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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AE_89_E9_c77_458099.htm （一）植物的激素

调节 1.植物的感性运动和向性运动。 植物的向性运动是植物

受单向外界因素的刺激而引起的定向运动.感性运动是指植物

体受到不定向的外界刺激而引起的局部运动。外界单向刺激

主要指光照、地心引力（重力）、温度、湿度和化学物质等

，由于植物器官各部分所受的刺激不尽相同，使体内生长素

分布不均匀，各部分细胞生长速度不同，引起植物某些部分

的趋向生长，表现为向性。植物的向性有向光性、向地性和

背地性，还有向湿性、向肥性和向触性。向触性是指有些缠

绕的植物，当茎向其他直立物接触时就朝向接触的方向螺旋

向上生长。 2.植物的向光性及其实验。 植物的向光性是植物

的一种向性运动，由于光线能改变生长素的分布，向光一面

生长素分布少，背光的一面生长素分布多，因此向光的一面

细胞生长得慢，背光的一面细胞生长得快，结果使植物弯向

光源生长。胚芽鞘的向光性实验证明，生长素对植物体的生

长（细胞伸长）有促进作用而不是促进细胞的分裂。同时，

感受光刺激的部位在胚芽鞘的尖端，单侧光引起生长素横向

运输，向光弯曲的部位在尖端的下面一段，即生长素促进细

胞伸长的部位在尖端的下面一段。故接受光刺激的部位在顶

端。 3.生长素的产生、分布和运输。 在植物体内，合成生长

素最活跃的部位是具有分生能力的组织。即正在进行细胞分

裂的分生组织，如顶端分生组织（根尖、茎尖）、形成层细

胞、种子里正在分裂发育的胚等，作用的部位是正在增大的



细胞，因为刚分裂的细胞体积很小，大液泡尚未形成。生长

素的作用原理主要是通过增大细胞壁的可塑性，来实现细胞

伸长和体积的增大，对于成熟的植物细胞（细胞壁可塑伸展

性丧失）则没有作用。因此生长素主要集中在生长旺盛的部

位。生长素主要在茎尖合成，输送到植物体相应部位发挥生

理效应。生长素只能从形态学上端运往下端，而不能由形态

学的下端运往上端。即生长素的运输是极性运输，顶端优势

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生长素的极性运输是指从顶端向

基部运输，根尖合成的生长素也可以向顶部运输，叶中合成

的生长素也能通过韧皮部向其他部位运输。经实验证明，在

缺氧时，生长素的运输受到影响。这充分说明生长素的运输

是一种消耗ATP的主动运输。 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作用往往

具有两重性，生长素既能促进生长，也能抑制生长.既能促进

发芽，也能抑制发芽.既能防止落花落果，也能疏花疏果。这

种现象与生长素的浓度和植物器官种类有关。植物体不同的

组织器官，其生长发育要求不同浓度的生长素。相同浓度的

生长素作用于不同器官引起的反应不同（促进或抑制），不

同器官对生长素的敏感性不同，敏感性越强，其正常生长发

育要求的生长素浓度越低。一般情况下，根最敏感，茎敏感

性较差，芽介于根茎之间。对于同一器官而言，低浓度的生

长素促进生长，高浓度的生长素抑制生长，浓度的高、低是

以生长素最适浓度为界划分的，低于最适浓度为“低浓度”

，高于最适浓度为“高浓度”，促进和抑制是以发展的趋势

来决定的，在低浓度范围内，浓度越高，促进生长的效果越

明显。 5.生长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植物的顶芽产生的生

长素向下运输大量地积累在侧芽部位，使这里的生长素浓度



过高，从而使侧芽的生长受到抑制。如果摘掉顶芽，侧芽部

位的生长素浓度降低了，侧芽所受到的抑制作用就会解除，

不久，侧芽可以发育成枝条了。人们利用顶端优势原理进行

棉花的打顶摘心、果树的整枝修剪，达到增产目的。生长素

可以促进某些不易生根的插条生根，提高了扦插的成活率。

实际生活中，总是把带有芽的枝条插入土中，过一段时间则

生根成活，若把不带芽的或带芽的枝条倒插则不生根成活。

如果雌蕊授粉以后，在子房发育成果实的早期，除去发育着

的种子，果实停止发育，甚至早期落果。反之，如果没有授

粉的雌蕊柱头上涂一定浓度的生长素溶液，子房仍能发育成

果实。在生产实践中可利用这个原理培育无籽果实，如无籽

番茄、无籽黄瓜等。农业生产上常用一定浓度的生长素类似

物溶液喷洒棉株，可以达到保蕾保苓的效果。 6.植物激素及

其相互作用。 植物激素是指一些在植物体内合成，并从产生

部位运到其他地方，对植物生长发育产生显著作用的微量（1

μmol/L以下）有机物。植物激素一共分成五类，即生长素、

赤霉素、细胞分裂素、乙烯和脱落酸，前三类具有明显促进

生长发育的功效，后两类则主要抑制生长、促进成熟。植物

的个体发育受多种激素调节，五类激素大都同时存在于同一

植株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激素起主导的调节作用，多

种激素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对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例如顶

