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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主题５　生物圈中的人 （下）

第五章　人体的自我调节

你知道吗?

关于大脑秘密的２０个已知事实
人体各器官之中，最神秘、最精密的莫过于大脑了，它

由１４０多亿个脑细胞组成，这上百亿个细胞，又相互组合形
成亿万个复杂的神经网络。科学家已经证明，我们普通人的
一生，大脑的开发不过１％。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

１０％左右，这也仅仅是大脑潜能的冰山一角。
大脑秘密知多少？你想更多更好地开发自己的大脑吗？

你想拥有骄人的成绩吗？关于大脑秘密的２０个已知事实也
许对你有帮助！

１．大脑喜欢色彩。平时使用高质量的有色笔或使用有
色纸，颜色能帮助记忆。

２．大脑集中精力最多只有２５分钟。这是对成人而言，
所以学习２０到３０分钟后就应该休息１０分钟。你可以利用
这段时间做点家务，１０分钟后再回来继续学习，效果会
更好。

３．大脑需要休息，才能学得快，记得牢。如果你感到
很累，先拿出２０分钟小睡一会儿再继续学习。

４．大脑像发动机，它需要燃料。大脑是一台珍贵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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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机器，所以你必须给它补充 “优质燃料”。垃圾食品、
劣质食品、所有化学制品和防腐剂，不仅损害身体，还削弱
智力。英国一项新研究显示，饮食结构影响你的智商。

５．大脑是一个电气化学活动的海洋。电和化学物质在
水里能更好地流动，如果你脱水，就无法集中精力。专家建
议，日常生活要多喝水，保持身体必需的水分，而且一天最
好不要饮用相同的饮料，可以交换着喝矿泉水、果汁和咖啡
等。另外，研究资料显示，经常性头痛和脱水有关。

６．大脑喜欢问题。当你在学习或读书过程中提出问题
的时候，大脑会自动搜索答案，从而提高你的学习效率。从
这个角度说，一个好的问题胜过一个答案。

７．大脑和身体有它们各自的节奏周期。一天中大脑思
维最敏捷的时间有几段，如果你能在大脑功能最活跃的时候
学习，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会取得很好的学习效果。

８．大脑和身体经常交流。如果身体很懒散，大脑就会
认为你正在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大脑也就不会重视你所
做的事情。所以，在学习的时候，你应该端坐、身体稍微前
倾，让大脑保持警觉。

９．气味影响大脑。香料对保持头脑清醒有一定功效。
薄荷、柠檬和桂皮都值得一试。

１０．大脑需要氧气。经常到户外走走，运动运动身体。

１１．大脑需要空间。尽量在一个宽敞的地方学习，这对
你的大脑有好处。

１２．大脑喜欢整洁的空间。最近的研究显示，在一个整
洁、有条有理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更好。为什
么，因为接受了安排外部环境的训练后，大脑学会了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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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知道的技巧，你的记忆力会更好。

１３．压力影响记忆。当你受到压力时，体内就会产生皮
质醇，它会杀死海马状突起里的脑细胞，而这种大脑侧面脑
室壁上的隆起物在处理长期和短期记忆上起主要作用。因
此，压力影响记忆。最好的方法就是锻炼。

１４．大脑并不知道你不能做哪些事情，所以需要你告诉
它。用自言自语的方式对大脑说话，但是不要提供消极信
息，用积极的话代替它。

１５．大脑如同肌肉。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大脑都是可以
训练和加强的。毫无疑问，不要寻找任何借口。不要整天呆
在家里无所事事，这只能使大脑老化的速度加快。专业运动
员每天都要训练，才能有突出表现。所以你一定要 “没事找
事”，不要让大脑老闲着。

１６．大脑需要重复。每一次回顾记忆间隔的时间越短，
记忆的效果越好，因为多次看同一事物能加深印象，但只看
一次却往往容易忘记。

１７．大脑的理解速度比你的阅读速度快。用铅笔或手指
辅助阅读吗？不，用眼睛。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需要你的
眼睛更快地移动。

