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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五   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一讲  人和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一、人体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

1.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结构：包括           和          。

功能：接受刺激、                   、                   。

2.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是           。完成神经调节的

结构基础是                 ，它由              、              、 

、        和             组成。

细胞体 突起

反射

反射弧 感受器 传入神经 神经

中枢 传出神经 效应器

产生兴奋 传导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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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体神经调节过程

1.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产生和传导

（1）过程

（2）特点：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是          的。

2.兴奋在神经元间的产生和传递

（1）过程兴奋在神经元间是通过突触进行传递的。

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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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递特点：兴奋在神经元间的传递是         的。

三、人脑的高级功能

1.位置：位于  。

2.功能

（1）感知外部世界。

（2）控制机体的   。

（3）具有语言、学习、记忆和思维等方面的高级功

能，控制这些功能的区域称为                。

大脑皮层

反射活动

言语区

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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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物激素的调节

1.调节方式：有两种，一是     ，二是 

。

2.调节特点：               ；通过       ；作用于 

           。与神经调节相比，反应速度        ，作用

范围          ，作用时间            。 

反馈调节                                                                             分级

调节

微量高效 体液运输                                                                                    靶

器官、靶细胞 较慢

较广 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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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相关内容分析

1.反射弧的结构及功能分析

兴奋传导 反射弧
结构 

       结构特点          功能 结构破坏对
功能的影响 

感受器

↓
传入神经

↓
神经中枢

↓
传出神经

↓
效应器 

感受器 感觉神经末梢的特殊
结构 

将内外界刺激的信
息转变为神经兴奋 

既无感觉又
无效应 

传入神
经 

由感觉神经纤维构成 将兴奋由感受器传
入神经中枢 

既无感觉又
无效应

神经中
枢 

调节某一特定生理功
能的神经元细胞群

对传入的兴奋进行
分析与综合 

既无感觉又
无效应

传出神
经

由运动神经纤维构成 将兴奋由神经中枢
传出至效应器 

只有感觉而
无效应 

效应器 运动神经末梢和它所
支配的肌肉或腺体 

对内外界刺激发生
相应的应答 

只有感觉而
无效应 

相互联系 反射弧中任何一个环节中断，反射即不能发生，必须保证反射弧
结构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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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神经元具有接受刺激、产生兴奋并传导兴奋的作

用，有些神经元（如下丘脑某些神经细胞）还具有内

分泌功能。

（2）感受器、传入神经和神经中枢破坏后，产生的结

果相同，但机理不同：①感受器破坏无法产生兴奋；

②传入神经破坏兴奋无法传导；③神经中枢破坏，无

法对兴奋进行分析综合。

2.兴奋的传导特点及分析

（1）兴奋在神经纤维上传导和在神经元间传递的比较

过程 

神经

纤维 

刺激→电位差→局部电流→局部电流回路（兴奋
区）→未兴奋区 

神经

元间 

突触小泡→递质→突触（突触前膜→突触间隙→
突触后膜）→下一神经细胞体或树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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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兴奋传导方向与特点的比较

  ①在神经纤维上：由兴奋部位→未兴奋部位，双向传导
  a.在膜外，兴奋传导的方向与局部电流方向相反；

  b.在膜内，兴奋传导的方向与局部电流方向相同。

  ②在神经元之间：由突触前膜→突触后膜，单向传递
  a.是由电信号→化学信号→电信号的转换过程。
  b.由于突触的单向传递，使得整个神经系统的活动能够

有规律地进行。

3.突触与递质

 （1）突触的类型

  ①轴突—树突型突触：
  ②轴突—胞体型突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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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递质

