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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八：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 

第一课时：神经调节 

一、反射与人脑的高级功能 

【必备知识讲解】 

1.反射弧各部分的特点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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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适宜的内外界刺激

的信息转变为兴奋（神

经冲动） 

既无感觉又无效应 

传入神经 感觉神经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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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的神经元胞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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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神经元的一部分 
将兴奋由神经中枢传

至效应器 
只有感觉无效应 

效应器 
运动神经末梢和它所

支配的肌肉或腺体 

对内外界刺激产生相

应的规律性应答 
只有感觉无效应 

相互联系 

反射完成的两个条件: 

(1)必须具备“完整”反射弧：反射弧任一部分受损，反射都不能完成。 

(2)必须具备“适宜”刺激：刺激的“种类”需适宜，刺激的“强度”也需适宜。 

【易混易错】（1）产生反应≠反射：反射必须经过完整的反射弧。当电刺激传出神经或效应器时，都能使

效应器产生反应，但却不属于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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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器破坏，无法产生兴奋；

传入神经破坏，无法传导兴奋；神经中枢破坏，无法分析综合兴奋和向大脑传导兴奋。 

（3）大脑皮层是整个神经系统中最高级部位，低级中枢都受大脑皮层的调控；条件反射需要大脑皮层参

与，非条件反射由大脑皮层以下各中枢参与。 

2.中枢神经系统的组成与功能 

 

【审读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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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题训练】 

1．语言、学习、记忆和思维等是脑的高级功能。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人和动物都具有语言、学习、记忆和思维等功能 

B．人大脑皮层的 H 区受损会导致无法听到别人说话 

C．学习和记忆涉及神经递质的作用和某些蛋白质的合成 

D．短期记忆可能与大脑皮层海马区中新突触的建立有关 

2．鸢尾素是一种蛋白类激素。研究发现，鸢尾素对突触结构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且能促进大脑中与记忆

有关的海马区神经元的生长。运动时血液中鸢尾素含量会上升。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鸢尾素在细胞中的核糖体处合成 

B．鸢尾素主要影响的是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 

C．体育锻炼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或缓解记忆衰退 

D．施加鸢尾素阻断剂可使小鼠记忆能力提高 

3.图为膝跳反射的反射弧模式图。回答下列问题： 

（1）可释放神经递质的结构存在于________（填图中序号）。 

（2）某同学身体健康，体检时由于高度紧张，进行膝跳反射测 

试时未出现明显的反应。从神经中枢相互联系的角度分析，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 

（3）足球场上，某运动员抬起小腿将队友传来的球停稳。该动作涉及的反射

与膝跳反射的主要区别是_____________。 

（4）某患腰椎间盘突出的成年人，闭上双眼接受膝跳反射测试，能感受到橡皮锤的叩击而不能抬起小腿。

可能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 

 

二、兴奋的产生、传导和传递 

【必备知识讲解】 

1.动作电位的形成、传导和传递模式图 

 

(1)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方向与膜内_______电流的方向_______，与膜外局部电流的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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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兴奋在神经纤维上可______传导(但在机体内反射弧中只能____向传导)，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只能单

向，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突触间隙中充满__________液，神经递质在其中的扩散________能量。 

(4)神经递质引起突触后膜的电位变化 

①兴奋性神经递质与突触后膜______________结合： Na＋的内流使突触后膜的电位变为___________，使

突触后膜产生兴奋。 

②抑制性神经递质与突触后膜受体结合：使________通道开放，尤其是对 Cl－的通透性增大，使突触后膜

的膜电位增大，仍表现为___________状态，表现为突触后神经元活动的抑制。 

(5)递质去向： 

神经递质发生效应后，就__________而失活或被突触前膜__________或被___________而迅速停止作用 

(6)某些物质阻断突触处神经冲动传递的 3 种可能原因 

 ①药物或有毒、有害物质阻止神经递质的_______________。 

 ②药物或有毒、有害物质使神经递质________________。 

 ③某种有毒物质或抗体占据突触后膜上的______________位置，使神经递质不能与之结合。 

2.电位测量与电流计偏转原理 

（1）膜电位的测量 

测量方法 测量图解 测量结果 

电表两极分别置

于神经纤维膜的

内侧和外侧  

 

