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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 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三生物学科导学案 

激素调节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授课日期：    10.27    

【本课在课程标准里的表述】 

1. 说出人体内分泌系统主要由内分泌腺组成，包括垂体、甲状腺、胸腺、肾上腺、胰岛和性腺等多种腺

体，它们分泌的各类激素参与生命活动的调节 

2. 举例说明激素通过分级调节、反馈调节等机制维持机体的稳态，如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和血糖平衡

的调节等 

学习内容： 

一、激素调节 

【导读】 

1. 发现——促胰液素的发现 

 

(1) ①是     ,作用是促进小肠黏膜产生促胰液素。  

(2) 发现该过程的关键的处理方法是将小肠黏膜刮下来并研磨,排除     的影响。  

(3) 结论:     分泌促胰液素,经血液循环运送到胰腺,促进胰腺分泌②     。  

2. 概念 

内分泌器官(或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各种    ),通过    传送而发挥调节作用,实现机体稳

态。  

3. 人体的主要激素及其生理作用 

 

4. 激素调节的特点 

(1)       。  

(2) 通过    运输。  

(3) 作用于        。 

 

如:各种促××腺激素释放激素 垂体,促××腺激素 ××腺,抗利尿激素 肾小管和集合管,胰高

血糖素 主要是肝细胞,甲状腺激素、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等 全身组织细胞。  

5.酶、激素、抗体与神经递质的区别 
比较项目 酶 激素 抗体 神经递质 

化学 
本质 

多数是蛋白质,少数
是 RNA 

蛋白质、多肽、固醇、氨
基酸衍生物等 

球蛋白 
乙酰胆碱、多巴胺、氨基
酸类、NO等 

产生 
细胞 

活细胞 
内分泌腺细胞或下丘脑细
胞 

浆细胞 神经细胞 

作用 
部位 

细胞内、外 靶细胞或靶器官 内环境 突触后膜 

作用后 
变化 

不发生改变 被灭活 被降解 被降解或移走 

【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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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胰液素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激素。 (  ) 

2.下丘脑合成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和抗利尿激素。 (  ) 

3.临床上,常用“血检”的方式,检测不同激素的含量来诊断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如糖尿病、甲亢等。

 (  ) 

4. 垂体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通过体液定向运送到甲状腺。 (  ) 

【导练】 

 (2018·新课标Ⅱ卷)下列有关人体内激素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 运动时,肾上腺素水平升高,可使心率加快,说明激素是高能化合物 

B. 饥饿时,胰高血糖素水平升高,促进糖原分解,说明激素具有酶的催化活性 

C. 进食后,胰岛素水平升高,其既可加速糖原合成,也可作为细胞的结构组分 

D. 青春期,性激素水平升高,随体液到达靶细胞,与受体结合可促进机体发育 

 (2020·泰州三模)人和动物的内分泌调节功能是比较复杂的,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 

A. 一种内分泌腺可分泌多种激素,如下丘脑 

B. 有些激素呈现周期性分泌变化,如孕激素 

C. 一个靶细胞只存在一种受体,如肝细胞 

D. 有些内分泌器官除分泌激素外还有其他功能,如睾丸 

考向 2 激素调节的特点和相互间的作用 

 (2020·扬州模拟)如图为内分泌腺及其分泌激素间的关系,

其中“+”表示促进,“-”表示抑制。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 

A. 每种激素都能对其特定的靶器官、靶细胞起作用 

B. 含有 GC受体的细胞有下丘脑、腺垂体、单核巨噬细胞等 

C. 这些分泌的激素构成细胞的成分,有的可以提供能量 

D. 机体内 GC含量保持相对稳定是因为存在负反馈调节机制 

 

 (2020·如皋期末)春天日照逐渐延长时,鸟类大多进入繁殖季节。光调节鸟类繁殖活动的图解

如图,下列相关分析错误的是 (  ) 

A. 鸟类的繁殖活动通过机体的神经—体液调节完成 

B. A、B分别代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和促性腺激素 

C. B可随体液运输到全身各处,但只作用于性腺 

D. C可通过反馈作用调节激素 A和 B的分泌 

 

二、 激素调节的机制 

【导读】 

1. 理解激素分泌的分级调节和反馈调节 

 

(1) 分级调节:下丘脑通过分泌促 X腺激素释放激素控制垂体,

垂体通过分泌促 X腺激素控制相应的腺体产生相应的激素。下丘脑是分级调节的枢纽。 

(2) 反馈调节:相应激素对下丘脑和垂体分泌活动的调节过程,目的是保持相应激素含量维持在正常水平。

图中 X腺和 X激素的对应关系:性腺——性激素、肾上腺——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甲状腺激素。 

(3) 反馈有正反馈调节和负反馈调节 

①正反馈调节的实例:排尿反射、血液凝固、分娩过程、月经周期中黄

体生成素的释放。 

 

②负反馈调节的实例:大多数激素的调节、体温调节等。 

 

 

 

 

2. 激素分泌调节的三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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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等分泌调节属于甲类型,即: 

 