①概念：递质是神经细胞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对有相

应受体的神经细胞产生特异性反应（兴奋或抑制）。

②供体：轴突末端突触小体内的突触小泡。

③传递：突触前膜→突触间隙→突触后膜。
④受体：与轴突相邻的另一神经元的树突膜或细胞体膜

上的糖蛋白。

⑤作用：使另一个神经元兴奋或抑制。

⑥种类：包括兴奋性递质（如乙酰胆碱等）和抑制性递

质（如谷氨酸等）。

（3）传递方向

①神经元内：树突→胞体→轴突。
②突触：上一个神经元的轴突→下一个神经元的细胞体
或树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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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山东卷）下图表示枪乌贼离体神经纤维在Na+

浓度不同的两种海水中受刺激后的膜电位变化情况。下列

描述错误的是 （ ）

A.曲线a代表正常海水中膜电位的变化

B.两种海水中神经纤维的静息电位相同

C.低Na+海水中神经纤维静息时，膜内Na+浓度高于膜外

D.正常海水中神经纤维受刺激时，膜外Na+浓度高于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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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通过图示的方式显示了钠离子的内流引发了动

作电位的原理。未刺激时电位相同，所以两种海水中神经

纤维的静息电位相同，B选项正确;在两种海水中，均是

膜外的Na+浓度高于膜内，只是在正常海水中，膜外和膜

内的Na+浓度差较低Na+海水中的大，所以D正确，C错误

;在受到刺激后，由于正常海水中膜外和膜内的Na+浓度差

较大，所以钠离子迅速内流引发较大的的动作电位，对应

于曲线a，所以曲线a代表正常海水中膜电位的变化，A正

确。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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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上海卷）在牛蛙的脊髓反射实验中，若要证明

感受器是完成曲腿反射必不可少的环节，下列操作不合

适的是 （ ）

A.环割后肢脚趾趾尖的皮肤    B.用探针破坏牛蛙的脊髓

C.用0.5%HCl溶液刺激趾尖    D.剪去牛蛙的脑

解析  牛蛙的曲腿反射属于低级反射活动，其低级神经

中枢位于脊髓，因此应剪去牛蛙的脑，以免对脊髓的反

射造成干扰。由题意知，该实验的目的是证明感受器是

完成曲腿反射必不可少的环节，则需设置破坏感受器的

实验组（A）和保留感受器的对照组（C）进行实验。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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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激素的生理功能及激素分泌的调节

1.激素的生理功能

性质 激素 体内来源 主要功能 

氨基
酸衍
生物 

甲状腺激
素 

甲状腺 

促进新陈代谢、生长发育，提高
神经系统兴奋性，加速体内物质
氧化分解 

肾上腺素 
肾上腺

髓质 

增强心脏活动，使血管收缩，血
压上升，促进糖原分解，使血糖
升高 

肽和
蛋白
质类
激素 

生长激素 垂体 促进生长，影响代谢 

胰岛素 
胰岛（B

细胞） 

促进血糖合成糖原，加速血糖分
解，降低血糖浓度 

胰高血糖
素 

胰岛（A

细胞） 

加速肝糖原分解，使血糖浓度升
高 

促甲状

腺激素 
垂体 

促进甲状腺的正常生长发育，调
节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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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激素生理作用的常用方法

  （1）切除法：将所研究的或怀疑有分泌激素功能的器

官或组织切除，观察因此而出现的症状。

  （2）移植法：将另一种动物的同样器官或组织移植到

被切除这一器官或组织的动物体内，观察动物所出现

的症状能否消失，如果症状消失，动物恢复了正常，

就说明该器官或组织有内分泌功能。

  （3）注射法：从该器官或组织中分离出化学物质，注

射到被切除了这一器官或组织的动物体内，如果症状

消失，即说明该化学物质是激素。

  （4）饲喂法：用含有动物激素的饲料喂养小动物，观

察变化。但必须注意，饲喂实验一般适用于能被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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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吸收的一类激素，如甲状腺激素（氨基酸的衍生

