴奋。  

   

第三节 外周神经系统（ Peciphezal nervous system ）  

外周神经系是由中枢神经系发出的神经与神经节组成，它包括脑神经和脊神经，

中枢神经即由外周神经而与皮肤、肌肉、内脏器官相连接，其作用是传导感觉冲

动到中枢神经系，或由中枢向外周传导运动冲动。  

一、脑神经（ Cranial vecves ）  

脑神经由脑部发出，通过头骨孔而达身体外围，它包括有体部感觉神经纤维和运

动神经纤维，也有内脏感觉与运动神经纤维。但不同的脑神经的组成比例有极大

的变异，有些脑神经仪只包括感觉神经纤维，成为感觉神经，如嗅神经（ I ）、

视神经（ II ）及听神经（ VIII ）；也有的仅包括运动神经纤维，成为运动神

经，如动眼神经（ III ）、滑车神经（ IV ）及外展神经（ VI ）；还有些脑

神经则包括感觉和运动两种神经纤维，成为混合神经，如三叉神经（ V ）、面

神经（ VII ）、舌咽神经（ I ）、速走神经（ X ）。  

鱼类的脑神经一般都有十对，即嗅神经（ I ）、视神经（ II ）、动眼神经（ III ）、

滑车神经（ IV ）、三叉神经（ V ）、外展神经（ VI ）、面神经（ VII ）、

听神经（ VIII ）、舌咽神经（ IX ）、速走神经（ X ）。此外在非洲肺鱼及



其他一些鱼类还发现一条端神经或称零对神经，它在嗅神经连到嗅叶的地方发

出，为一对很细且白色的神经，有它自己的神经节伸入鼻粘膜上，具体功能尚不

明了。  

高等脊椎动物有 12 对脑神经，即除上述 10 对脑神经外，还有：脊副神经

（ XI ）、发自延脑，分布到咽、喉头、肩部肌肉、司咽、喉、肩的运动；舌下

神经（ XII ）发自延脑，分布到舌肌、司舌的活动。  

现将鱼类十对脑神经分别描述如下。  

（一）嗅神经  

为第 I 对脑神经，细胞本体在鼻粘膜上，由嗅觉细胞发出的神经纤维达到端脑

的嗅叶上，这结神经的特点是仅包括感觉神经原的轴突，没有树突。在板鳃类、

硬磷类及少数硬骨鱼类等的嗅神经很短，嗅叶分化为嗅球及嗅束两部分，在另一

些硬骨鱼类的嗅神经很长，嗅叶未分化，紧贴在大脑的前方。  

白鲢的嗅神经其细胞本全是在嗅束粘膜上，有许多细支与嗅束相连，此即嗅神经，

有些学者称嗅束为第一对脑神经。  

嗅神经专司嗅觉，为纯感觉性神经。  

（二）视神经  

为第 II 对脑神经。细胞本体在视网膜上。神经纤维结合成视神经穿过眼球的数

层外衣，经过眼窝而连到间脑，神经的末端达到中脑。  

视神经呈白色棍状，在间脑前方形成交叉，称为视交叉，左侧眼的视神经连系到

间脑的右侧，而右眼的视神经连系到间脑的左侧。鲨鱼视神经在外观上似不交叉，

但其神经纤维仍是交叉的。白鲢视交叉的情况是左边发出的视神经腹面叉向右

方，右边的视神经在背面叉向左方。  

视神经专司礼堂，为纯感觉性神经。  

（三）动眼神经  

为第 III 对及神经，由中脑腹面两铡发出，穿过翼蝶骨及付蝶骨间的视腔，进

入眼眶后，随即分支分布到眼球的上直肌、下直肌、内直肌、下斜肌。  

动眼神经专司眼球的运动，为纯运动性神经。  

（四）滑车神经  

为第 IV 对脑神经，此神经非常纤细，由中脑背面发出，穿过视腔进入眼眶，伸

