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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液调节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 下丘脑是重要的生命活动调节中枢，下列属于下丘脑功能的一组是  

①分泌抗利尿激素  ②调控促激素的分泌   ③血糖平衡的调节中枢 

④温度感受器  ⑤渗透压感受器  ⑥调节机体活动最高级中枢 

A. ①②③⑤ B. ②③⑤ C. ③④⑤ D. ①④⑤ 

2. 向实验狗的颈动脉内灌注高渗盐水后，会出现的现象是（  ） 

A. 血浆渗透压迅速升高，尿量增加 B. 血浆渗透压迅速升高，尿量减少 

C. 血浆渗透压迅速降低，尿量增加 D. 血浆渗透压迅速降低，尿量减少 

3. 尿崩症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使抗利尿激素（九肽激素）的生产或作用异常，使肾脏对水的重吸收产生障碍。下列

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 该激素由垂体释放，作用于肾小管和集合管，使其对水的通透性减小 

B. 尿崩症患者常表现出多尿和多饮的症状，是由于其尿液渗透压较大 

C. 若尿崩症因肾小球对该激素的反应障碍导致，在血浆中该激素的含量可为正常值 

D. 若尿崩症由该激素的合成和释放量的减少导致，则可以通过口服该激素来治疗 

4. 胰岛在人体血糖调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 低血糖可诱导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促进血糖升高 

B. 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在调节血糖作用上属协同关系 

C. 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口服胰岛素达到降血糖的效果 

D. 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均在细胞的核糖体上合成 

5. 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有冷敏神经元和热敏神经元两种，这两种神经元放电频

率与体温变化之间的关系如图，正常情况下 C、W 曲线交于点 S，此点对应

的温度为正常温度．下列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当体温低于正常值时，正常人体冷敏神经元的放电频率一定高于热敏神

经元的放电频率 

B. 当人体处于炎热环境时，通过神经--体液调节，增加散热、减少产热，

使体温恢复至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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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人体感染流感病毒后体温持续偏高，点 S 将右移 

D. 正常人体处于炎热环境中的散热量大于在寒冷环境中的散热量 

6. 下图是人体甲状腺激素分泌调节示意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 激素 A 的名称为促甲状腺激素 

B. 激素 B 随着体液特异性运输到甲状腺 

C. 下丘脑和垂体都能作为甲状腺激素的靶器官 

D. 图中①②处箭头表示抑制作用，③④处箭头表示促进作用 

7. 如图为人体产生情绪压力时肾上腺皮质、肾上腺髓质受下丘脑调节的模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从反射弧的角度看，肾上腺髓质属于效应器，由此说明肾上腺髓质直接受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 

B. 激素 d 分泌量上升能使血糖升高，且肝细胞膜上存在激素 d 的特异性受体，由此推断激素 d 能促进肝糖原

的合成 

C. 健康人体内激素 c 浓度不会持续过高，其原因是激素 c 的分泌受负反馈调节 

D. 若激素 c 能抑制 T 细胞对淋巴因子的合成和释放，则人长期情绪压力不能缓解免疫力会有所下降 

8. 喷乳反射是指当母体乳头受到婴儿吮吸刺激时，神经冲动经传入神经传到下丘脑，引起下丘脑神经分泌细胞合

成并由垂体释放催产素，催产素作用于乳腺导管平滑肌，引起乳腺导管的收缩并排出乳汁。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 该过程的调节方式为神经-体液调节 

B. 喷乳反射的效应器是乳腺导管平滑肌 

C. 兴奋在反射弧的神经纤维上单向传导 

D. 催产素的分泌和释放方式与抗利尿激素相似 

9. 甲、乙两人都表现为甲状腺激素水平低下，为找出病变的部位，现通过给两人注射适量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

素，分别测定两人注射前 30 min 和注射后 30 min 的促甲状腺激素的浓度，测定结果如表。下列推测合理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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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甲状腺激素的浓度（mU/L） 

注射前 注射后 

健康人 9 30 

甲 2 2 

乙 2 29 

A. 甲病变的部位是下丘脑，乙病变的部位是垂体 

B. 甲病变的部位是垂体，乙病变的部位是下丘脑 

C. 甲病变的部位是下丘脑，乙病变的部位是甲状腺 

D. 甲病变的部位是垂体，乙病变的部位也是垂体 

10. 某研究人员以小鼠为材料进行了与甲状腺相关的实验，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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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填空题 