物）、性激素（固醇类）；注射实验一般适用于不能

被动物直接吸收的一类激素，如胰岛素（蛋白质）、

生长激素（蛋白质），如果进行饲喂实验，会被消化

分解，不能发挥作用。

（5）临床观察法：在临床上观察内分泌腺分泌激素过 

 多和不足的患者，研究相关激素的生理功能。

 例如：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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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四川卷）下列关于高等动物神经调节和体液
调节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寒冷环境中肾上腺素分泌量增加，将引起骨骼肌不自

主战栗

B.刺激大脑皮层中央前回的底部，可以引起上肢的运动

C.垂体通过下丘脑分泌的相关激素调控甲状腺、性腺等

内分泌腺的活动

D.神经元受刺激产生的兴奋，沿轴突传递给下一个细胞

只能是单向的

解析  寒冷环境中骨骼肌不自主战栗是神经调节的结

果，肾上腺素的调节为体液调节，当其分泌量增加，只

能促进细胞代谢增强，增加产热量，A选项错误；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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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代表区的位置与躯体各部分的关系是倒置的，刺激

大脑皮层中央前回的底部会引起头面部肌肉的运动，B

选项错误；下丘脑分泌促激素释放激素作用于垂体，垂

体再分泌促激素作用于各内分泌腺，C选项错误；兴奋

在两神经元间的传递是单向的，只能由上一个神经元的

轴突传向下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或细胞体，D选项正确。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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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四川卷）将蛙的卵巢放入含有蛙脑垂体提取液

的培养液中，同时检测某种激素的含量。经过一段时间

培养后，再检测培养液中该激素的含量，发现该激素含

量增加了，这种激素是 (

)

A.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B.促性腺激素

C.促甲状腺激素 D.雌激素

解析  垂体能分泌促激素，可促进相应器官卵巢的激素

分泌，分析各个选项，与此相符的是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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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09·杭州五校联考)为了研究胰腺的分泌活动的调
   节机制，研究人员对实验动物做了下列实验。 

实

验 
处理方法 

胰液分

泌量 

① 用适宜的电流刺激通向胰腺的神经 增加 

② 
切断通向胰腺的所有神经，食物经胃进入
十二指肠中 

增加 

③ 
切断通向胰腺的所有神经，从另一些动物
的胃中取出少量部分被消化了的食物，导
入十二指肠中 

大量增加 

④ 

切断通向胰腺的所有神经，把一些相同

成分的食物不经过胃而直接引入十二指

肠中 

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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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实验，下列推断最合理的是 （ ）

A.胰液的分泌既受神经支配又受体液调节

B.胃内消化的食物直接刺激胰腺分泌胰液

C.引起胰液分泌量增加的物质是盐酸

D.胃酸刺激神经，使胰腺分泌量增加

解析  由实验①和④对比可得出胰腺的分泌活动受神经

支配的结论。通过实验②、③和实验④对比可知食物经

过胃以后，刺激胃分泌一种物质，通过体液调节的方式

引起胰液的大量分泌。所以，胰液的分泌既受神经调节

的控制，又受体液调节的控制。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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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巧  分析生理性实验常采用分组对照的方法，通

过不同的对照得出相应结论，在解决这类问题时，选择

对照组别是关键，只确定发生单一条件变化的两组相互

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例2  （09·重庆卷）下图是反射弧结构模式图。a、b分别

是放置在传出神经和骨骼肌上的电极，用于刺激神经和

骨骼肌；c是放置在传出神经上的电位计，用于记录神

经兴奋电位；d为神经与肌细胞接头部位，是一种突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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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a刺激神经，产生的兴奋传到骨骼肌引起的收缩

 （属于或不属于）反射。

（2）用b刺激骨骼肌， （能或不能）在c处

记录到电位。

（3）正常时，用a刺激神经会引起骨骼肌收缩；传出部

分的某处受损时，用a刺激神经，骨骼肌不再收缩。根

据本题条件，完成下列判断实验：

①如果 ，表明传出神经受损。

②如果 ，表明骨骼肌受损。

③如果 ，表明部位d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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