到眼球的上斜肌上。  



滑车神经专司眼球运动，也是纯运动性神经。  

（五）三叉神经  

为第 V 对脑神经。由延脑的前侧面发出，是相当粗大的一条神经。它在通出脑

匣前，神经略为膨大，通常称之为半月神经节。此神经的基部与面神经的基部紧

靠在一起，并有分支相互合并。  

三叉神经在神经节后分为四大节，即浅眼支、深眼支、上颌支及下颌支。  

1 、浅眼支：与面神经的浅眼支在基部合并，沿着眼眶背面向前伸展，一直分布

到头顶及吻端的皮肤上。  

2 、深眼支：为三叉神经最腹面的一个细支，发出时与浅眼支平行，紧贴在浅眼

支的下方，从视腔中穿出，然后经过眼眶背壁，穿过侧筛骨下方，分布到鼻部粘

膜及吻部皮肤中。  

3 、上颌支：穿过眼眶沿着口角分布到上颌，此支又有一些分支，分布于眼球周

围及鼻部。上颌支全由感觉神经纤维组成。  

4 、下颌支：穿过眼眶沿着口角分布到下颌各部，下颌支由感觉与运动二种神经

纤维合成。  

三叉神经的功用是主持颌部的动作，分支分布于头部处处，并司头部皮肤、唇部、

鼻部及颌部的感觉。  

（六）外展神经  

为第 VI 对脑神经，由延脑腹面发出，是条比较纤细的神经，它由视腔穿入眼眶，

分布到眼球的外直肌上。  

外展神经专司眼肌的运动为纯运动性神经。  

（七）面神经  

为第 VII 对脑神经，由延脑侧面发出，基部与第 V 对三叉神经及第 VIII 对听

神经十分接近，是一对十分粗大且分支较多的脑神经，它们一些分支为三叉神经

的分支有合并的现象。它可分为四大支，即浅眼支、口部支、舌颌支及口盖支。  

1 、浅眼支：是面神经向前分出的一支神经，它的神经纤维与第 V 对脑神经三

叉神经的浅眼支相互合并，一起向前延伸，分布到吻部背侧。  

2 、口部支：最初与浅眼支相并列，然后沿着浅眼支的上缘向前延伸，中途向背

部发出一些分支，分布到头顶皮肢及脂肪组织，口部支向前最终分布到上颌。  



3 、舌颌支：是面神经中最粗大的一个分支，也是位置在最后的一个分支，它由

前耳骨孔中央部分的一个大孔中穿出，沿前鳃骨的内缘向下方伸展，分布到鳃盖

各部分，舌弓上，并向前伸达下颌。  

4 、口盖支：是面神经最腹面的一个分支，由脑匣穿出后沿眼眶内缘分布到口腔

前部的口盖粘膜及上颌顶部。  

面神经的主要功用是支配头部各肌与舌弓各肌的运动，并司皮肤、舌根前部及咽

鳃等处的感觉，与触须上的味勒和头部感觉管也有密切联系，是一对混合性神经。  

（八）听神经  

为第 VIII 对脑神经，由延脑侧面发出，紧靠在面神经的后方，分布到内耳的椭

圆囊、球状囊、瓶状囊以及各壶腹上。  

听神经专司听觉与平衡，是纯感觉性神经。  

（九）舌咽神经  

为第 IX 对脑神经，由延脑侧面发出。位置紧靠在听神经的后面，主干上有一神

经节，节后分出两支，一支在第一鳃弓之前是（可称孔前支），并分出数小支，

向前达到口盖和咽部，一支在第一鳃弓之后（可称孔后支）。舌咽神经有背支的

神经纤维分布到头部侧线系统中。  

舌咽神经司口盖及咽部的感觉。咽部的一切活动为混合性神经。  

（十）迷走神经  

为第 X 对脑神经，起源于延脑的侧面，是十对脑神经中最粗大的一对，分支甚

