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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



考点一 考点二

夯实基础•精研教材
1.神经系统

的基本结构

(1)中枢神经

系统

大脑皮层

身体平衡

呼吸 心脏

体温 水平衡

生物节律等

低级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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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周神经系统 

自主神经

交感

副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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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主神经系统            受大脑皮层调节,并不完全自主

①概念:支配内脏、血管和腺体的传出神经,它们的活动不受　　　　支配

,称为自主神经系统。 
②组成与功能

意识

加快
上升

抑制

减慢
下降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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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意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对同一器官的作用,犹如汽车的油门和刹车

,可以使机体对外界刺激作出　　　　　的反应,使机体更好地　　　　环

境的变化。 
更精确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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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成神经系统的细胞

(1)神经元(神经细胞):神经系统　　　　           　的基本单位,它由

　　　　　　　　　　等部分构成。 
结构和功能

胞体、树突和轴突

树突

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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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经胶质细胞

①广泛分布于神经元之间,其数量为神经元数量的10~50倍。

②具有支持、保护、营养和　　　　神经元等多种功能。 
③在外周神经系统中,神经胶质细胞参与构成神经纤维表面的　　　　

　。

修复

髓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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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深挖

1.[选择性必修1第19页正文]当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副交感神经活动占优

势,有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能量的补充;当机体剧烈运动或处于不良

环境时,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可调动机体许多器官的潜力,提高适应能力

来应对环境的急剧变化,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

2.[选择性必修1第20页小字内容]神经胶质细胞参与构成神经纤维表面的

髓鞘,髓鞘可防止神经冲动传导时的电流扩散,由此可知神经胶质细胞起的

作用是　                                 。 
3.[选择性必修1第21页“生物科技进展”]影响神经发生的因素有激素、生
长因子、环境和社会因素、年龄等。

分隔神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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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高考·前挂后连
(1)每个神经元的轴突和树突外周都包有髓鞘。[2021·浙江卷](　　)

(2)交感神经兴奋增强,胃肠平滑肌蠕动加快。[2023·湖北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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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思维·考教衔接
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心脏收缩活动时,副交感神经对心率具有抑制作用,请利

用活兔为实验材料,设计手术切断神经实验来验证该结论,简要写出实验思

路和预期结果。

提示 实验思路:取身体健康、生长状况相同的活兔随机分为数量相等的三

组,编号A、B、C,对A、B、C三组兔进行以下处理并检测三组兔的心率,A

组不作任何处理,B组只进行手术创伤但不切断神经,C组进行手术并切断

支配心脏的副交感神经。

预期结果:A组兔和B组兔的平均心率基本相等,C组兔的平均心率快于A组

兔和B组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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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探究•素养提升

考向一  结合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考查结构与功能观

1.某人因意外受伤而成为“植物人”,处于完全昏迷状态,饮食只能靠“鼻饲”,
人工向胃内注流食,呼吸和心跳正常。请问他的中枢神经系统中,仍能保持

正常功能的部位是(　　)

A.脑干和脊髓　　　　 B.小脑和脊髓

C.小脑和脑干 D.只有脊髓

A

解析 呼吸和心跳正常,说明脑干保持正常功能;饮食靠“鼻饲”,人工向胃内
注流食,说明自主神经支配的消化器官能正常蠕动,推测脊髓功能应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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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游乐园乘坐过山车,头朝下疾驰时,不少人感到心怦怦直跳,并狂呼乱叫。

在这一过程中,自主神经系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自主神经系统属于中枢神经系统

B.副交感神经既有传入神经又有传出神经

C.自主神经系统是脊神经的一部分,不受意识支配

D.交感神经会抑制肠胃蠕动,使瞳孔扩张

D

解析 自主神经系统属于外周神经系统,A项错误;副交感神经属于传出神经

,B项错误;自主神经系统包括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自主神经系统不是脊

神经的一部分,C项错误;交感神经对胃肠运动主要具有抑制作用,可以使肠

胃蠕动减缓,瞳孔扩张,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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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向二 结合组成神经系统的细胞,考查结构与功能观

3.组成神经系统的细胞主要包括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两大类。下列关

于这两类细胞的叙述错误的是(　　)

A.神经元受到适宜刺激后会产生神经冲动

B.运动神经元产生的神经冲动可沿树突传送给效应器

C.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都属于传出神经,它们的作用通常是相反的

D.神经胶质细胞具有支持、保护、营养和修复神经元等功能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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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受到适宜刺激后会产生神

经冲动,A项正确;效应器是由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支配的肌肉或腺体组成,即

运动神经元产生的神经冲动可沿轴突传送给效应器,B项错误;交感神经和

副交感神经都属于传出神经,它们的作用通常是相反的,二者通过对同一器

官进行共同调节从而可以使机体对外界刺激做出更精确的反应,使机体更

好地适应环境变化,C项正确;神经胶质细胞对神经元有支持、保护、营养

和修复等功能,D项正确。



考点二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考点一 考点二

夯实基础•精研教材
1.反射与反射弧

(1)反射:在　　　　　　　　　的参与下,机体对　　　    　所产生的规

律性应答反应。 
(2)反射弧:是完成反射的结构基础。

中枢神经系统 内外刺激

感受器

神经中枢

神经中枢

效应器

肌肉或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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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射的类型——非条件反射与条件反射 

反射

类型
非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

形成 　　　　获得,生来就有  　　　　　　和训练形成 

刺激 非条件刺激(食物等) 　　　　　　(铃声、语言等) 

形式 固定的,不消退 暂时的,可消退

中枢 　　　　　　　(脑干、脊髓)  高级中枢(大脑皮层)

遗传 后天学习

条件刺激

较低级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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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

类型
非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

数量 有限 几乎无限

意义 使机体初步适应环境 使机体适应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

实例
眨眼、膝跳反射、吃东西分泌

唾液等
学习、“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等

联系

条件反射是在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可以控制非条

件反射;条件反射是通过学习和训练而建立的,应不断用非条件刺激

强化才能维持下去,否则将不断减弱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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