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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0-2021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二生物学科导学单

备课组：高二生物 授课时间：10.31 内容： 神经调节和免疫调节复习 编制人：楚昕颖 审核人：谢涛

【考点】

1. 神经调节：

（1）神经元的结构、功能、类型

（2）兴奋的传导与传递

（3）反射与反射弧

（4）人脑的高级功能

2. 免疫调节

（1）免疫系统的组成、功能

（2）免疫的类型及物质结构基础

（3）特异性免疫概念及过程

（4）免疫失调引起的疾病

【知识框架/相关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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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

一、神经调节

1、基本单位——神经元

①结构：由____________和突起（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构成。

②功能：接受刺激________兴奋，并_________兴奋，进而对其他组织产生_________效应。

2、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反射

是指在_________________参与下，动物体或人体对___________环境变化作出的____________应答。

3、完成反射的结构基础——反射弧

感受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接受刺激产生兴奋）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在脑和脊髓的灰质中，功能相同的神经元细胞体汇集在一起构成的调节人体某些生

理活动的结构。（功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出神经：

效应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

（1）兴奋的传导过程：

静息状态时，细胞膜电位_________（原因：__________）→受到刺激，兴奋状态时，细胞膜电位为

___________（原因：_____________）→兴奋部位与未兴奋部位间由于电位差的存在形成______________

→兴奋向未兴奋部位传导。

（2）兴奋是以________________的形式沿着神经纤维传导的，这种电信号也叫____________________。

（3）兴奋的传导的方向：_____________

5、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

（1）传递结构：神经元之间的兴奋传递就是通过__________实现的，突触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信号变化：___________信号→__________信号→_________信号

（3）传递方向：_______________。

原因是神经递质只存在于__________的_________内，只能由___________释放作用于__________。

（4）结果：使下一个神经元产生__________或__________。

6、各级中枢的分布与功能

大脑：大脑皮层是调节机体活动的_____________中枢，是高级神经活动的结构基础。其上由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高级中枢。

小脑：有维持身体________的中枢。

脑干：有许多重要的生命活动中枢，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

脊髓：调节躯体运动的________中枢。

二、免疫调节

1、免疫系统的防卫功能：

（1）人体的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___________、_________及其______________等。

第二道防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炎症反应。

第三道防线：靠________________发挥主要作用—_______________免疫

·体液免疫：通过产生____________实现免疫效应的免疫方式。

【特别提示】

①抗原是指能够引起机体产生___________反应的物质。(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抗体是由________产生的能够与相应抗原________________的______________。

·细胞免疫：通过______________发挥免疫效应的免疫方式

2、免疫系统的监控和清除功能：

___________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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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统能够监控和清除体内已经________的、________的、或________的细胞并及时清除。

3、免疫失调引起的疾病

（1）免疫缺陷病：

①原因：免疫功能__________或___________。

②举例：艾滋病：

艾滋病：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简称 AIDS）

艾滋病毒：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简称 HIV）。遗传物质： 2 条单链的__________。攻

击对象：主要是____________。

传播途径：主要通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三种途径传播。

（2）自身免疫病:

①原因：免疫系统异常敏感，反应过度，把_________________当作抗原进行攻击。

②举例：类风湿关节炎、________________、风湿性心脏病等。

（3）过敏反应：

①原因：指已免疫的机体，在_________接触相同的_________时所产生的______________或____________。

（引起过敏反应的抗原称___________。）

②特点：发作迅速，反应强烈，消退较快，一般不会破坏组织细胞，也不会引起组织损伤；有明显的遗传

倾向和个体差异。

【判断题】

1. 神经细胞静息状态下，细胞外 K+浓度低于细胞内，Na+相反。（ ）

2. 缺氧不影响肽类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 ）

3. 大脑皮层有躯体感觉去和运动区。（ ）

4. 病原体经吞噬细胞处理后暴露出的抗原可使人体产生抗体（ ）

5. 泪液中溶菌酶杀死沙眼衣原体属于第二道防线。（ ）

【典题训练】

1.如图是某神经纤维动作电位的模式图，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K+的大量内流是神经纤维形成静息电位的主要原因

B.bc 段 Na+大量内流，需要载体蛋白的协助，并消耗能量

C.cd 段 Na+通道多处于关闭状态，K+通道多处于开放状态

D.动作电位大小随有效刺激的增强而不断加大

2.如图为突触传递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①和③都是神经元细胞膜的一部分

B.②进入突触间隙需消耗能量

C.②发挥作用后被快速清除

D.②与④结合使③的膜电位呈外负内正

3.如图是反射弧的模式图(a、b、c、d、e 表示反射弧

的组成部分,Ⅰ、Ⅱ表示突触的组成部分),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正常机体内兴奋在反射弧中的传递是单向的

B.切断 d,刺激 b,不会引起效应器收缩

C.兴奋在结构 c 和结构 b 的传导速度相同

D.Ⅱ处发生的信号变化是电信号→化学信号→电信号

4.下列选项中，属于特异性免疫的是（ ）

A. 泪液中的溶菌酶可杀死沙眼衣原体

B. 淋巴结内的吞噬细胞吞噬侵入人体内的链球菌

C. 胃液中的盐酸可杀死部分进入胃内的细菌

D. 体内的天花病毒抗体能防御天花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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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图表示健康人和 Graves 病人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A、B、C 为三种激素。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图中 C 随血液运送至全身，作用于靶器官或靶细胞

B.图中抗体的作用与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作用相似

C.与正常人相比，Graves 病人的促甲状腺激素的分泌量表现为减少

D.由图分析可推知 Graves 病是一种自身免疫病

6.如图表示三个通过突触相连接的神经元，甲、乙为电流计。下列有关

叙述错误的是(多选)（ ）

A.兴奋在图示三个突触中传递时，信号转换形式为电信号→化学信号→

电信号

B.适当降低周围环境中的 Na＋浓度，b 点的静息电位将减小

C.给 e 点一个适宜刺激，甲、乙两个电流计的指针都不会发生偏转

D.若 e 和 d 点间有抑制神经递质分解的药物，刺激 f 点，d点将持续兴奋或抑制

7.下列关于免疫失调的说法不正确的是（多选）（ ）

A．过敏是由过敏原刺激机体使浆细胞产生组织胺引起一系列反应

B．艾滋病、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等都属于免疫缺陷病

C．因为过敏不会破坏组织细胞，也不会引起组织严重损伤，所以不危及生命

D．艾滋病患者最终常常死于复合感染或者肿瘤

8.下图表示人体神经一体液一免疫相互调节的关系模

式图，请据图回答：

（1）图中神经一体液调节途径涉及的主要结构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肾上腺、甲状腺和性腺。

（2）巨噬细胞可参与免疫和特异性免疫，T 细胞可参

与的特异性免疫是_______________ 。

（3）图示表明，甲状腺激素作用的靶器官是骨髓和

____________,与图示有关的神经—体液—免疫网络调

节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除了图中列举

的类型外，还有两 类有代表性的物质是神经递质和

____________________。

（4）免疫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淋巴因子（如白细胞

介素、肿瘤坏死因子等）作用于神经细 胞，在此

发生的信号转换方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调査表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疲劳综合征甚至过劳死等病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 子的健康和

生命。据图分析，过度疲劳可使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的原因可能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