多，其分布范围非常广，所以的作用也比较大，所有脑神经中它是最复杂的一支。  

迷走神经分出三大分支，即鳃支、内脏支、侧线支。  

1 、鳃支：是迷走神经最前面的一个粗大分支，由第一鳃弓后面一直分布到第四

鳃弓，它以许多小支分散到各鳃裂上，小支数目各类不同，大多数为四对。一般

在每一小支上各有一鳃上神经节，在此节后每一鳃神经又分别通到前一鳃弓的后

半鳃（鳃后支或孔前支）与后鳃弓的前半鳃（鳃前支或孔后支）。  

2 、内脏支：位于鳃支之后，向后行达上匙骨的位置时分为二支，一支沿肩带前

言内缘下行穿入围心腔到达心脏各部，另一支沿着肩带内缘穿入腹腔分布到腹腔

内的器官中，包括食道、肠、肝、鳔等。  

3 、侧线支：是迷走神经最后一个分支，比内脏支粗大，沿体两侧的水平隔膜向

后延伸，前工细的神经分布到侧线上。  



迷走神经的功用是支配咽喉和内脏的动作，并司咽部的味觉，躯干部皮肤的各种

感觉以及侧线感觉，为混合性神经。  

   

现将鱼类各对脑神经的起源、分布及作用性质总结如下：  

神经  起源  分布  作用性质  

I ．嗅 N  嗅叶  嗅粘膜  感觉性 N ，司嗅觉

II ．视 N  间脑腹面  视网膜  感觉性 N ，司视觉

III ．动眼 N 中脑腹面  眼球的上、下、外直肌、下余

肌  

运动性 N ，司眼肌

运动  

IV ．滑车 N  中脑背面  眼球的上斜肌  同上  

V ．三叉 N  延脑前侧面  浅眼支：沿眼眶背面向前伸头

顶及吻端皮肤  

深眼支：与浅眼支平行（贴在

其下方），经眼眶背壁，穿过

侧筛骨到鼻部粘膜及吻部皮

肤。  

上颌支：穿过眼眶，沿口角的

上颌。  

下颌支：空这眼眶，沿口角到

下颌。  

混合性 N ，司颌部

的动作、头部皮肤、

唇、鼻、颌部的感

觉  

VI ．外展 N  延脑腹面  眼球的外直肌  运动性 N ，司眼运

动  

VII ．面 N  延脑侧面  浅眼支：与三叉 N 的浅眼支合

并一起前伸到吻部  

口部支：最初与浅眼平行，然

后沿浅眼支上缘前行 →头顶

皮肤、脂肪组织→上颌  

舌颌支：以前耳骨孔出来，沿

前鳃盖内缘 → 鳃盖各部 →

舌弓→下颌  

口盖支：沿眼眶内缘→口腔前

部的口盖粘膜，上颌顶部  

混合性 N ，支配头

部各肌，舌弓各肌

的运动，司皮肤、

舌前部及咽鳃等处

的感觉。  

VIII ．听 N  延脑侧面  内耳的椭圆束、球状束、瓶状

束及各壶腹  

感觉性 N ，司听觉

与平衡  

IX ．舌咽 N  延脑侧面  分两支：（ 1 ）在第一鳃孔之混合性 N ，司口



前 →又分数小支。（ 2）在第

一鳃孔之后，分布到口盖，咽

部及头部侧线系统中。  

盖，咽部的感觉，

咽部的活动  

X ．速走 N  延脑侧面  鳃支：最前面的一支，从第一

鳃弓后面分布到第四鳃弓 →

许多小分支→各鳃裂  

内脏支：行至上匙骨分两支。

入围心腔达心脏各部  

入腹腔达各器官，如食道、肠、

肝鳔等  

侧线支：沿水平隔膜 →小分支

→侧线上  

混合性 N ，配咽喉

及内脏的动作，司

咽部味觉，躯干部

皮肤的各种感觉以

及侧线感觉  

   