11. 为研究胰岛素的生理作用，某同学将禁食一段时间的实验小鼠随机分为 A、B、C、D 四组，A 组腹腔注射生理

盐水，B、C、D 三组均腹腔注射等量胰岛素溶液，一段时间后，B、C、D 三组出现反应迟钝、嗜睡等症状，

而 A 组未出现这些症状。回答下列问题： 

（1）B、C、D 三组出现上述症状的原因是______． 

（2）B、C、D 三组出现上述症状后进行第二次注射，给 B 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为尽快缓解上述症状给 C 组

注射某种激素、给 D 组注射某种营养物质。那么 C 组注射的激素是______，D 组注射的营养物质是______． 

（3）第二次注射后，C、D 两组的症状得到缓解，缓解的机理分别是______． 

12. 据《山东商报》报道，7 月 9 日，淄博一产妇因“捂月子”中暑身亡。严重的中暑又称“热射病”，是指因高

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死亡率很高。请结合所学内环境稳态调节的相关知

识，回答下列体温调节的相关问题。  

（1）夏季，高温刺激皮肤和粘膜处的______________，通过神经传输，引起皮肤______________和汗腺分泌

增强，导致散热加快，这一调节过程的中枢位于______________。同夏季相比，冬季人体散热更_______（填

“多”或“少”） 

（2）机体大量出汗导致失水较多，刺激渗透压感受器，引起垂体释放__________，继而促进

_________                   ，以维持体内的水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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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季空调房温度过低会使人易患感冒，当人感冒发烧时，体温维持在 39℃高温，此吋机体的产热_______

（填“大于”、“等于”或“小于”）散热，在感冒发烧的过程中，即使身处温暖环境，仍可能觉得寒冷，这

种感觉的产生部位是_______________。 

（4）热射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十分复杂，涉及多脏器、多系统的相互作用。目前研究较多的机制之一是“直接

热损伤”。发生热射病时，一方面过高的体温可以使细胞中_______________，进而导致细胞代谢的紊乱；另

一方面高温会损害细胞膜，使其通透性_________（填“增高”或“降低”），最终导致细胞凋亡或坏死。 

13. 被孵化出的蝌蚪在 50 天内会保持其形态。某科研小组以蝌蚪为材料开展了验证甲状腺中的甲状腺激素对蝌蚪

生长的影响实验。  

实验材料和用具：生长发育状况一致的同种蝌蚪、广口瓶、尺子、饲料、池塘水、牛甲状腺磨碎物、甲状腺激

素溶液 (用碘液配制)、碘液等。 

（1）请简要写出实验思路。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④每隔 3 天对蝌蚪进行一次测量，实验共进行 21 天，在得到测量结果后统计每组平均值。 （2）请设计一个

表格记录实验结果（结果中直接使用平均值）。  

（3）分析与讨论：本实验中，牛甲状腺磨碎物可能是通过其中的甲状腺激素促进蝌蚪的________，从而促进

蝌蚪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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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1.【答案】A 

 

【解析】 

【解答】 

①下丘脑在水平衡调节中，可以合成分泌抗利尿激素，①正确；  

②下丘脑合成促激素释放激素，进而调控垂体合成促激素的分泌，②正确；   

③下丘脑是血糖平衡的调节中枢，③正确；   

④下丘脑是体温平衡的调节中枢，④错误； 

⑤下丘脑是渗透压平衡的调节中枢，另外含有渗透压感受器，⑤正确； 

⑥大脑皮层是调节机体活动最高级中枢，⑥错误。综上所述，A 正确，BCD 错误。   

故选 A。 

 

2.【答案】B 

 

【解析】 

【解答】 

向实验狗的颈动脉内灌注高渗盐水后，血浆渗透压迅速升高，抗利尿激素增加，促进肾小管和结合管对水分的重吸

收，尿量减少。 

故选 B。 

3.【答案】C 

【解析】 

【分析】 

本题的知识点是抗利尿激素的本质、作用和抗利尿激素与尿崩症的关系，主要考查学生阅读题干获取信息的能力和

利用所学的水平衡调节的相关知识解释与尿崩症有关的问题的能力。 

4.【答案】D 

【解析】 

【解答】 

A.高血糖可诱导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促进血糖降低，A 错误； 

B.胰高血糖素和胰岛素在调节血糖作用上属拮抗关系，B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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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注射胰岛素达到降血糖的效果，胰岛素口服后会被消化水解，C 错误； 

