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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循环系统概述

• 循环系统是分布于全身各部的连续封闭的管道系统。人体循环系

统包括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循环流动的是血液

，心脏节律性的搏动推动血液在心血管系统中按一定方向循环往

复地流动。淋巴系统内流动的是淋巴液。淋巴液沿着一系列的淋

巴管道向心流动，最终汇入静脉，因此淋巴系统也可认为是心血

管系统的辅助部分。

• 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在心脏的泵动作用下，发挥着重要的运输功能

，即将氧气和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各组织细胞，同时将各种细胞

分泌的活性物质送达作用部位，并将机体产生的二氧化碳和代谢

废物运输到排泄器官而排出体外，维持人体内环境的平衡和稳定

。



第一节　循环系统概述

• 体循环的路线：左心室→主动脉→各级动脉→毛细血管网→各级静脉→上、下腔静脉

→右心房。在体循环中，左心室搏出的动脉血流经身体各部分组织细胞周围的毛细血

管网时，与组织细胞进行物质交换，将运来的养料和氧供给细胞利用，并带走细胞产

生的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这样，血液由含氧量丰富、颜色鲜红的动脉血，变成含氧

量较少、颜色暗红的静脉血。体循环路程长、范围广，所以又称为大循环。

• 肺循环的路线：右心室→肺动脉→肺部毛细血管网→肺静脉→左心房。在肺循环中，

全身的静脉血汇集后流回右心房，经右心室由肺动脉进入肺，流至肺泡周围的毛细血

管网，在此进行气体交换，使静脉血重新变成含氧丰富的动脉血，经肺内各级肺静脉

分支，汇集后注入左心房，再继续供应全身的生命活动。肺循环的主要功能是完成气

体交换，它的路程短、范围小，所以又称为小循环。



第二节　循环系统的结构

一、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二、淋巴系统的结构



Ø （一）心脏
• 心脏位于横膈之上，胸腔中部偏下方，两肺间偏左，是循环系统的动

力器官。人的心脏基本同本人拳头大小相等，外形如桃，心尖偏向左。
心脏是一中空的肌性器官，主要由心肌构成，中有间隔分成不直接相
通的左右两半。心脏内有四个腔：后上部为左心房、右心房，前下部
为左心室、右心室。心室连接着动脉，在连接处有瓣膜，可使血液从
心脏向血管流出而不能逆流回心脏。心房连接着静脉，接受全身静脉
回流的血液。左心流的是动脉血，右心流的是静脉血。

• 婴幼儿心脏的重量占体重的比例大于成人。成人心脏约占体重的 
0.5% ，新生儿的心脏大约占 0.8% 。在心脏的发育过程中，有两个增
速阶段：一个是 2 岁前，另一个是青春期后期。新生儿心脏约 
24g ， 1 岁时达到出生时的 2 倍， 5 岁时 4 倍， 6 岁时 6 倍，
青春期后期增长到 12 ～ 14 倍，基本达到成人水平。与成人相比，
婴幼儿心肌纤维束相互交织较松，弹性纤维少， 6 ～ 7 岁以后弹性
纤维开始分布到心肌壁内，因此婴幼儿心脏的收缩功能较差。胎儿期
左、右心房的血液通过卵圆孔相通，肺循环建成后，孔就关闭了。

循环系统的结构6.2
一、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Ø （二）血管

• 血管是血液流通的管道，根据构造功能不同分为动脉血管、静脉

血管和毛细血管三种。

• 动脉是输送血液离开心脏的管道，源于心室，后不断分支，最后

分成大量毛细血管，分布在身体较深的部位。动脉管壁厚，大动

脉弹性纤维丰富，小动脉平滑肌丰富，可扩张，弹性大，能够承

受较大的压力，管内血流速度快。

• 静脉是输送血液返回心脏的管道，起于毛细血管，后不断汇合，

最后止于心房，分布在身体较浅的部位。静脉管壁薄，弹性纤维

和平滑肌少，口径大，缺乏收缩性和弹性，与动脉相比数量多，

血流速度相对慢。下肢静脉内壁有静脉瓣，有促进血液回心而不

倒流的作用，若静脉瓣受损，就容易产生下肢静脉曲张。

循环系统的结构6.2
一、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Ø （三）血液

• 1. 血浆

• 血浆中的水大约占 90% ，其余成分是血浆溶质，主

要是蛋白质、葡萄糖、磷脂和无机盐类、纤维蛋白

原及各种凝血物质，各种成分相对恒定。当血液凝

固时，血浆中的凝血物质消耗，只剩下无色透明的

血清。血清中富含免疫球蛋白，即抗体。婴幼儿血

浆中凝血物质少，因此凝血时间较成人长。

循环系统的结构6.2
一、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Ø （三）血液

• 2. 血细胞

• 血细胞包括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 （ 1 ）红细胞。
• 红细胞是数量最多的一种血细胞，它没有细胞核，呈中央

双凹的圆盘状， 90% 由血红蛋白组成，因而血液呈红色。
红细胞寿命为 120 天，生成和破坏的数量基本保持平衡
。

• （ 2 ）白细胞。
• 白细胞无色，呈球形，体积比红细胞大，有细胞核，寿命

为 9 ～ 13 天，可分为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
碱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五种类型。