１８．大脑需要运动。站着办公效率更高。

１９．大脑会归类，也会联系。如果你正在学习某种东
西，不妨问问自己：它让我想起了什么？这样做能帮助你记
忆，因为大脑能把你以前知道的知识和新知识联系起来。

２０．大脑喜欢开玩笑。开心和学习效率成正比，心情越
好，学到的知识就越多，所以，让自己快乐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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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

１．神经系统是怎样组成的？有什么功能？

神经系统的组成 神经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功能

中枢

神经

系统

脑

大脑
小脑

脑干

脊髓

具有感觉、运动、语言等多种高级神经中枢
使运动协调、准确，维持身体平衡
有专门调节心跳、呼吸、血压等人体基本生命

活动的中枢
具有反射和传导的功能

周围
神经
系统

脑神经 传导神经冲动

脊神经 传导神经冲动

脑

脊髓

神经

神经系统

　　如同为了使音乐更和谐，管弦乐队不
但需要演奏家，同样也需要指挥家一样，
神经系统也必须具有这两部分，即中枢神
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就
像一个指挥家，周围神经系统就像那些演
奏家，指挥和演奏家共同合作才能传出美
妙而又激动人心的乐曲。

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体的各
种生命活动。

通过神经系统，人体不仅能对外来的各种刺激发生反应，
而且对体内环境的微小变化，也会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

２．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神经元又
称神经细胞 （如图）。

神经元的结构和功能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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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

细胞体

突起
树突：接收外界信息

轴突：｛烅
烄

烆 将接受到的信息传递出去功
能

接受刺激，能产生兴奋 （神经冲动）并传导兴奋。

突起

神经冲动
细胞核

神经元结构

３．什么是神经纤维？它与神经有什么关系？
在神经元结构中，轴突或长的树突及套在外面的髓鞘构

成神经纤维。神经纤维末端的细小分支，叫做神经末梢。许
多神经纤维集结成束，外面包着结缔组织膜就成为一条神
经。可见，神经是由许多神经纤维构成的。它们的功能都是
传导神经冲动。

４．与人体的其他细胞相比，神经元的形态结构有什么
特点？这些特点有什么意义？

神经元形态不规则，在结构上由细胞体和突起构成。突
起包括轴突和树突，这有利于接受信息并传递信息。

５．神经系统是怎样调节生命活动的？神经调节的基本
方式是什么？

神经系统通过反射来调节生命活动。反射是神经调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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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式。 神经中枢

感受器

传入神经

效应器

传出神经

反射弧模式图

反射 是 人 体
通过神经系统对
外界或内部各种
刺激所发生的规
律性反应。反射
通过反射弧完成。
反射弧由感受器、
传入神经、神经
中枢、传出神经
和效应器五部分组成。
６．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是怎么回事？二者有何关系？
非条件反射是人生来就有的先天性反射，它是由大脑皮

层以下的神经中枢 （如脑干、脊髓）参与完成的，是一种比
较低级的神经活动。

条件反射是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天性反射。它是
在非条件反射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过程，在大脑皮层的参
与下形成的。条件反射是一种高级的神经活动，而且是高级
神经活动的基本方式。

反射类型 非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

区别

反射的形成 先天具有的反射 生活过程中形成的
后天性反射

神经中枢 参与反射的中枢是
低级神经中枢

参与反射的中枢是
高级神经中枢

神经联系 永久存在 暂时的、易变的

适应范围 适应的范围小，只
适应不变的环境

适应的范围广，可
以适应多变的环境

联系 非条件反射是条件反射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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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人体生命活动的高级指挥部在哪里呢？它的结构怎样？

脑纵剖面

中枢神经系统是处理信息的部
位，包括脑和脊髓。脊髓中有低级
神经中枢，大脑皮层有高级神经中
枢。高级神经中枢可以控制低级神
经中枢，因此，人体生命活动的高
级指挥部在大脑皮层。