D.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均在细胞的核糖体上合成，D 正确。 

故选 D。 

5.【答案】D 

【解答】 

A、体温低于正常值时，冷敏神经元的放电频率高于热敏神经元的放电频率，A 正确； 

B、由于下丘脑是体温调节中枢，当人体处于炎热环境时，冷敏神经元的放电频率频率增加，而热敏神经元的放电

频率降低，通过神经-体液调节，使机体散热增加，产热减少，使体温恢复正常，B 正确； 

C、若人体感染流感病毒后体温持续偏高，体温高于正常值使点 S 将右移，C 正确； 

D、正常人体处于炎热环境或寒冷环境中，人的体温是恒定的，所以两者散热量都等于产热量，因为在寒冷时产热

量增多，所以散热量也增多，故炎热环境中的散热量小于在寒冷环境中的散热量，D 错误。 

故选：D。 

6.【答案】C 

【解答】 

A.激素 A 为下丘脑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A 错误； 

B.垂体分泌的激素 B 为促甲状腺激素，随着体液运输到全身各处，但只作用于甲状腺上，B 错误； 

C.甲状腺激素含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又反过来抑制下丘脑和垂体分泌相关激素，下丘脑和垂体都能作为甲状腺激

素的靶器官，C 正确； 

D.图中①②处箭头表示促进作用，③④处箭头表示抑制作用，D 错误。 

故选 C。 

7.【答案】B 

【解答】 

A.人体的内分泌腺可以看做神经调节过程中反射弧的效应器（的一部分），从图中可以看出肾上腺髓质部分直接受

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A 正确； 

B.由于激素 d 能促进血糖升高，且肝细胞膜上有激素 d 的特异性受体，故激素 d 能促进肝糖原的分解，从而使血糖

升高，B 错误； 

C.据图分析，下丘脑对激素 c 的调节属于分级调节，因此当激素 a 分泌增多时，会引起激素 c 的分泌增多，当激素

c 含量过多时，又会抑制下丘脑和垂体的分泌活动，这属于（负）反馈调节，C 正确； 

D.B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受淋巴因子的影响，而淋巴因子是由 T淋巴细胞分泌的，因此长期处于情绪压力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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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能力会降低，D 正确。 

故选 B。 

8.【答案】B 

【解答】 

A、该过程的调节方式为神经-体液调节，A 正确； 

B、喷乳反射的效应器是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支配的乳腺导管平滑肌，B 错误； 

C、兴奋在反射弧的神经纤维上单向传导，C 正确； 

D、催产素的分泌和释放方式与抗利尿激素相似，都是下丘脑神经分泌细胞合成并由垂体释放，D 正确。 

故选：B。 

9.【答案】B 

【解答】 

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受下丘脑和垂体的调控。 

（1）甲注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后，促甲状腺激素的浓度保持不变，说明甲个体发生病变的部位不是下丘脑，

而是垂体； 

（2）乙注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后，促甲状腺激素的浓度显著升高，说明乙个体发生病变的部位是分泌促甲状

腺激素释放激素的下丘脑。 

故选：B。 

10.【答案】D 

【解答】 

A．切除垂体，促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机体产热减少，A 正确； 

B．垂体提取液中含有促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故小鼠耗氧量增

加，B 正确； 

C．甲状腺激素具有促进神经系统发育的作用，故甲状腺激素含量增多，兴奋性增强，C 正确； 

D．垂体释放的是促甲状腺激素，因此给切除垂体的小鼠注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不会使小鼠代谢恢复正常，故

D 错误。 

故选 D。 

11.【答案】血糖低于正常水平   胰高血糖素   葡萄糖   C 组：胰高血糖素能促进糖原分解和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

糖，使血糖水平升高； 

D 组，葡萄糖直接使血糖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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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解：（1）由于胰岛素是降血糖激素，能使血糖浓度降低，所以 B、C、D 三组小鼠在腹腔注射等量胰岛素

