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液、循環系統簡介

體育推廣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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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的組成

血液＝血球細胞＋血漿

血球細胞約佔45%，包含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

血漿約佔55%，由90%的水和10%的化學成份組成。

血漿的化學成份有：蛋白質(含纖維蛋白原)、鹽類、醣
類、電解質、脂肪、維生素、激素、酵素及代謝廢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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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的功能
為身體各處輸送氧氣，主要由紅血球負責。

輸送營養，例如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

帶走廢物，例如二氧化碳、尿酸、乳酸等。

提供免疫功能，由白血球及抗體負責。

信息功能，例如激素及組織損壞訊號。

調節體內的酸鹼值。

調節體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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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血漿
血漿溶質：白蛋白、球蛋白、纖維蛋白

血漿

定義：血液扣除其他細胞後之成分。

組成：含有許多溶解物質，例如營養、激素、鹽類...。

血量：隨著年齡及性別而不同，大約在4～6公升，大
約佔體重的7～9％。

呈弱鹼性，7.35～7.45。

血清：血清中不含纖維蛋白原等凝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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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成份
種類有幾種

紅血球細胞

白血球細胞：

顆粒性白血球：中性球、嗜酸性球、嗜鹼性球

非顆粒性白血球：淋巴球與單核球

血小板

血球 ＝ 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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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球細胞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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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名稱 功能

紅血球 運送氧氣及二
氧化碳

中性球 免疫力防衛
（巨噬作用）

嗜酸性球 對抗寄生蟲

嗜鹼性球 感染反應

細胞名稱 功能

B淋巴球 產生抗體

T淋巴球 細胞免疫反應

單核球 免疫力防衛
（巨噬作用）

血小板 凝血



成形成份

有多少數目

紅血球：每立方毫米有450～500萬個

白血球：每立方毫米有5000～10000個

血小板：每立方毫米約有30萬個

血球的大小為： 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

血球的數量為： 紅血球＞血小板＞白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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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組成
在哪裡形成（造血）：

紅骨髓：紅血球、 顆粒性白血球及血小板

淋巴結、胸腺、脾臟：淋巴球及單核球（ 顆
粒性白血球）

白血球、紅血球、血小板會不斷的被破壞，所
以身體必須快速的增生，以維持身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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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成分化學成分

名稱 濃度

血漿蛋白 60-80 g/l
葡萄糖 4.5-5.5 mmol/l
非蛋白氮 15-30 mmol/l
尿素-氮 3.5-7.0 mmol/l
胺基酸-氮 3-5 mmol/l
尿肌酸酐 70-140 μmol/l
肌酸 25-70 μmol/l
尿酸 150-400 μmol/l
脂類 4.5-8.5 g/l
三酸甘油酯 0.6-2.4 mmol/l
膽固醇 4.0-6.5 mmol/l
遊離膽固醇 0.25-0.35 mmol/l
膽固醇酯 0.65-0.75 mmol/l
磷脂 2.0-3.0 mmol/l
遊離脂肪酸 0.3-0.9 mmol/l
有機酸 4-6 mmol/l
乳酸 1-2 mmol/l
丙酮酸 0.1-0.2 mmol/l
檸檬酸 0.1-0.2 mmol/l
酮體 0.3-0.5 mmol/l

電解質電解質

離子 濃度

Na+ 136-146 mmol/l
K+ 3.8-5.2 mmol/l
Ca2+ 2.3-2.7 mmol/l
Mg2+ 0.8-1.2 mmol/l
Cl− 96-106 mmol/l
HCO3− 24-28 mmol/l
PO43- 1.0-1.4 mmol/l

血漿中其他
成分和濃度



紅血球
1658年，荷蘭生物學家簡·施旺麥丹（Jan 
Swammerdam）應用早期的顯微鏡首先發現了紅
血球，並對其形態進行了描述

構造：盤狀、無核

功能：運送氧氣及二氧化碳

生命週期約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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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血球
貧血：血液沒有能力將足夠的氧氣帶
到組織，原因如下：

紅血球數量不夠

缺乏血紅素

惡性貧血：缺乏維生素B12

血球容積：利用離心將全血分離

淡黃色層：白血球、血小板

紅血球約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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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紅血球增多症：紅血球數量異常增加？

運動競賽的違規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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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血球如何工作

15



白血球

功能：防衛

中性淋巴球及單核球執行吞噬作用

淋巴球產生抗體或直接攻擊外來細胞（T淋巴球）

嗜酸性球可對抗引起過敏的刺激原

嗜鹼性球產生抗凝血劑，抑制血液凝結

生命週期：幾小時到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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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球

和血液有關的臨床症狀

白血球減少症：每立方毫米低於5000以下

白血球增高症：每立方毫米低於1,0000以上

白血病：血癌，白血球數量異常高，細胞功
能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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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球如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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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

血小板是哺乳動物血液中的有形成分之一。它有質
膜，沒有細胞核結構，一般呈圓形，體積小於紅血
球和白血球

血小板曾被看作是血液中的無功能的細胞碎片

1882年意大利醫師J．B．比佐澤羅發現它們在血
管損傷後的止血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才首次提出
血小板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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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與凝血
血小板在凝血方面扮演必要的角色

凝血的形成：

受傷處釋出凝血因子產生凝血酶原活化劑

凝血酶原活化劑和鈣離子將凝血酶原轉變成
凝血酵素

凝血酵素觸發纖維素的形成，藉此來捕捉紅
血球而形成凝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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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如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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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型

23



循環系統
人類的血液循環系統包括心臟 、血管和血液。

心臟：位在胸腔中央偏左。

分為四個腔室，上方為左心房與右心房，下方為左心
室與右心室。

心房與心室之間，以及心室與動脈之間，都有瓣膜，
可以防止血液倒流。 心臟就像一個由肌肉所構成的幫
浦，可以不斷進行規律的收縮與舒張，是血液在血管
中流動的動力來源。

當心臟收縮時，血液被壓迫進入動脈中；心臟舒張
時，血液則由靜脈流回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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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循環
體循環（又稱為大循環）是心血管循環系統中，攜帶充氧
血離開心臟，進入身體各部位進行氣體交換及運輸養分
後，將缺氧血帶回心臟的部分。其循環式如下：

左心室→大動脈→動脈→細動脈→組織微血管→細靜脈→
靜脈→大靜脈→右心房

先由左心室將從肺靜脈送回心臟的充氧血從大(主)動脈輸
出至身體各部位組織的微血管進行養分的運輸以及氣體的
交換

在微血管中，血液中的養分以及氧氣分子會送至組織細胞
中，組織細胞中的二氧化碳分子以及廢物則會送至血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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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循環
肺循環是心血管循環系統中，攜帶缺氧血離開心
臟，進入肺部進行氣體交換後，將含氧血帶回心臟
的部分。其循環式如下：

右心室→肺動脈→肺部微血管→肺靜脈→左心房

先由右心室將從上下大靜脈送回心臟的缺氧血從肺
動脈輸出至肺部微血管進行氣體交換，肺泡中的氧
氣分子會送至血液中，而缺氧血中的二氧化碳會送
至肺泡中。接下來再將完成氣體交換的充氧血經由
肺靜脈送回左心房，而繼續進行體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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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循環及肺循環
左心室→

主動脈→

體動脈→

微血管(和組織細胞
交換物質及氣體)→

體靜脈(自此缺氧)→

上、下腔大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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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心房→

右心室→

肺動脈→

肺泡微血管(排泄二氧
化碳、獲得氧氣)→

肺靜脈(自此含氧)→

左心房→通過二尖瓣到
左心室，周而復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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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循環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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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進度

心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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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完畢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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