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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通过激素的调节 

【必备知识速填】

1.促胰液素的发现:

(1)沃泰默的观点:胰腺分泌胰液只受_____调节。

(2)斯他林和贝利斯的观点:

神经



(3)结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激素的调节:

(1)概念:由___________(或细胞)分泌的_________进行的调节。

(2)主要内分泌腺、激素、功能及成分:

内分泌腺 激素名称 功能 成分

下丘脑

促甲状腺(性腺、肾上腺
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促进垂体合成并分泌促甲状
腺(性腺、肾上腺皮质)激素

多肽和蛋
白质类

_______激素
促进肾小管、集合管对水的
重吸收

抗利尿

胰液的分泌是促胰液素调节的结果

内分泌器官 化学物质



内分泌腺 激素名称 功能 成分

垂体

促甲状腺(性腺 、
肾上腺皮质)激素

促进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的生
长发育;促进甲状腺激素(性激素、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合成和分泌 多肽和蛋

白质类

生长激素
促进生长,主要促进蛋白质合成和
骨骼的生长

甲状腺 甲状腺激素
促进新陈代谢;促进生长发育;
_____________________

氨基
酸衍
生物
类肾上腺 肾上腺素 升高血糖;__________________

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加快代谢,增加产热



内分泌腺 激素名称 功能 成分

胰腺

胰高血糖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蛋白

质类

胰岛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腺
雌性激素、雄性
激素

促进生殖器官的发育和生殖细胞的
形成;激发并维持各自的第二性征

固
醇
类

促进糖原分解,并促进一些非糖
类物质转化为葡萄糖,从而使血
糖水平升高

促进组织细胞加速摄取、利用和储
存葡萄糖,从而使血糖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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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分泌腺及相应激素与靶细胞大整合

促甲状腺（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抗利尿激素 肾小管

甲状腺

全身的细胞

全身的细胞

胰高血糖素 肝脏细胞

胰岛素

睾丸

卵巢

生殖器官

生殖细胞



 3.激素调节的特点:

(1)激素作用的___________。

(2)通过_____传递信息。

(3)激素的__________和               。

(4)激素间具有         或         作用。            

相对特异性

体液

微量 高效能放大作用

协同 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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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激素只作用于特定器官或细胞的原因是什么?

能被特定激素作用的器官或细胞称为该激素的靶器官或靶细胞,只有靶器官或

靶细胞有该激素的受体。



②“一种激素只作用于特定的细胞,所以一种细胞只有一种激素的受体”这句话

是否正确?请说明原因。

不正确。甲状腺激素几乎对全身细胞都起作用,并非只作用于一种细胞。一种

细胞可能有多种激素的受体,不同细胞的受体不同的原因是基因的选择性表达。

如肝脏细胞有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甲状腺激素、肾上腺素等多种激素的受体,

是多种激素的靶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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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分泌激素的细胞本身能否成为本激素的受体？

激素的靶细胞既可以是其他细胞，也可以是分泌激素的自身细胞，如下图所示信

号分子发挥作用的三种类型



名称 来源 化学本质 作用 去向

激素 　

神经

递质
大多数为小分子物质

酶 大多数是蛋白质,少数是RNA 　　催化
反应前后

不变

内分泌腺细胞

神经细胞

几乎所有活细胞

多肽、蛋白质、氨基酸

衍生物或固醇类
调节生命活动的信息分子

作用于突触后膜使其兴奋

或抑制

失活

被酶分解或

重新回收



4.激素间的相互关系。

①协同作用:不同激素对同一生理效应都发挥相同的作用,从而达到_________

的结果。如:

②拮抗作用:不同激素对某一生理效应发挥_____的作用,如胰岛素与胰高血糖

素。

增强效应

相反



【秒判正误】

1.在体液调节中起作用的物质只有激素。 (   )

分析:CO2、H+等一些物质在体液调节中也起作用。

2.所有的活细胞都能产生酶,但只有内分泌器官(或细胞)才能合成激素。 (   )

