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生物创新考法—破译新情境
通过“减肥”构建“生命活动调节中信息传递”思维模型
“核心价值”命题“金线”(为什么考) “知能素养”命题“银线”(考什么)

“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是稳态调节模块
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活动通过“减
肥”这一生活热点问题，构建神经—体
液—免疫调节过程中信息产生、传递、
发挥作用的模型。有助于学生理解高等

生物个体生命活动的规律，从系统分析

的角度认识个体生命活动的稳态。有助

于学生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积极运用

生物学方法和观念解决现实问题。

本课题活动通过“减肥”这一生活情境，
融通“神经—体液—免疫”相关知识，
有助于以下素养目标的达成。

(1)通过对信息产生、传递、发挥作用

的情境迁移应用，进行归纳总结、建

模思维的训练。

(2)基于肥胖症的情境进行观察、探讨，

树立证据意识。



探究路径(一)　肥胖调节的因子——瘦素

[见识新情境]

1994年，科学家在小鼠体内证实了调节能量代谢的“饱感因子”的存在，并

命名为“瘦素”。瘦素是由脂肪细胞分泌的蛋白质类激素，一方面可刺激下丘脑

感受器通过交感神经将信号传递到下丘脑的摄食中枢，抑制中脑腹侧被盖区神

经元释放多巴胺，并在大脑皮层产生饱腹感，减少食欲和摄食行为；另一方面

可通过自分泌的方式作用于脂肪细胞，促进脂肪的分解、抑制脂肪的合成。近

几年的研究发现，瘦素还可以参与吞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化、增殖等过程。



[追根于教材]

1．瘦素在脂肪细胞合成后，以________的方式分泌出细胞，通过________

运输至下丘脑，并与靶细胞上的________结合，引起饱中枢兴奋，抑制摄

食中枢，降低小鼠的食欲，因此避免肥胖。

提示：胞吐　体液　受体

2．瘦素参与了哪些调节方式？涉及哪些信号分子？

提示：参与了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和免疫调节。涉及了激素、神经递质和

细胞因子等信号分子。

3．瘦素将调节生命活动的信号传递给下丘脑时，发生的信号形式转换是什么

？

提示：化学信号→电信号。



/归纳建模型/

信号分子相关知识归纳



探究路径(二)　产生肥胖的原因

[见识新情境]

瘦素能够促进脂肪组织的分解。研究者以小鼠作为实验材料，探究瘦素

该功能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检测了一系列和脂肪分解有关的酶在瘦素含量增加时的变化，其

中活化的激素敏感性脂肪酶(p-HSL)含量明显上升。因此，除了直接检测脂

肪组织体积外，还可以选择p-HSL的含量作为检测瘦素作用的指标。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兴奋脂肪组织处的交感神经也具有与瘦素处理类似

的作用。研究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瘦素通过使交感神经兴奋促进脂肪分解；

假设2：交感神经兴奋后，会促进瘦素分泌，进而促进脂肪分解；



假设3：瘦素和交感神经的兴奋引起脂肪分解是两个独立的过程。

根据以上假设设计实验如下：

实验备选材料：A.生理盐水　B．瘦素　C．抑制交感神经的药物　D

．激活交感神经的药物　E．抑制瘦素作用的药物



[追根于教材]

1．实验一：为验证假设1，在Ⅰ～Ⅳ注射的物质(或药物)分别是Ⅰ：____，

Ⅱ：____，Ⅲ：C，Ⅳ：____(填上述正确选项的字母)。若假设1成立，预

期 结 果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2．实验二：为验证假设2，在Ⅰ～Ⅳ注射的物质(或药物)分别是Ⅰ：____，

Ⅱ：______，Ⅲ：E，Ⅳ：____(填上述正确选项的字母)。若实验组脂肪

减少量显著低于对照组2，则假设2成立。

3．综合以上判断，若______________________，则假设3成立。

4．经实验证明假设 1成立，假设 2、 3不成立，据此可知机体通过

____________机制调控脂肪含量。多数肥胖患者体内并不缺少瘦素，而是

存在“瘦素抵抗”，请你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分析导致“瘦素抵抗”的两种可
能 原 因 ： ____________________、

。



答案：1.A　B　B　实验组脂肪减少量与对照组1无显著差异，但明显低于对

照组2　2.A　D　D　3.实验一、二中实验组脂肪减少量均显著大于对照组1　

4.神经—体液调节　交感神经兴奋不能使脂肪细胞产生p-HSL　瘦素不能激

活交感神经



/归纳建模型/

假说—演绎法的步骤

(1)具体步骤：①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问题；②通过推理和想象

提出解释问题的假说；③根据假说进行演绎推理；④再通过实验检验演绎

推理的结论。

(2)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期结论相符，就证明假说是正确的，反之，则说

明假说是错误的。

(3)运用假说—演绎法解答实验设计题时分为3步：提出假说、正向演绎

推理(结论→结果)、逆向答题(结果→结论)。　　　



探究路径(三)　如何科学治疗肥胖症

[见识新情境]

间歇性断食(简称IF饮食)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些间断性的饮食策略。有研

究表明，IF饮食有减肥功效，并改善了多项健康指标。但也有研究表明，IF饮

食也会增加机体氧化应激及产生较多的自由基，氧化应激和自由基可以加速衰

老并损伤DNA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另外，长期的IF饮食也会使机体脂肪酸代

谢的中间产物酮酸含量上升，破坏内环境的稳态。因此并不能盲目进行IF饮食，

尤其是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



[追根于教材]

1．长期IF饮食会导致身体出现浮肿现象，请分析原因。

提示：长期IF饮食会导致机体营养不良，血浆渗透压降低，组织液渗透压

相对升高，组织液增多，而出现身体浮肿等现象。

2．断食期间，机体血糖的来源主要来源有哪些？

提示：肝糖原分解和脂肪等非糖物质转化。

3．人们常说预防肥胖、减轻体重应“管住嘴，迈开腿”，适当节食并适量运动
比单独节食或运动效果更好。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并研究适当节食和适量

运动对瘦素含量的影响，请用常规饲养(不节食不增加运动)的肥胖模型小

鼠为材料，设计实验并写出简要的实验思路。

提示：将常规饲养的肥胖模型小鼠若干只随机均分为四组，A组为常规组

(不节食不增加运动)，B组适当节食不运动，C组适量运动不节食，D组适

当节食加适量运动，一段时间后检测小鼠体重减少量及瘦素含量变化。



/归纳建模型/

验证性实验操作步骤“四步曲”



1．瘦素是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蛋白质类激素，能抑制食欲，增加能量代谢、

抑制脂肪合成从而减少脂肪积累。当健康者外周脂肪增多时，瘦素分泌增

多并作用于下丘脑，通过图甲所示的途径参与血脂代谢的调节，图乙为图

甲虚线框内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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