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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第 1节 细胞生活的环境       第 2 节 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性 

要点一细胞外液三种成分的关系及比较（补充左下图缺失的信息） 

1.由左图可以看出(1)组织液和血浆之间可进行双

向物质交换。毛细血管壁有一定的通透性,正常情况

下除血细胞和大部分血浆蛋白外,其他物质(如水、

无机盐、小分子有机物)都可以通过毛细血管壁。 

(2)淋巴与组织液之间的物质交换是单向的,淋巴和

血浆之间的物质交换也是单向的。毛细淋巴管的功

能是回收组织液(包括细胞代谢产物在内的各种物

质),这些物质一旦进入毛细淋巴管就成为淋巴,经过淋巴循环在左右锁骨下静脉汇入血浆。 

2.细胞外液三种成分的比较 

成分项目 组织液 血浆 淋巴 

存在部位 组织细胞之间 血管 淋巴管 

生活在其中的细胞种类    

化学成分 蛋白质含量很少  蛋白质含量很少 

方法点拨：内环境成分的判断技巧  

内环境的实质是              ,其中的成分众多。解答该类题目时可采用排除法,排除掉细

胞内的和体外的物质。常见的细胞内的蛋白质有:与代谢有关的酶(呼吸酶、DNA 聚合酶、解

旋酶等)、结构蛋白(血红蛋白等);常见的体外的化学物质有:消化酶(唾液淀粉酶、胃蛋白

酶等)、泪液、汗液、唾液中的杀菌物质(溶菌酶等)、乳汁中的各类物质。 

要点二细胞外液的理化性质 

1.渗透压 

(1)决定因素：血浆渗透压主要由             和              的含量决定,细胞外液渗

透压 90%以上是由       和        决定的。 

(2)正常情况下,人的血浆渗透压约为 770 kPa,相当于细胞内液的渗透压。 

2.酸碱度 

①调节血浆 pH 的物质:缓冲物质,如 H2CO3/HC 3O 和 H2P 4O /HP 2
4O  。 

②原理:当酸性物质进入血浆时,H
+
+HC 3O H2CO3;H2CO3 H2O+CO2↑(从肺部排出)。 

3.温度 

(1)人体细胞外液的正常温度是 37 ℃左右,所以人体内酶的最适温度也是 37 ℃左右。 

方法点拨：组织水肿及其产生原因分析 

①营养不良：                            ，血浆渗透压           。 

②肾炎：                                ，血浆渗透压          。 

③过敏反应：                                                          。 

④淋巴管阻塞：                                                          。 

⑤局部细胞代谢旺盛：                                 ，组织液渗透压         。 

要点三内环境稳态的调节（补充下图缺失的信息）  

1.从下图分析可知:各个器官、系统协调一致地正常运行是维持内环境稳态的基础；直接相

关的系统是                、                 、                 和              ；

起调节作用的系统是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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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持稳态的主要调节机制:                                    。 

判一判： 

①血浆中含有血红蛋白、CO2和氨基酸。（       ） 

②CO2浓度最高的液体，O2浓度最低的液体都是细胞内液。（        ） 

③血浆、组织液、淋巴的成分转化均需跨膜进行。（        ） 

④麦芽糖的水解可以在人体内环境中发生。（       ） 

⑤内环境稳态的实质是内环境的成分和温度、pH等理化性质呈现动态平衡。（      ） 

⑥血浆的成分稳定时,机体达到稳态。（      ） 

方法点拨：葡萄糖和氧气进入内环境并最终被组织细胞吸收利用的途径 

1.葡萄糖经过的膜层数至少为:进、出上皮细胞(2)+进、出毛细血管壁细胞(2)(4)+进组织细

胞(1)=7(层)。 

2.O2 经过的膜层数至少为:进、出肺泡壁细胞(2)+进、出毛细血管壁细胞(2)+进、出红细胞

(2) +进、出毛细血管壁细胞(2)+进组织细胞(1)+进线粒体(2)=11(层)。 

第 2 章 动物和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第 1节 通过神经系统的调节 

要点一反射弧的结构和功能  

1.反射弧的结构与功能分析（补充表格中缺失的信息） 

反射弧结构 结构特点 功能 

感觉神经末梢的特殊结构 
将机体内、外界刺激的信息转变为神

经的兴奋 

感觉神经元  

调节某一特定生理功能的神经元群 对传入的兴奋进行               

运动神经元  

           

 
传入神经 

 

            

 

传出神经 

 