二、脊神经  

脊神经是由脊髓按体节成对地向两侧发出，分布于所在体节的肌肉与皮肤上，脊

神经的数目与脊椎和肌节的数目相应。  

每对脊神经包括一个背根与一个腹根。  

背根连于脊髓灰质的背角，主要包括感觉神经纤维，背根的神经纤维来自皮肤和

内脏，负责传导周围部分的刺激到中枢神经系统，靠近脊髓的地方，各有膨大的

背根神经节一个。  

腹根连于脊髓灰质的腹角，包括的是运动神经纤维。腹根的神经纤维分布到肌肉

及腺体上，传导中枢神经发出的冲动到外围各反应器。  

背根与腹根在穿上椎骨之彰相互合并，通了椎骨后即分为三支。第一支为背支，

分布到身体背部的肌肉和皮肤上；第二支是腹支，分布到身体腹部的肌肉与皮肤

上，这两支都包含有感觉神经纤维和运动神经纤维；第三支是内脏支，分布到肠

胃和血管等内脏器官上，也包含有感觉神经纤维和运动神经纤维，亦参加到交感

神经系统。  

鱼类背支、腹支及内脏支的感觉神经纤维均通过背根进入脊髓，背支及腹支的运

动神经纤维通过腹根由脊髓发出，但内脏支的运动神经纤维部来自背根及腹根。  

   

第四节 植物性神经系统  



植物性神经系统是一类专门管理平滑肌、心脏肌、内分泌腺和血管扩张收缩等活

动的神经，与内脏的生理活动、新陈代谢有密切关系。植物性神经系统也称为自

主神经系统。  

植物性神经系统普通分为二组，一为交感神经系统。主要包括由躯干部脊髓发出

的内脏离心神经纤维（运动神经纤维）；一为副交感神经系统，主要包括由头部

发出的内脏离心纤维（在高等动物中还包括由荐部兴髓发出的神经）。  

植物性神经系统无论是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它的传出神经纤维由脑及脊髓发

出后，不直接到达所支配的器官，而中途必须经过交感神经节交换神经原后才到

所支配的反应器，如平滑肌、心脏肌或内分泌腺。因此离心纤维（传出纤维）具

有两段，自脑、脊髓到神经节的一段称为节前纤维，自神经节到反应器的一段称

为节后纤维。这是植物性神经系统与肌体神经系统的主要差异。  

内脏的传入神经纤维在结构上同肌体的传入神经纤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并

且常和肌体的传入神经纤维混合在一起进入到脊髓或脑内，只是内脏神经的纤维

比较细，冲动的传导速度比较慢。  

鱼类的交感神经仅具雏型，很原始，远不如高等动物发达。大多数真骨鱼类沿脊

椎两侧有二条交感神经干。交感神经干在有的鱼类始终为两条，如鲤鱼、白鲢；

有的则在躯干前部是两条，而在两肾之间愈合成一条简单的股索，进入脉弓又分

为两条，如瞻星鱼及大多数真骨鱼类。  

在交感神经干上，每与脊神经相当的地位有交感神经节，每节有交通节（脊神经

内脏支）与脊神经连接。  

交感神经的运动神经原存在于交感神经节内，感觉神经原则在脊神经的背根神经

节内。  

以鲤鱼为例，其交感神经干通过脏支与脊髓相连，交感神经干前部延伸到脑部腹

面，并与三叉神经、面神经、舌咽神经、速走神经等神经相连，在腹腔部位向内

脏器官、血管、腺体等发出分支，在尾部穿入脉弓达到最后脊椎骨。  

对于鱼类的副交感神经的研究尚很少，硬骨鱼类头部的副交感神经是由动眼神经

及迷走神经所分支的。副交感神经纤维循动眼神经而过到眼政治协商会议的睫状

神经节。分布到眼球的虹膜上；另一重要的副交感神经纤维循迷走神经的内脏等

分布到食道、胃、肠以及附近的一些器官上，另外还有分布到静脉窦和鳔上。  

交感神经的分布往往与副交感神经的分布相一致，它们同时分布到所有的内脏器

官，但是它们的作用是相反的，即一组兴奋之，另一组则阻遏之，发出颉颃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此两组的作用常常维持平衡状态，保持协调。如迷走神经使鳔分

泌气体，而交感神经是吸收或抑制氧的分泌；交感神经控制瞳孔的收缩，而副交

感神经控制瞳孔开放。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作用虽然是互相颉颃的，但整体来讲，实质上仍是统一

的，起着相辅相承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