电表两极均置于

神经纤维膜的外

侧  
 

（2）指针偏转原理图 

 

(1)若电极两处同时兴奋,则电流表指针不偏转,如刺激图 1 中的 c 点。 

(2)若电极两处先后兴奋,则电流表指针发生两次方向相反的偏转,如刺激图 1 中的 a 点和图 2 中的 b 点。 

(3)若两电极只有一处兴奋,则电流表指针发生一次偏转,如刺激图 2 中的 c 点。 

 

3.相关实验探究思路 

（1）探究反射弧损伤部位的实验思路 

 

（2）探究兴奋的传导与传递 

a．探究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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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思路：电刺激①处，观察 A 的反应， 测②处电位变化 

结果分析： 

  A 有反应，②处电位改变，则为双向传导； 

  A 有反应，②处电位不改变，则为单向传导。 

b．探究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 

方法思路：先电刺激①处测③处电位变化； 

再刺激③处测①处电位变化 

结果分析：两次实验的检测部位均有电位变化，为双向传递； 

          只有一处电位变化，为单向传递。 

【审读能力提升】 

     

(1)若神经纤维膜外的 Na＋浓度升高，则曲线中 c 点会 ________移。 

(2)若神经纤维膜外的 K＋浓度降低，则曲线中 a 点________移。 

(3)若这是突触后膜的电位变化图，接受抑制性神经递质后，图中的 a 点会________移。 

【典型例题训练】 

4．人依靠视杆细胞感受弱光刺激。在暗处，视杆细胞外段细胞膜上 Na+通道开放，Na+经通道进入胞内。

光照时，外段细胞膜上 Na+通道关闭，膜电位发生改变，这种电位变化传到视杆细胞突触部，影响此处递

质的释放。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黑暗环境中视杆细胞膜外 Na+浓度高于膜内 

B．光刺激使视杆细胞的膜电位转变为内正外负 

C．视杆细胞上视觉信息以电信号形式进行传导 

D．递质通过改变突触后膜电位来传递视觉信息 

5.（多选）神经轴突具有传导兴奋的作用。现将一对刺激电极置于神经轴突外表面 A、B 处（图 1）；另

一轴突外表面的 C、D 处放置一对电极，两电极之间连接一个灵敏电流计，a、b、c、d 为可供选择的使兴

奋传导中断的膜损伤区域（图 2）。实验给予刺激均为适宜强度。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图 1 中电路接通时，兴奋先发生在 A 处 

B. 图 1 中电路接通时，兴奋先发生在 B 处 

C. 同时损伤 b 和 c，在适当位置给予刺激时，电流计指针有可能偏转两次 

D. 同时损伤 a 和 d，在适当位置给予刺激时，电流计指针有可能不偏转 

6. 兴奋性神经递质多巴胺参与动机与奖赏、学习与记忆、情绪与智商等大脑功能的调控，多巴胺转运体

能将突触间隙中的多巴胺回收以备再利用。下图是突触间隙中的毒品可卡因作用于多巴胺转运体后干扰人

脑神经冲动传递的示意图（箭头越粗表示转运速率越快，反之则慢），已知可卡因能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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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多巴胺转运体能调节突触间隙中多巴胺的浓度 

B. 多巴胺合成后通过多巴胺转运体的协助释放到突触间隙中 

C. 毒品可卡因会增强突触后神经元的兴奋性 

D. 毒品可卡因会阻碍多巴胺的回收，导致突触间隙的多巴胺增多 

7.下图为部分神经兴奋传导通路示意图，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①、②或④处必须受到足够强度的刺激才能产生兴奋 