            
运动神经末梢和它所支配的肌肉或腺体 对机体内、外界刺激作出相应的应答 

2.反射与反射弧的认识误区 

(1)效应器包括两部分：                         和它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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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射弧的               是完成反射活动的必要条件。 

(3)刺激传出神经引起效应器的反应,不能称为           。 

方法点拨：反射弧中兴奋传导方向的判断 

1.从神经节来判断:有               的为传入神经。 

2.根据突触结构判断,兴奋在突触中的传递是单向的,突触结构简图: 

或 ,兴奋传递方向:              。 

3.从脊髓灰质判断:与脊髓灰质宽大的前角相连的是传出神经,与脊髓灰质较窄的后角相连

的是传入神经。 

要点二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 

1.兴奋产生的机制 

(1)过程（补充下图中缺失的信息） 

 

(2)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方向与局部电流方向的关系 

①在膜外,局部电流方向与兴奋传导方向         。 

②在膜内,局部电流方向与兴奋传导方向         。 

2.特点:            ,即刺激神经纤维上的任何一点,所产生的神经冲动可沿神经纤维向两

侧同时传导。 

方法点拨：电流表指针偏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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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表偏转方向为       偏转(        )     电流表偏转方向为       偏转(        ) 

要点三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 

1.突触的结构 

突触前膜是一个神经元突触小体的膜,突触后膜是下一个神经元的                    ,

突触间隙的液体是             。 

2.神经递质概念剖析 

(1)分类:         神经递质和           性神经递质。 

(2)化学本质:化学成分种类较多,常见的兴奋性递质为乙酰胆碱。 

(3)作用:引起下一个神经元                。 

(4)运输方式:          。与之相关的细胞器有             和             。 

3.突触信号传递的特点:          传递 

(1)原因:神经递质                                                        。 

(2)方向:一个神经元的轴突→另一个神经元的细胞体或树突。 

(3)信号转化:            →              →              。 

4.神经递质与突触后膜上受体结合的异常情况分析 

(1)正常情况：神经递质与突触后膜上受体结合引起突触后膜兴奋或抑制后,立即被相应 

              而失活。 

(2)异常情况: 

①若某种有毒有害物质将分解神经递质的相应酶变性失活,则突触后膜会             。 

②若突触后膜上受体位置被某种有毒物质占据,则神经递质不能与受体结合,突触后膜不兴

奋。 

判一判： 

①刺激某一反射弧的感受器或传出神经,可使效应器产生相同的反应。（      ） 

②神经元受到刺激时,贮存于突触小泡内的神经递质就会释放出来。（       ） 

③神经递质通过突触前膜释放到突触间隙,通过突触后膜进入下一神经元内。（       ） 

④神经递质作用于突触后膜后,将使突触后膜的电位逆转。（      ） 

第 2 节 通过激素的调节 

要点一血糖平衡的调节  

1.血糖平衡的调节过程（补充下图中缺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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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血糖平衡调节有关的组织器官及其作用 

(1)下丘脑:                     中枢。 

(2)胰岛:                 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浓度；胰岛 A细胞分泌               ,

升高血糖浓度。 

(3)肝脏:进行                           的相互转化,进行葡萄糖和非糖物质的转化等。 

(4)骨骼肌:将葡萄糖转化为               ,暂时储存。 

3.人体饭后血糖、胰岛素、胰高血糖素三者之间含量的相对变化关系 

 

分析曲线可知:(1)血糖浓度高时,可降低血糖浓度的胰岛素含量增加,而可升高血糖浓度的

胰高血糖素含量相对降低。(2)当血糖浓度较低时,胰高血糖素含量增加。(3)胰岛素和胰高

血糖素相互          ,共同维持血糖含量稳定。 

要点二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分级调节 

1.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模型 

 

X:             Y:            Z:                    

a:                        b:                   +:         -:           

(1)甲状腺激素的浓度会影响下丘脑和垂体分泌相应激素的活动。 

(2)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调节既有          调节,也有            调节。 

(3)性激素的调节也有此特点。 

2.区别：“分级”强调由上到下的正向调控,“反馈”则指自下而上的影响。 

判一判： 

①激素直接参与细胞内的许多代谢活动。（       ） 

②所有的活细胞都能产生酶，但只有内分泌腺的细胞会合成激素。（     ） 

 

第 3 节 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的关系 

要点一人体的体温调节  

1.人体体温恒定的调节机制(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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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点拨：用反射弧的思路解答体温调节相关题目 