(2) 抗利尿激素的分泌调节属于乙类型,即由下丘脑合成、分泌,由垂体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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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思】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分级调节与反馈调节 

 
(1) 图中 a、b、c分别为          、          、          。  

(2) 图中代表促进的是    ,代表抑制的是    。(填图中标号)   

(3) 如果注射过量激素 b,则激素 a分泌量    ,激素 c分泌量    。 

【导练】 

 (2020·苏北四市一模)右图是人体有关激素分泌调控的模式图,图中 X、Y、Z表示相应内分泌器官,

①④表示相应激素。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 

A. X是下丘脑,Y是垂体 

B. 寒冷刺激引起①②③分泌增加 

C. ③对 X、Y的调节方式依次属于正反馈和负反馈 

D. ④可能促进肾小管和集合管对水分的重吸收 

 (2019·仪征中学)下图为人体内雄性激素的分泌调节示意图,其中 a、b、c 表示三种器官,①②③

表示三种不同的激素。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 a表示下丘脑,b表示垂体,c表示睾丸 

B. 激素③可作用于多种器官 

C. 血液中激素③水平升高会引起激素①分泌增多 

D. 幼年时激素②和③过少会导致成年后身体矮小 

 (2020·扬州三模)(多选)下图表示健康人和 Graves病人激素分泌的调节机制,A、B、C为三种激素。

据图分析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 激素 A随血液运至垂体并进入细胞促进激素 B的合成 

B. 图中抗体作用的受体与促甲状腺激素的受体相同 

C. 由图分析可知,Graves病人可能会表现出甲亢 

D. Graves病患者的激素 A和激素 B的分泌水平较健康人高 

【课后巩固】内容：激素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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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姓名：                        学号：                     

一、单选题 

1. (2020·南京两校联考)下图为垂体释放的激素的部分调节过程。图中对激素作用方式及其调节特点的
体现不包括(  ) 

 

A. 激素调节具有高效性 
B. 激素作用具有特异性 
C. 激素调节存在负反馈调节 
D. 激素可作为信息分子 

2. (2020·海安高级中学)下列有关动物激素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 激素由内分泌腺产生后通过体液只运输到作用部位 
B. 一般情况下一种激素只选择作用某一种特定的靶器官或靶细胞 
C. 各种激素之间有的存在拮抗作用,有的存在协同作用 
D. 激素作用于靶细胞之后往往被灭活,从而保证机体调节适应多变的环境 

3. (2020·启东中学)如图是下丘脑—垂体—性腺之间关系的示意图(“+”表示促进,“-”表示抑制),下
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A. a既能传递神经冲动,也能分泌激素 
B. c为下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 
C. c是机体调节内分泌活动的枢纽 
D. 若长期大量注射外源的性激素会导致 b腺体增大 

4. (2020·南京六校模拟)如图为人体内血糖的调节示意图,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Ⅱ激素能促进血糖进入组织细胞 
B. Ⅲ激素分泌量的增加可促进肝糖原的分解 
C. Ⅰ、Ⅱ激素间既有协同作用又有拮抗作用 
D. 结构 A代表大脑皮层 

5. (2020·山东临沂一模)某类性别发育异常男性疾病性染色体正常且性腺为睾丸,而其他性征出现不同程
度的女性化。临床发现,该类病的甲患者促性腺激素水平偏高,但雄性激素水平相对偏低;乙患者促性腺激
素和雄性激素水平均偏高。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 

A. 甲患者的女性化可能是雄性激素合成不足造成的 
B. 甲患者雄激素水平偏低可能与促性腺激素受体缺乏有关 
C. 乙患者的女性化可能是缺乏雄性激素受体导致的 
D. 乙患者体内促性腺激素的偏高与雄性激素水平偏高有关 

6. (2020·苏中苏北七市二模)原发性甲减是甲状腺病变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主要病因是甲状腺不发育
或者发育不全、甲状腺激素合成酶缺陷等。原发性甲减患者不可能出现 (  ) 

A. 甲状腺激素含量偏低              B. 促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 
C.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分泌增加    D. 易疲劳、动作缓慢、智力减退 

7. (2020·苏州期末)如图表示正常人体进食后血糖浓度变化及血糖调节的部分过程示意图。有关叙述正
确的是 (  ) 

 

A. 胰腺导管堵塞会导致胰岛素无法正常排出而导致血糖升高 
B. 激素甲作用于靶细胞促进其加速摄取、利用和合成葡萄糖 
C. 调节激素乙合成分泌过程的信息分子有葡萄糖和神经递质 
D. 血糖长时间处于 N水平是肌肉细胞缺乏激素乙的受体所致 

8．下列关于动物激素的叙述，错误的是(  ) 

A．机体内、外环境的变化可影响激素的分泌 

B．切除动物垂体后，血液中生长激素的浓度下降 

C．通过对转录的调节可影响蛋白质类激素的合成量 

D．血液中胰岛素增加可促进胰岛 B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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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20·浙江卷)人体甲状腺分泌和调节示意图如图,其中 TRH 表示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SH表示促甲
状腺激素,“+”表示促进作用,“-”表示抑制作用。据图分析,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 寒冷信号能直接刺激垂体分泌更多的 TSH 
B. 下丘脑通过释放 TRH直接调控甲状腺分泌 T3和 T4 
C. 甲状腺分泌的 T4直接作用于垂体而抑制 TSH的释放 
D. 长期缺碘会影响 T3、T4、TSH和 TRH的分泌 

