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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0_86_E5_AD_A6_E7_c22_620506.htm 一、生命活动的基本

特征 新陈代谢、兴奋性、生殖。 1、新陈代谢：是指机体与

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交换，以实现自我更新的

过程。包括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 2、兴奋性：指可兴奋组

织或细胞受到特定刺激时产生动作电位的能力或特性。而刺

激是指能引起组织细胞发生反应的各种内外环境的变化。 刺

激引起组织兴奋的条件：刺激的强度、刺激的持续时间，以

及刺激强度对时间的变化率，这三个参数必须达到某个最小

值。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引起组织兴奋所需刺激强度与

刺激持续时间呈反变关系。 衡量组织兴奋性大小的较好指标

为：阈值。 阈值：刚能引起可兴奋组织、细胞去极化并达到

引发动作电位的最小刺激强度。 3、生殖：生物体生长发育

到一定阶段，能够产生与自己相似的个体，这种功能称为生

殖。生殖功能对种群的繁衍是必需的，因此被视为生命活动

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生命活动与环境的关系 对多细胞机体

而言，整体所处的环境称外环境，而构成机体的细胞所处的

环境称为内环境。内、外环境与生命活动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当机体受到刺激时，机体内部代谢和外部活动，将会发

生相应的改变，这种变化称为反应。反应有兴奋和抑制两种

形式。 三、人体功能活动的调节机制 机体内存在三种调节机

制：神经调节、体液调节、自身调节。 1、神经调节：是机

体功能的主要调节方式。调节特点：反应速度快、作用持续

时间短、作用部位准确。基本调节方式：反射。反射活动的



结构基础是反射弧，由感受器、传入神经、反射中枢、传出

神经和效应器五个部分组成。 反射与反应最根本的区别在于

反射活动需中枢神经系统参与。 2、体液调节：发挥调节作

用的物质主要是激素。激素由内分泌细胞分泌后可以进入血

液循环发挥长距离调节作用，也可以在局部的组织液内扩散

，改变附近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状态，这称为旁分泌。调节特

点：作用缓慢、持续时间长、作用部位广泛。（这些特点都

是相对于神经调节而言的。） 神经一体液调节：内分泌细胞

直接感受内环境中某种理化因素的变化，直接作出相应的反

应。 3、自身调节：是指内外环境变化时组织、细胞不依赖

于神经或体液调节而产生的适应性反应。举例：（1）心室肌

的收缩力随前负荷变化而变化，从而调节每搏输出量的特点

是自身调节，故称为异长自身调节。（2）全身血压在一定范

围内变化时，肾血流量维持不变的特点是自身调节。 四、生

理功能的反馈调控：正反馈和负反馈 负反馈：反馈信息与控

制信息的作用方向相反，因而可以纠正控制信息的效应。 负

反馈调节的主要意义在于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态，在负反馈

情况时，反馈控制系统平时处于稳定状态。 正反馈：反馈信

息不是制约控制部分的活动，而是促进与加强控制部分的活

动。 正反馈的意义在于使生理过程不断加强，直至最终完成

生理功能，在正反馈情况时，反馈控制系统处于再生状态。 

生命活动中常见的正反馈有：排便、排尿、射精、分娩、血

液凝固等。 五、内环境与稳态 内环境即细胞外液（包括血浆

，组织液，淋巴液，各种腔室液等），是细胞直接生活的液

体环境。内环境直接为细胞提供必要的物理和化学条件、营

养物质，并接受来自细胞的代谢尾产物。内环境最基本的特



点是稳态。 稳态是内环境处于相对稳定（动态平衡）的一种

状态，是内环境理化因素、各种物质浓度的相对恒定，这种

恒定是在神经、体液等因素的调节下实现。稳态的维持主要

依赖负反馈。稳态是内环境的相对稳定状态，而不是绝对稳

定。 [百考试题网站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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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