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传出神经→效应器【传出神经末梢和

它支配的①下丘脑神经分泌细胞（分泌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②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素）

③汗腺（分泌汗液）④骨骼肌⑤皮肤毛细血管】 

 

要点二人体水盐平衡的调节 

参与水盐调节的主要器官和相

关激素 

下丘脑——水盐调节中枢, 

         抗利尿激素； 

垂体——           抗利尿激

素； 

                        —

—抗利尿激素的靶部位,对水    

           

 

 

 

 

 

 

方法点拨：下丘脑的作用整合 

下丘脑是内分泌系统的枢纽,神经分泌细胞既能分泌多种激素,又能传导神经冲动。 

(1)下丘脑在水盐平衡调节中的作用 

①下丘脑是                   中枢        ②下丘脑是细胞外液                   

③下丘脑神经分泌细胞能分泌                            ④下丘脑能将渗透压感受器

的信息传导至               

(2)下丘脑在体温调节中的作用 

①下丘脑是               中枢     ②下丘脑能分泌                           

(3)下丘脑在血糖调节中的作用    ①下丘脑是血糖平衡调节的神经中枢 

判一判： 

①下丘脑是感觉体温变化的主要中枢,是形成冷觉、温觉的部位。（      ） 

②某人因发烧在 24 h内体温维持在 39.5 ℃,此人产热量大于散热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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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水盐平衡调节中,下丘脑既有渗透压感受器,也有效应器。（      ） 

 

第 4 节 免疫调节 

要点一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免疫类型  

1.淋巴细胞的起源与分化（补充下图缺失的细胞名称） 

 
2.免疫活性物质 

(1)抗体:是由     细胞分泌的能与抗原发生特异性结合的球蛋白。 

化学本质:          。    运输方式:        。 

分布:         、             和                   。 

(2)溶菌酶:一种杀菌物质,可以破坏细菌的结构。既可以存在于第一道防线的泪液、唾液、

汗液中,又可以存在于第二道防线的细胞外液中。 

(3)淋巴因子:由      细胞分泌,作用于      细胞,促进                      。 

 

要点二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1.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过程模型图解（补充下图缺失的细胞名称或信息） 

 

2.比较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 

项目 体液免疫 细胞免疫 

作用对象  被抗原侵入的宿主细胞(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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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方式   

联系 

①抗原侵入机体后,首先是               发挥作用 

②抗原一旦侵入宿主细胞内部,就必须通过          免疫将抗原暴露, 

再由       消灭和清除 

 

要点三免疫失调引起的疾病及免疫学应用  

1.免疫失调引起的疾病  

                                                                 

概念 

已免疫的机体再次接受相

同抗原刺激时所发生的反

应 

自身免疫反应对自身的组织

和器官造成损伤 

由于机体免疫功能不足

或缺失而引起的疾病 

发病

机理 

         过敏原      进

入机体时,与吸附在细胞表

面的相应抗体结合使其释

放组织胺而引起 

抗 原 结 构 与 正 常 细 胞 表

面             ,抗体消灭

抗原时,也消灭正常细胞 

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先天

不足(遗传缺陷)或遭病

毒等攻击破坏而致 

举例   
先天性胸腺发育不良、 

           病 

2.免疫学应用 

(1)免疫预防是注射或口服疫苗,疫苗是减活或灭活的抗原,属于        免疫;免疫治疗是

输入抗体、淋巴因子等调整病人的免疫功能,属于          免疫。 

(2)器官移植、癌细胞和衰老损伤细胞的清除都与         免疫有关。 

方法点拨：区别二次免疫与过敏的技巧 

1.从发生作用的物质或结构来看:二次免疫发挥作用的是记忆细胞和抗体,过敏反应发挥作

用的是组织胺。 

2.从抗体的分布来看:二次免疫的抗体正常分布于          、         和           等

处;过敏反应的抗体分布于                     。 

3.从意义来看:二次免疫是积极的,由于记忆细胞的记忆时间很长,抗体存留较长的缘故,当

同种抗原再次入侵时,记忆细胞可直接增殖分化成为浆细胞,时间短,速度快；过敏反应是由

于同种过敏原引发了细胞组织胺的释放,引起异常反应。 

判一判： 

①免疫活性物质都是由免疫细胞产生的。(     ) 

②具有对抗原特异性识别的细胞包括 T 细胞、B 细胞、效应 T 细胞、记忆细胞以及浆细胞

等。（     ） 

③淋巴因子只在体液免疫中起作用，在细胞免疫中不起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