 
10. (2020·苏州期中)胰岛素可使骨骼肌细胞膜上葡萄糖转运载体
(GLUT4)的数量增加,GLUT4转运葡萄糖的过程不消耗 ATP。下列相关分析不正确的是 (  ) 

A. 胰岛素以胞吐方式从胰岛 B细胞释放到细胞外 
B. 葡萄糖通过主动运输进入骨骼肌细胞内 
C. GLUT4的数量增加可促进葡萄糖进入骨骼肌细胞 
D. GLUT4基因突变使其功能丧失可导致高血糖 

二、多选题 
11. (2020·启东期末)选取同品种、同日龄的健康大鼠若干只,实施切除手术,一段时间后随机等分成四组,
分别注射激素及生理盐水 30天,结果如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该实验目的是探究胰岛素和生长激素对大鼠生长的影响 
B. 切除胰腺及垂体可减小小鼠自身胰岛素和生长激素对实验的影响 
C. 增大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的注射量,实验效果更显著 
D. 胰岛素与生长激素共同作用的效应大于它们单独作用之和 

12. (2020·南通期末)褪黑素是由哺乳动物和人的松果体产生的激素,它能缩短入睡时间、延长睡眠时间,
从而起到调整睡眠的作用。褪黑素的分泌有昼夜节律性,晚上分泌多,白天分泌少。下图为光周期信号通过
“视网膜→松果体”途径对人体生物钟进行调节的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褪黑素的分泌存在着分级调节和负反馈调节 
B. 在褪黑素的分泌过程中,松果体属于效应器 
C. 光周期信号通过“视网膜→松果体”途径对人体生物钟的调控过程包括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 
D. 某同学熬夜玩手机,导致睡眠质量下降的原因是长时间光刺激引起褪黑素分泌减少 

13. 某研究人员以小鼠为材料进行了与甲状腺相关的实验,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 切除小鼠垂体,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机体产热减少 

B. 给切除垂体的幼年小鼠注射垂体提取液后,其耗氧量会增加 

C. 给成年小鼠注射甲状腺激素后,其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会增强 

D. 给切除垂体的小鼠注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其代谢可恢复正常 

14. 下列关于下丘脑与垂体及其分泌激素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 下丘脑的有些神经细胞能分泌激素 

B. 腺垂体分泌的生长激素能促进蛋白质和脂肪的合成 

C.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通过垂体门脉的血液运输作用于甲状腺 

D. 促甲状腺激素含量减少会使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和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多 

15. (2020·山东等级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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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长期缺碘可导致机体的促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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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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非选择题  
16. (2020·南京盐城一模)为研究糖尿病发病机理及某种药物的疗效,某科研小组以小鼠为材料进行了如
下实验。实验一:对照组一直饲喂普通饲料,实验组饲喂等量的高糖高脂饲料,制造胰岛素抵抗糖尿病模型,
经过 6周后,测定各组的体重、瘦素、胰岛素、空腹血糖浓度和脂肪细胞瘦素受体的含量,数据见表 1。实
验二:取上述实验组小鼠,均分为甲、乙两组,一组给小鼠服用药物 T,另一组不使用药物,一段时间后,测定
两组小鼠的空腹血糖浓度、肝糖原含量和低密度脂蛋白受体表达量(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存在于组织细胞表
面,可与低密度脂蛋白结合,参与血脂调节),数据见表 2。请分析回答问题: 

表 1 

组别 体重/g 
瘦素 
/(ng· 
mL

-1
) 

胰岛素 
/(mIU· 
L
-1
) 

血糖 
/(mmol· 

L
-1
) 

瘦素 
受体 
(OD) 

对照
组 

361.75 1.28 13.61 5.06 0.48 

实验
组 

436.60 7.95 33.57 7.49 0.10 

  注:瘦素是脂肪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可促进脂肪转化成葡萄糖,使体重下降。 

表 2 

组别 

血糖 

/(mmol· 

L
-1
) 

肝糖原 

/(mg· 

g
-1
) 

低密度脂蛋白 

受体表达量 

(相对值) 

甲 5.49 7.9 0.8 

乙 7.72 4.5 0.3 

(1) 在正常机体血糖平衡调节过程中,下丘脑通过神经系统分泌    来控制胰岛 B细胞分泌胰岛素,降

低血糖。除此之外,        (激素名称)对血糖调节也有重要作用。  

(2) 实验组中,小鼠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这可能与靶细胞膜上的      含量减少有关。  

(3) 实验组中,小鼠的瘦素含量高于对照组,但小鼠体重并未降低。据表 1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  。  

(4) 据 表 2 数 据 分 析 , 使 用 药 物 T 的 是     组 , 该 药 物 发 挥 疗 效 的 机 制

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