端优势就是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用细

胞分裂素处理侧芽，就能解除顶端优势。 （二）人和高等动

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1.体液调节和激素调节及神经调节。 体液

调节是人和高等动物体内的化学物质（如激素、CO2等）通

过体液的传送，对人和动物体的生理活动所进行的调节。激



素调节是经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进入腺体内的毛细血管，

随着血液循环到达相应的组织器官，对生物的各种生理活动

进行调节，激素调节是体液调节的主要内容。神经调节是人

和高等动物生命活动调节的主要形式。神经系统可直接控制

内分泌腺的分泌，也可通过控制垂体分泌促激素，间接控制

一些内分泌腺的分泌。体液调节与神经调节相比较，体液调

节活动比较缓慢，作用时间持久，而神经调节既调节内部的

各种生理活动，又调节与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调节活

动迅速准确，作用范围有局限性，但作用时间短暂。 2.高等

动物的内分泌腺和外分泌腺。 高等动物的分泌腺有两类，一

类因其无导管，分泌物直接进入腺体内的毛细血管而进入血

液，对身体的另一处靶细胞发生作用，称内分泌腺.另一类有

导管，其分泌物一般由导管送向体表（如汗腺）或体内的某

些管腔（如唾液腺），称外分泌腺。主要的内分泌腺有甲状

腺（分泌甲状腺激素）、垂体（分泌生长素等多种激素）、

胰岛（分泌胰岛素等）、性腺（分泌性激素）、肾上腺（分

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和胸腺，主要的外分泌腺有各种消化

腺、呼吸道的粘液腺、皮肤的汗腺和皮脂腺、乳腺、泪腺及

生殖系统的精囊腺等。 3.植物生长素与动物生长激素。 植物

生长素是由植物体内具有分生能力的组织合成的，没有专门

的内分泌腺。生长素的化学名称是吲哚乙酸（简称IAA），

分子式是C10H9 O2 N。生长素主要在顶芽合成，输送到植物

体相应部位发挥生理效应。生长激素是由动物的脑垂体分泌

的，是蛋白质类物质。人的生长素是由191个氨基酸组成的蛋

白质分子。主要是促进长骨的生长和蛋白质合成，此外还能

影响动物体内的糖类、脂类和蛋白质的代谢。 4.激素分泌的



反馈调节。 正常情况下，下丘脑分泌的促释放素能促进垂体

分泌相应的促激素，进而促进相应腺体分泌激素，但当某种

激素浓度升高时，又会抑制下丘脑和垂体分泌相应的促释放

素和促激素，从而使这种激素的浓度降低。当激素浓度降到

一定程度时，又会解除对下丘脑和垂体的抑制。这种反馈调

节机制使某种激素浓度不致太高，也不致太低，从而保持相

对稳定的生理浓度值，对生命活动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避

免激素过高或过低而引起激素失调症。激素是一种高效能调

节物质，某种激素的偏高或偏低都有可能引起个体发育某些

方面的不正常或生命活动暂时异常。 5.相关激素间的协同作

用和拮抗作用。 动物的同一生理活动不是由单一激素调节完

成的，而是由与此活动有关的多种激素协调互作共同完成的

。协调作用是不同激素对同一生理效应都发挥作用，从而达

到增强效应的结果。例如只有当生长素与甲状腺激素协同作

用时，才能保证机体正常的生长和发育。同样，胰高血糖素

、肾上腺素、甲状腺素、生长激素等对提高血糖水平均协同

发挥作用。人体的血液和组织液中适当的钙离子水平是维持

许多正常的生理功能所必需的。当缺少Ca2 时，神经信号不

能从一个细胞传到另一个细胞，血液不能凝结，肌肉功能受

阻，分子跨膜转运也不能进行。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的一个共

同的功能就是维持Ca2 的内环境稳定，使Ca2 浓度维持在（9

～11mg/100mL血液）狭窄的范围内。来自甲状腺的降钙素和

来自甲状旁腺的甲状旁腺素，是两种作用相反、相互拮抗的

肽类激素，它们共同调节着血钙水平:降钙素降低血钙水平，

甲状旁腺素提升血钙水平。它们通过反馈体系运行。当血钙

水平升至正常水平以上时，便诱发甲状腺产生降钙素，使Ca2



更多地在骨骼中沉积，肠道对钙的吸收减少以及肾脏对尿

中Ca2 的重吸收下降。当血钙降到正常水平以下时，甲状旁

腺分泌的甲状旁腺素进入血液，刺激从骨骼中释放出Ca2 ，

并通过肾脏和肠道增加对Ca2 的吸收。 6.神经调节的基本方

式。 动物的反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分为非条件反射

和条件反射两类。条件反射又分为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

系统。反射的结构基础是反射弧，反射弧通常是由感受器、

传入神经、神经中枢、传出神经和效应器五个部分组成。感