溶液一段时间后，血体内糖浓度明显降低，从而出现反应迟钝、嗜睡等症状。 

（2）由于胰高血糖素能促进非糖物质转化为糖类、促进肝糖原的分解，使血糖浓度升高，所以 C 组注射的激素是

胰高血糖素，D 组注射的营养物质是葡萄糖，直接补充血糖，使体内血糖浓度升高。 

（3）第二次注射后，C、D 两组的症状得到缓解，缓解的机理分别是 C 组：胰高血糖素促进非糖物质转化为糖类、

促进肝糖原的分解；D 组：注射葡萄糖，使体内血糖升高。 

故答案为： 

（1）血糖低于正常水平 

（2）胰高血糖素     葡萄糖 

（3）C 组：胰高血糖素能促进糖原分解和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糖，使血糖水平升高； 

D 组，葡萄糖直接使血糖水平升高。 

胰岛素是胰岛 B 细胞分泌的激素，能降低血糖浓度。它的生理作用一方面是促进血糖氧化分解、合成糖元、转化成

非糖物质，另一方面是抑制肝糖元的分解和非糖物质转化成葡萄糖。 

本题考查血糖调节及相关的探究实验，要求考生识记血糖调节的具体过程，掌握胰岛素作和胰高血糖素的具体作用；

明确实验的目的，掌握探究实验的原则，能结合所学的知识完善实验步骤并预测实验结果。 

12.【答案】（1）温度感受器（或温觉感受器）；毛细血管舒张；下丘脑；多 

（2）抗利尿激素（或 ADH）；肾小管、集合管重吸收水分 

（3）等于；大脑皮层 

（4）酶的活性降低或丧失；增高 

【解析】 

【解答】 

（1）夏季，高温刺激皮肤和粘膜处的温度感受器（或温觉感受器），通过神经调节，引起皮肤毛细血管舒张和汗

腺分泌增强。体温调节中枢位于下丘脑。同夏季相比，冬季人体散热更多。 

（2）机体大量出汗导致失水较多时，垂体释放抗利尿激素（或 ADH）增多，继而促进肾小管、集合管重吸收水分，

以维持体内的水盐平衡。 

（3）当人体温维持在 39℃高温时，机体的产热等于散热。感觉的产生部位是大脑皮层。 

（4）过高的体温可以使细胞中酶的活性降低或丧失，进而导致细胞代谢的紊乱；高温还会损害细胞膜，使其控制

物质进出细胞的能力减弱，通透性增大，最终导致细胞凋亡或坏死。 

故答案为： 

（1）温度感受器（或温觉感受器）；毛细血管舒张；下丘脑；多 

（2）抗利尿激素（或 ADH）；肾小管、集合管重吸收水分 

（3）等于；大脑皮层 

（4）酶的活性降低或丧失；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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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答案】（1）①取 4 个广口瓶，标号为甲、乙、丙、丁 

②甲广口瓶内加入一定量的池塘水和饲料；乙广口瓶内加入等量池塘水、含牛甲状腺磨碎物的饲料；丙广口瓶内加

入等量池塘水+甲状腺激素溶液和饲料；丁广口瓶内加入等量池塘水+碘液和饲料 

③将生长发育状况一致的同种蝌蚪随机均分为 4 组，用尺子测量蝌蚪长度后，分别放入 4 个广口瓶中，将各广口瓶

放置在相同且适宜的条件下培养 

（2） 

 

（3）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 

【解答】 

（1）由提供的实验材料池塘水、牛甲状腺磨碎物、甲状腺激素溶液(用碘液配制)、碘液可知要设置四组，所以实验

思路如下： 

①取 4 个广口瓶，标号为甲、乙、丙、丁（分组）； 

②甲广口瓶内加入一定量的池塘水和饲料；乙广口瓶内加入等量池塘水、含牛甲状腺磨碎物的饲料；丙广口瓶内加

入等量池塘水+甲状腺激素溶液和饲料；丁广口瓶内加入等量池塘水+碘液和饲料（分组处理）； 

③将生长发育状况一致的同种蝌蚪随机均分为 4 组，用尺子测量蝌蚪长度后，分别放入 4 个广口瓶中，将各广口瓶

放置在相同且适宜的条件下培养（进行培养） 

（2）验证甲状腺中的甲状腺激素对蝌蚪生长的影响实验结果记录表如下： 

 

（3）本实验为验证实验，故结果应该是乙和丙的长度差距不大，都较长，甲组和丁组差距不大，都较乙和丙的长

度短。 

故得出结论：本实验中，牛甲状腺磨碎物可能是通过其中的甲状腺激素促进蝌蚪的物质代谢和能量转换，从而促进

蝌蚪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