B．①处产生的兴奋可传导到②和④处，且电位大小相等 

C．通过结构③，兴奋可以从细胞 a 传递到细胞 b，也能从细胞 b 传递到细胞 a 

D．细胞外液的变化可以影响①处兴奋的产生，但不影响③处兴奋的传递 

8.科研人员在转入光敏蛋白基因的小鼠下丘脑中埋置光纤，通过特定的光刺激下丘脑 CRH 神经元，在脾神

经纤维上记录到相应的电信号，从而发现下丘脑 CRH 神经元与脾脏之间存在神经联系，即脑-脾神经通路。

该脑-脾神经通路可调节体液免疫，调节过程如图 1 所示，图 2 为该小鼠 CRH 神经元细胞膜相关结构示意

图。 

 

（1）图 1 中，兴奋由下丘脑 CRH 神经元传递到脾神经元的过程中，兴奋在相邻神经元间传递需要通过的

结构是_____________，去甲肾上腺素能作用于 T 细胞的原因是 T 细胞膜上有____________。 

（2）在体液免疫中，T 细胞可分泌_____________作用于 B 细胞。B 细胞可增殖分化为_____________。 

（3）据图 2 写出光刺激使 CRH 神经元产生兴奋的过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已知切断脾神经可以破坏脑-脾神经通路，请利用以下实验材料及用具，设计实验验证破坏脑-脾神经

通路可降低小鼠的体液免疫能力。简要写出实验设计思路并预期实验结果。 

实验材料及用具：生理状态相同的小鼠若干只，N 抗原，注射器，抗体定量检测仪器等。 

实验设计思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期实验结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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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八：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 

第二课时：人体与动物的激素调节 

一、体液调节 

【必备知识讲解】 

1.激素的分泌器官及相互关系 

 

(1)胰腺分为内分泌部和外分泌部：外分泌部分泌含多种__________________的胰液； 

                               内分泌部胰岛分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激素不组成细胞结构、不提供能量、不起催化作用，属于________分子，只起________作用。 

(3)激素运输无_______性，通过_________运输到全身各处，与特定________结合后才发挥作用。 

(4)激素的受体有的在细胞膜表面，有的在细胞内部(如_____激素的受体)。 

(5)参与体液调节的不仅是激素，还有 CO2 等物质，其中_________调节是体液调节的主要内容。 

(6)常见有分级调节和反馈调节机制的激素有_____________激素、_______激素和________________激素，

而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等激素没有分级调节和反馈调节机制，而是由________直接控制分泌量。 

2.相关实验探究思路 

（1）常见激素的化学本质及生理功能的实验验证方法 

（2）研究思路 

采取某种方法处理动物→出现相应病理症状→添加某激素后实验动物恢复正常→推测相应激素生理功能 

（3）注意事项 

①分组的基本要求:平均分组(性别、年龄、体重、生理状况相似),每组数量相等。 

②设置对照实验:控制无关变量,保证单一变量。 

③注射实验:空白对照组应注射生理盐水(不可用蒸馏水)。 

④饲喂实验:空白对照组可饲喂蒸馏水。 

⑤依据激素化学本质,选择不同实验方法。 

a.多肽和蛋白质类激素:易被消化酶水解,宜用注射法,不宜用饲喂法。 

b.固醇类、氨基酸衍生物类激素:饲喂或注射。 

3.图解“三种”激素分泌调节的模型 

(1)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等分泌调节属于甲类型,即: 

化学本质 激素名称 研究方法 

多肽及蛋白质类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激素、抗利

尿激素、生长激素、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等 

切除法、 

注射法 

类固醇类 性激素、孕激素、醛固酮等 切除法、饲喂法、注射

法 氨基酸衍生物 甲状腺激素、肾上腺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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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抗利尿激素的分泌调节属于乙类型,即由下丘脑合成,经垂体释放。 

(3)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等的分泌调节属于丙类型,即: 

 