受器有两类，简单感受器只是感觉神经末梢如触觉、痛觉、

冷觉、热觉等，复杂的感受器除感觉神经末梢外，还有一些

附属结构，共同构成感觉器官，如眼、耳等。神经中枢接受

传入神经传导的兴奋，对兴奋进行整合，然后把兴奋经传出

神经传导到效应器，产生反应。在脑神经和脊神经中，有一

部分传出神经纤维，分布到心肌、各个内脏器官和血管的平

滑肌、腺体等处，支配内脏器官的活动，这部分传出神经纤

维所组成的神经叫植物性神经，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作用相反双重支配内脏器官，但它

们相辅相成，保证器官的协调。 7.兴奋的传导。 （1）神经纤

维上的传导过程为:刺激→电位差→局部电流→局部电流回路

（兴奋区→未兴奋区）。神经纤维传导一般具有下列特征:a.

生理完整性.b.绝缘性.c.相对不疲劳性。 （2）细胞间的传递:

兴奋在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是通过突触来传递的。突触是相

邻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突触传递递质实

现的。递质是神经细胞产生的一种化学信使物质，对有相应

受体的神经细胞产生特异性反应（兴奋或抑制）。突触是两

个相联系的神经元之间递质的产生与释放、传递、接受的结



构。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是单向的，只能由一个神经元

的轴突传到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或胞体。但在一个神经元内

兴奋可沿着树突→胞体→轴突的方向传导。突触传递要通过

化学递质的中介作用，因此具有不同于神经纤维传导的特点:

①单向传递，递质只能由突触前膜释放，然后作用于突触后

膜.②突触延搁，兴奋在突触处的传递比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

要慢.③总和性，通常兴奋性突触每兴奋一次，并不足以触发

突触后神经元兴奋.④对内环境变化的敏感性.⑤对某些药物的

敏感性，突触后膜的受体对递质有高度的选择性，某些药物

可以特异性地作用于突触传递过程，阻断或加强突触的传递

。 8.高级神经中枢的调节。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调节人和高

等动物生理活动的高级神经中枢是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有和

机体各部位相对应的功能代表区即大脑皮层的功能定位，这

些功能区有管理躯体和内脏器官运动的高级神经中枢，也有

感觉躯体和内脏器官活动状态的高级神经中枢。语言中枢是

人类特有的皮层功能区，语言功能区的不同部位使人具有不

同的语言运用能力。中枢神经系统通过传入神经与全身各处

的感受器紧密联系，感受机体内部和外界环境的变化.经过中

枢神经系统的分析和综合，确定机体的最适宜的反应.再通过

传出神经支配骨骼肌，各脏器和内分泌腺的活动，从而调节

和控制机体各部分的活动，使它们相互配合、协调，成为一

个统一的整体，以适应机体内部和外界环境的变化。 9.激素

调节与行为。 动物行为是指动物个体或群体的所做所为，它

不仅包括动物躯体的移位动作，如奔跑、游泳、爬行、飞行

和身体局部的细微动作，如发出声音、竖起耳朵、改变体色

等，还包括动物日常生活活动，如取食、呼吸、排泄、生殖



等。甚至动物的一些静息状态，如静止不动、注目凝视也是

动物行为的一种表现，因为它们的体内正进行着可能影响随

后行为的活动。总之，动物行为是动物对外界条件变化所做

的有规律的、有系统的适应性反应。 10.神经调节与行为。 动

物的行为，无论是先天性行为（包括趋性、反射、本能），

还是后天性行为（包括印随、模仿、条件反射）都与神经系

统的调节作用有着直接的关系。趋性是动物对环境因素刺激

最简单的定向反应，虽无需完整反射孤参与就可完成，但也

与神经调节有关。非条件反射是指动物生下来就有的，也就

是通过遗传而获得的先天性反射，具有完整的反射弧，只是

神经中枢大多在大脑皮层以下中枢。本能则是由一系列非条

件反射按一定顺序连锁发生构成的，大多数本能行为比反射

行为复杂得多。动物的后天性行为是在后天的生活经验和学

习基础上形成的，是对环境的变化作出有规律、有系统的适

应性活动。动物的许多生活经验是在多次条件反射基础上获

得的。学习过程包含着多种条件反射的活动，动物越是高等

，它的神经系统越复杂，条件反射也越复杂，运动能力及印

随、模仿等学习能力也随之增强，再加之以往的生活经验，

越容易形成更复杂，更高级的后天性行为，提高适应复杂环

境，解决问题的能力。动物的行为是动物多种动作的组合，

动作一般是神经系统对内外刺激产生的反射活动。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