大脑有左右两个半球组成。大
脑半球的表层是灰质，即大脑皮层。平均厚度约２～３厘米。
大脑皮层表面形似核桃仁，有许多凹陷的沟和隆起的回，大
大增加了大脑皮层的总表面积。大脑皮层以内是白质，其中
的神经纤维把大脑左右两个半球联系起来，高级神经活动的
中枢都在大脑皮层。

高级神经中枢

躯体运动中枢———管理身体对侧骨骼肌的运动

躯体感觉中枢———管理身体对侧皮肤肌肉等处的感觉

语言中枢 （人类特有）———支配人类说话、书写、阅读、

听懂别人说话等

视觉中枢———形成视觉

听觉中枢———

烅

烄

烆 形成听觉

脑（高级神经中枢）

脊髓（低级神经中枢）

感受器 效应器

向上传导 向下传导

传入神经 传出神经

８．脑和躯体、内脏各器
官之间的联系通道是什么？它
的结构怎样？

脑和脊髓相连，脊髓是脑
和躯体、内脏各器官之间的联
系通道。我们身体大部分的感
觉，除头部外，都必须通过脊髓传导到大脑，大脑发出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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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也由脊髓传递给身体各部分。脊髓的某个部位受到损伤，
它所控制的身体相应部位的感觉就会丧失或行动瘫痪。

灰质

白质

脊神经

脊髓的内部结构
脊髓由灰质和白质组成 （如图）。灰质在中央，呈蝶形，

由神经元的细胞体组成，色泽灰暗，内有许多神经中枢。白
质在外围，由神经纤维组成，色泽亮白。脊髓有反射和传导
功能。

９．俗话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是怎样构成的？

人体从外界获取的信息有８０％以上来自眼睛。眼球是
眼睛的主要结构。眼球结构包括眼球壁和内容物。各部分结
构及功能如下：

眼
球

眼球壁

外膜
角膜：无色透明，富含神经末梢
巩膜：白色坚韧，｛ 保护眼球

中膜
虹膜：中央有瞳孔
睫状体：可调节晶状体的曲度
脉络膜：色素细胞丰富，
烅
烄

烆 使眼球内部形成暗室
内膜 （视网膜）：有感光细胞，

烅

烄

烆 可产生影像

内容物

房水：稀薄的液体
晶状体：有弹性，依靠悬韧带附着在睫状体上，具

有折光的作用
玻璃体：由透明的胶状物质组成，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充满眼睛的内部

—８—



光线的通道

脉络膜

有色素,
中央的小
孔叫瞳孔

瞳孔

无色 ,透
明 , 可以
透过光线

角膜

透明,有弹
性,像双凸
透镜,能折
射光线

晶状体

白色, 坚固,
保护眼球的
内部结构虹膜 巩膜

视网膜
含有许多
对光线敏
感的细胞 ,
能感受光
的刺激

视网膜

视神经

透明胶状物质玻璃体

眼球结构示意图

１０．有了明亮的眼睛，就一定能看到物体吗？视觉在哪
里形成？是怎样形成的？

美
丽
的
花
!

视觉的形成

眼睛是感受外界光线的视
觉器官，视觉在大脑皮层的视
觉中枢形成。如果视神经或视
觉中枢有问题，尽管眼睛结构
完好，也会看不到物体。视觉
形成过程图解：

外界物体反
射来的光线

折光系统

角膜、房水、晶状体、 →玻璃体
成像于视网膜上

神
经
冲
动
↓



感
光
细
胞

　　　　　　 ←形成视觉 大脑皮层视觉中枢←
传导
视神经

１１．学生时代如果不注意用眼卫生，很容易造成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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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近视眼是怎样形成的？近视眼和远视眼有什么不同？
青少年发生近视，多数是由于看书、写字时距离眼睛太

近，或光线较差，姿势不适宜，或用眼时间过长等，使睫状
肌持续收缩，造成晶状体凸度过大，而形成 “假性近视”。
此时，若注意用眼卫生，还是可以恢复正常视力的，否则继
续发展会变成 “真性近视”。近视眼和远视眼区别如下表：