【审读能力提升】 

 
二、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的关系 

【必备知识讲解】 

1．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的区别与联系 

比较项目 神经调节 体液调节 

信息分子 
神经冲动（生物电）、

神经递质 
激素、体液中物质 

调节方式 反射 激素→特定的组织细胞 

作用途径 反射弧 体液运输 

作用对象 效应器 靶细胞膜上的受体 

反应速度 迅速 较缓慢 

作用范围 准确、比较局限 较广泛 

作用时间 短暂 比较长 

联系： 

（1）体内大多数内分泌腺受神经系统的控制：神经系统对激素分泌的控制，主要通过植物性神经控制内

分泌腺的活动实现。如下丘脑通过控制植物性神经直接或间接控制各种腺体。 

（2）内分泌腺所分泌的激素也可以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如甲状腺激素影响幼年动物大脑的发育，

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性激素水平的高低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对动物性行为的控制。 

3.下丘脑的功能 

（1）作为感受器：如下丘脑的渗透压感受器可感受机体渗透压升降，维持水分代谢平衡。 

（2）传导：如下丘脑可将渗透压感受器产生的兴奋传至大脑皮层，使人产生渴感。 

（3）作为效应器的分泌功能 

（4）作为神经中枢：下丘脑中有体温调节中枢、血糖调节中枢等。 

【典型例题训练】 

9.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重要原料。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膜上的钠-钾泵可维持细胞内外的 Na+浓度梯度，

钠-碘同向转运体借助 Na+的浓度梯度将碘转运进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碘被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活化后，

进入滤泡腔参与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长期缺碘可导致机体的促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 

B．用钠-钾泵抑制剂处理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会使其摄碘能力减弱 

C．抑制甲状腺过氧化物酶的活性，可使甲状腺激素合成增加 

D．使用促甲状腺激素受体阻断剂可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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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图是人体内糖皮质激素分泌的调节过程，CRH 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ACTH 为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激素 CRH 随血液循环定向运输到垂体，促进激素 ACTH 的分泌 

B．下丘脑细胞膜上只有糖皮质激素的受体，没有 ACTH 激素的受体 

C．切除大鼠的肾上腺皮质再注射 ACTH，会使下丘脑的 CRH 分泌减少 

D．肾上腺皮质分泌糖皮质激素只有分级调节，不存在反馈调节机制 

11.（多选）如图表示下丘脑参与人体稳态调节的三种方式。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 图中的 A 最可能是生长激素，它在人体生长发育中起重要作用 

B. 胰岛中的 B 和 C 两种细胞虽然分泌的激素不同，但遗传信息的表达情况相同 

C. 抗利尿激素可以促进肾小管和集合管对水的重吸收，它是由下丘脑分泌、垂体释放的 

D. 如果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会抑制激素④和①（或②）两种激素的分泌 

12.下图 1 表示反射弧的组成示意图，图 2 是图 1 中结构⑤的局部放大示意图，其中的去甲肾上腺素(NA)

既是一种激素，又是一种神经递质。根据图示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1)图 1 中序号______可表示体表的温度感受器，感受冷水刺激后，兴奋传递到体温调节中枢，经

______________，通过传出神经引起骨骼肌战栗、毛细血管收缩等；同时______________会分泌 TRH，促

使垂体分泌 TSH，TSH 促使甲状腺增加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分泌。据此分析，体温调节过程属于_______

调节。 

(2)图 2 中，当神经冲动传至突触小体时，引起[  ]________中的 NA 通过[c]突触前膜以________的方式

释放。 

(3)NA 经突触前膜释放后与突触后受体结合，使突触后神经元兴奋；NA 同时作用于________，抑制 NA 的

释放，从而提高了神经调节的精确性。 

(4)如果免疫系统反应过度，将突触后受体当作外来异物进行攻击，导致图 2 中 NA 不能与突触后受体结合，

从而影响突触后膜上的信号转换，导致人体患病，这种疾病称为________病。 

(5)下图是以枪乌贼的粗大神经纤维作为实验材料测定其受刺激前后的电位变化情况，图中箭头  表示电流

方向。若在 b 点右侧刺激，则电流表的指针偏转情况依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