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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95_99_c76_643052.htm 第四节 中枢神经活动的基本过

程和基本规律 一、中枢神经活动的基本过程 中枢神经活动的

基本过程就是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有机体的一切反射活动

都由这两种神经过程的相互关系决定。 兴奋过程是与有机体

的某些活动的发动或加强相联系的； 抑制过程则与有机体的

某些活动的停止或减弱相联系。 抑制过程可分为非条件性抑

制和条件性抑制两类。 (一)非条件性抑制(又称无条件抑制)

是有机体生来就有的先天性抑制。它包括外抑制和超限抑制

。 外抑制：额外刺激物出现，对正在进行的条件反射发生的

抑制称为外抑制。如突然出现强声，会立刻使原来的活动受

到抑制。 巴甫洛夫对外抑制的解释是额外刺激物的出现引起

皮层相应部位较强的兴奋时，这个新的兴奋中心增强了它对

周围皮层区域的抑制，使原来的条件反射被抑制。 超限抑制

：当刺激过强、过多或作用时间过久时，神经细胞不但不能

引起兴奋，反而会发生抑制，这叫超限抑制。它使神经细胞

免于因兴奋过度而耗尽，因而又叫保护性抑制。人在过度疲

劳时的睡眠就是超限抑制的表现。 (二)条件性抑制 条件性抑

制又称内抑制，它是在后天一定条件下逐渐形成起来的，主

要有消退抑制和分化抑制两种,百考试题。 消退抑制:条件反

射由于没有受到强化而发生的抑制叫做消退抑制。 分化抑制:

只对条件刺激物加以强化，而对与其近似的刺激物不强化，

经过若干次后，只有条件刺激物才能引起条件反射性反应，



近似刺激物引起的反应受到抑制，这种抑制称为分化抑制。 

分化抑制使有机体对外界环境进行精细的分析，作出完善的

反应。 二、中枢神经活动的基本规律 兴奋和抑制在进行活动

时是有规律的，其基本规律有二： (一)扩散和集中：在刺激

物的作用下，兴奋或抑制过程起初虽然发生于大脑皮层一定

部位的神经细胞之中，但它们不是停滞不动的，而是要向邻

近部位的神经细胞传播，这就是兴奋或抑制的扩散。扩散到

一定限度以后，它们又逐渐向原来发生的部位聚集，这就是

兴奋或抑制的集中。 刺激物所引起的神经过程的强度是决定

兴奋或抑制的扩散和集中的重要条件，当兴奋或抑制的强度

过强或过弱时，易于扩散；当它们的强度适中时，就容易集

中。 (二)相互诱导 相互诱导：兴奋和抑制紧密联系着，其中

一种神经过程可以引起或加强另一种神经过程，这种现象称

神经过程的相互诱导。 相互诱导分为负诱导和正诱导两种。

由于兴奋过程引起或加强周围的抑制过程称为负诱导。相反

，由抑制过程引起或加强周围的兴奋过程称为正诱导。 诱导

过程如果同时发生，称为同时性诱导(发生在不同部位上)。

如果相继发生，称为继时陛诱导(发生在同一部位上)。 额外

刺激物出现，对正在进行的条件反射产生的抑制称为( )抑制

。 A．外 B．超限 C．消退 D．分化 神经元具有( )的机能。

（1分） A．接受刺激、传递信息和整合信息 B．接受刺激、

传递信息和发动反应 C．接受刺激、整合信息和发动反应 D

．接受刺激、转换能量和传递信息 简述经典性条件反射与工

具性条件反射的关系。 简述边缘系统的功能。 编辑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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