分析:不是内分泌器官也可以产生激素。如植物就没有专门的内分泌器官。

3.激素能直接参与细胞内多种代谢过程从而调节生命活动。 (   )

分析:激素是调节生命活动的信息分子,不直接参与代谢过程。

×

×

×



4.促胰液素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动物激素。 (   )

5.激素只有运输到相应的靶器官或靶细胞才能发挥作用。 (   )

6.下丘脑、垂体和甲状腺都能分泌多种激素。 (   )

分析:甲状腺仅能分泌甲状腺激素。

√

√

×



P173.例1.(2020·成都模拟)下列关于人体激素调节的说法错误的是 (　　)

A.激素是由内分泌器官或细胞分泌的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化学物质

B.生长激素是由垂体分泌的,可通过注射进入人体

C.促胰液素是胰腺分泌的可促进消化吸收的重要激素

D.胸腺既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也是重要的内分泌腺

C



5.各内分泌腺、激素之间的关系:

(1)如图,一般来说,下丘脑调节垂体,垂体调节其他内分泌腺。

(2)各内分泌腺中,_____不受垂体的调控。胰岛



6.激素分泌的调节实例(甲状腺激素):

(1)分级调节:下丘脑产生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该激素作用于垂体,使垂体

产生_____________,该激素作用于甲状腺,使甲状腺合成分泌更多_________

___。

促甲状腺激素 甲状腺激

素



6.激素分泌的调节实例(甲状腺激素):

(2)反馈调节(负反馈):血液中甲状腺激素含量达到一定程度,反过来抑制_____

___和_____分泌相关激素。

下丘

脑 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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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激素分泌调节类型实例

（1）甲状腺激素、性激素等分泌调节属于                    ，即：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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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激素分泌调节类型实例

（2）抗利尿激素的分泌调节属于             ，即                                              。乙类型 由下丘脑合成，垂体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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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激素分泌调节类型实例

（3）胰岛素、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等的分泌调节属于              ，即：丙类型



  TRH TSH

甲 偏高 偏低

乙 偏低 偏低

丙 偏高 偏高

例2.(2020·宜宾模拟)下表为三位低甲状腺激素患者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TRH)和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分级调节,也存在着反馈调节机制
B.表中相关激素水平可通过抽取血样来检测
C.甲最可能是甲状腺发生病变,丙可能是缺碘造成的
D.乙最可能是下丘脑发生病变,可通过注射TRH来进一步判断

C



 例3.(2019·湖南模拟)下图为鸟类繁殖活动调节示意图,甲、乙、丙表示相关激素。
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

 A.鸟类的繁殖是在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

 B.下丘脑细胞既能传导兴奋,又能分泌激素

 C.乙是垂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可促进性腺分泌性激素

 D.丙进入血液后,通过反馈调节影响下丘脑和垂体中相关激素的合成与分泌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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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下图表示影响胰岛A细胞分泌的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

A.胰岛A细胞能分泌胰高血糖素，影响其分泌的刺激Y可能是血糖水平降低

B.刺激X→①→②→③→胰岛A细胞，属于非条件反射；②结构位于大脑皮层

C.图示激素主要作用于肝脏细胞，促进肝糖原的分解及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糖，从

而使血糖水平升高

D.靶细胞“受体”的物质基础是脂质，此过程体现了细胞间的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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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胰岛A细胞分泌的胰高血糖素能够促进血糖的升高，刺激X能促进胰高血糖

素的分泌，则刺激X最可能是血糖含量降低；反射分为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血

糖调节天生就有，所以是非条件反射，①是传入神经，②是血糖调节中枢，故②

是下丘脑；胰岛A细胞产生胰高血糖素，该激素主要通过促进肝糖原分解及非糖物

质转化成葡萄糖来补充血糖的含量；靶细胞上受体的成分是糖蛋白。

答案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