• （ 3 ）血小板。
• 血小板是最小的血细胞，形状不规则，没有细胞核，寿命

为 8 ～ 9 天。血小板的功能主要是止血和促进凝血，修
复破损的血管。

循环系统的结构6.2
一、心血管系统的结构



Ø （一）淋巴管网
• 淋巴管网内流动着无色透明的淋巴液，淋巴液来源

于血液。当血液流经毛细血管时，速度显著减慢，

血液中的水分、营养物质、无机盐等都会透过毛细

血管壁，进入组织的间隙里，成为组织液。大部分

组织液经物质交换重新被毛细血管吸收，小部分则

被以盲端形式存在的毛细淋巴管吸收，成为淋巴液。

毛细淋巴管不断汇合成淋巴管，淋巴管在行程中通

过一个或多个淋巴结，将淋巴细胞带入淋巴液。全

身淋巴管多次汇合，最后注入静脉。

循环系统的结构6.2
二、淋巴系统的结构



第三节　循环系统的功能

一、心脏的功能

二、血液的功能

三、淋巴循环的功能

四、循环系统评价指标



• 心脏的主要作用是泵血，通过不停跳动，向器官、组织提供充足的血

流量，以供应氧和各种营养物质，并带走新陈代谢产生的各种废物，

使细胞维持正常的功能。同时，体内分泌的各种激素及其他物质也通

过血液循环输送到靶器官，实现机体的体液调节，维持机体内环境的

相对恒定。维持血液循环的基础是维持心脏的泵血功能，维持机体各

器官的供氧和新陈代谢。
• 婴幼儿心脏发育不完全，心肌弹性纤维少，心脏收缩功能差，心脏每

收缩一次搏出的血量，即每搏输出量，比成人少。而婴幼儿新陈代谢

旺盛，需氧量大，因此只有增加搏动频率才能适应机体的需求。所以

，年龄越小，心率越高、每分钟脉搏次数越多。
• 婴幼儿心脏调节能力也较差，一般来说，支配心脏活动的神经纤维 10 

岁左右才发育完全。因此，婴幼儿心搏不稳定，脉搏节律不规整，要

到 10 岁以后才基本稳定下来。婴幼儿感冒和多种传染病容易影响心

肌，合并心肌炎，甚至导致心功能衰竭。

循环系统的功能6.3
一、心脏的功能

年龄 心率（次 / 分）

新生儿 120 ～ 140

1 岁以内 110 ～ 130

2 ～ 3 岁 100 ～ 120

4 ～ 7 岁 80 ～ 100

8 ～ 14 岁 70 ～ 90



• 血液有运输、调节人体温度、防御、调节人体渗透压和酸碱平衡四个功能。

血浆的主要功能是运载血细胞，运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所需的营养物质，

运送激素到达相应细胞或靶器官，参与体液调节过程，具有缓冲作用，能

调节人体渗透压，维持血液的酸碱平衡。血清中的抗体还具有机体防御作

用。红细胞的主要作用是运送氧气、二氧化碳。但一氧化碳与红细胞的亲

和力比氧气与
• 红细胞的亲和力大 210 倍，因此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时，主要表

现为机体缺氧症状，可危及生命。
• 白细胞作用广泛，主要参与抗感染和免疫反应。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具

有强大的吞噬功能，可吞噬细菌、病毒及衰老的红细胞、坏死细胞等。
• 淋巴细胞是最小的白细胞，主要参与机体的免疫反应，可以参与抗体形成

过程，是免疫系统的核心成分。
• 血小板的主要功能是止血和凝血。

循环系统的功能6.3
二、血液的功能



清除组织中的红细胞、细
菌及其他微粒

调节血浆和组织液之间的
液体平衡

3

4

回收蛋白质

运输脂肪和其他营养物质

1

2

循环系统的功能6.3
三、淋巴循环的功能



Ø （一）心率
• 心率、每搏输出量（搏出量）和每分输出量（心输出量）是评价心

脏泵血功能的重要指标。
• 心率是每分钟心脏跳动的次数。每搏输出量是指一侧心室一次收缩

射出的血量。每分输出量是指每分钟由一侧心室收缩射出的血量。
• 心输出量 = 搏出量 × 心率。
• 成人搏出量约 70mL 。
• 年龄越小，心率越快。
• 一般体温每升高 1℃ ，心率增加约 15 次，睡眠时心率减少 20 次

。

循环系统的功能6.3
四、循环系统评价指标



Ø （二）脉搏
• 脉搏是指人体表可触摸到的动脉搏动。
• 正常情况下，脉搏与心率一致。婴幼儿的脉搏较细

弱，应在安静状态下测量，默数 1 分钟记录搏动

次数。 3 岁以上幼儿可以测量桡动脉（腕部拇指

侧）， 3 岁以下婴幼儿可以测量肱动脉（食指和中

指放在臂内侧肘窝向上 2cm 处）、颈动脉（颈中

线旁开 2cm）、颞动脉（耳门前方）、股动脉

（大腿根处）、腘动脉（腘窝处）等。

循环系统的功能6.3
四、循环系统评价指标



Ø （三）血压
• 血管是血液流通的管道，血液在向前流动时也对血管壁产生侧压力

，这个侧压力就是血压，它是血液在血管内流动的动力。血压的高

低与心脏收缩或舒张状态、血流速度以及血管内的血流量有关。
• 正常成年人安静状态下的收缩压为 100 ～ 120mmHg（mmHg读

作“毫米汞柱”），舒张压为 60 ～ 80mmHg 。
• 婴幼儿血压比成人低得多，年龄越小，血压越低。
• 随着年龄的增长，血压逐渐升高。 1 岁以上幼儿收缩压可按下列公

式计算：收缩压 = 年龄 ×2 + 80mmHg 。舒张压为收缩压的 

2/3 。

循环系统的功能6.3
四、循环系统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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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一日活动

选择适当的衣服合理营养，防止贫血

避免过度的神经刺激

组织适当的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

6 重视婴幼儿循环系统功能评估

2

第四节　循环系统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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