眼睛
眼球特点

晶状体 眼球前后径
物像位置 矫正

近视眼 凸度过大 过长 落在视网膜前方 戴凹透镜
远视眼 凸度过小 过短 落在视网膜后方 戴凸透镜

　　正常眼与近视和远视眼的成像比较如图：

　　

　　１．正常眼　物像正好落在

视网膜上

　　２．远视眼　眼球前后径过

短，物像落在视网膜后方

　　３．近视眼　眼球前后径过

长，物像落在视网膜前方

１２．耳的结构如何？听觉是怎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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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外耳
耳廓 （收集声波）

外耳道 （传送声波｛ ）

中耳

鼓膜 （声波使鼓膜产生振动）

鼓室

听小骨 （将振动传导到内耳）

咽鼓管 （与咽部相通

烅

烄

烆 ）

内耳

半规管｝前庭
含头部位置变动感受器

耳蜗 （含听觉感受器
烅
烄

烆

烅

烄

烆 ）

外耳 中耳
内耳

1

2

3

4 5 6 7

10

8

9 12

11

耳的结构

→
声
波

烐烏 烑
→
︸

→
烐烏 烑

→
︸

→
烐烏 烑

→外耳道 鼓膜 听小骨 耳蜗 听神经
大脑皮层

烐烏 烑
听觉中枢

声波传到鼓
膜的通道

在声波作
用下产生
振动

传导振动，增
大振动力量

振动刺激听
觉感受器，
产生神经
冲动

传导神经冲动

　

产生听觉

１３．人体主要内分泌腺体有哪些？他们各自的功能是
什么？

人体内分泌腺体组成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人体主要内分
泌腺体及功能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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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分泌生长激素等）

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
胸腺（分泌胸腺激素）
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素等）
胰岛（位于胰腺中，分泌胰岛素等）

卵巢（分泌雌性激素等）
睾丸（分泌雄性激素等）

人体主要内分泌腺及功能

１４．什么叫激素？激素对人体有什么作用？
激素是由内分泌腺和散在的内分泌细胞分泌的高效能物

质，对人体生长、发育、生殖、代谢等生理活动起重要的调
节作用。

几种激素作用及分泌异常引起的疾病列表如下：

内分泌腺 激　素 作　　用 激素分泌异常 病　名

甲状腺 甲状腺激素

促进新陈代谢
和生 长 发 育，
提高神经系统
的兴奋性。

幼年期分泌过少 呆小症

分泌过多 甲亢

垂体 生长激素 调节人体生长
发育。

幼年期分泌过少 侏儒症
幼年期分泌过多 巨人症

胰岛 胰岛素 调 节 糖 代 谢
（促进血糖合成
糖元，加速血
糖分解）；还影
响脂肪和蛋白
质的代谢。

分泌不足 糖尿病

分泌过多 低血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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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内分泌腺 激　素 作　　用 激素分泌异常 病　名

性 腺
（睾 丸、
卵巢）

性 激 素
（雄 性 激
素、雌 性
激素）

促进生殖器官
的发育，激发
并 维 持 第 二
性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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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什么叫体液调节？体液调节和激素调节一样吗？
二氧化碳、激素等化学物质通过体液 （组织液、血浆和

淋巴等）运输而对人体生理活动进行的调节，叫体液调节。
激素调节仅指激素对人体生理活动的调节。它包含在体液调
节之中。人体生命活动主要受神经系统的调节，但也受到体
液调节的影响。

智慧挑战

１．一天某同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狂风呼啸、电
闪雷鸣，接着大雨倾盆而下，他赶紧跑到一家商店避雨。参
与这一反射活动的神经中枢有 （　　）。

①膝跳反射中枢　②听觉中枢　③视觉中枢　④躯体运
动中枢　⑤语言中枢

Ａ．①②③④⑤　　　　　　Ｂ．②③④
Ｃ．②③④⑤ Ｄ．②④⑤
２．在一个以肌肉为效应器的反射弧中，如果传出神经

受损伤，而其他部分正常，当感受器接受刺激后会出现 （　
　）。

Ａ．失去感觉，肌肉无法收缩

Ｂ．既有感觉又能运动

Ｃ．有感觉，肌肉无收缩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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