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执业兽医（水生动物类）水生动物生理学 

第 4章 水生动物生理学 

1.将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相比较，下述哪项是错误的？（） 

A.神经调节发生快 

B.神经调节作用时间短 

C.神经调节的范围比较广 

D.神经调节是通过反射实现的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项，神经调节具有反应迅速、准确等特点。BC 两项，神经调节的作

用范围较体液调节的窄，且作用时间较短暂。D项，神经调节的基本过程是反射。 

2.执行细胞免疫功能的白细胞是（）。 

A.巨噬细胞 

B.单核细胞 

C.T 淋巴细胞 

D.B 淋巴细胞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白细胞可分为巨噬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

性粒细胞。其中淋巴细胞对生物性致病因素及其毒性具有防御、杀灭和消除能力，

分为 T淋巴细胞和 B淋巴细胞。C项，T淋巴细胞主要执行细胞免疫功能。D项，

B淋巴细胞主要执行体液免疫功能。 

3.维持内环境稳态的调节方式是（）。 

A.体液调节 

B.神经调节 

C.多种调节机制 

D.负反馈调节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在新陈代谢过程中，机体通过多种调节机制将内环境的成分和

理化特性控制在一个相当小的变动范围内，这种在一定生理范围内变动的相对恒

定的状态称为内环境稳态。 

4.以下选项中关于生理学的说法错误的是（）。 

A.生理学是研究正常生物机体生命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 

B.经典生理学研究方法分为慢性实验和急性实验 

C.外环境各种理化因素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持细胞正常生理功能和维持动物生

命存在的必要条件 

D.呼吸、消化、血液、循环、排泄等器官系统的生理活动参与了内环境稳态

的维持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细胞正常生理功能和动物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主要是内环境各

种理化因素的相对稳定。 

5.在静息时，细胞膜外正内负的状态称为（）。 

A.极化 

B.超极化 

C.反极化 

D.复极化 



正确答案：A 

参考解析：A 项，静息状态下膜电位外正内负的状态称为极化；B 项，静息电位

（负值）增大的过程或状态称为超极化；C项，膜内外的极性倒转，变为外负内

正的状态称为反极化；D项，细胞膜去极化后向静息电位方向恢复的过程称为复

极化。 

6.细胞膜电位变为外负内正的状态称为（）。 

A.极化 

B.反极化 

C.复极化 

D.超极化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A 项，静息状态下膜电位外正内负的状态称为极化。B 项，膜内外极

性倒转为外负内正的状态称为反极化。C项，去极化后，膜内外电位向外正内负

的极化状态恢复的状态称为复极化。D项，极化状态下膜内（负值）电位值进一

步增大的状态称为超极化。 

7.心肌的基本生理特性不包括（）。 

A.舒张性 

B.传导性 

C.兴奋性 

D.自动节律性 

正确答案：A 

参考解析：BCD 三项，心肌具有以下生理特性：①兴奋性；②传导性；③自动节

律性；④收缩性。 

8.可兴奋细胞包括（）。 

A.神经细胞、肌细胞 

B.神经细胞、腺细胞 

C.神经细胞、肌细胞、腺细胞 

D.神经细胞、肌细胞、骨细胞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细胞受到刺激能产生动作电位的能力称为兴奋性，能够产生动作电位

的细胞称为可兴奋细胞。C项，在生理学中，神经细胞、肌肉细胞和腺体细胞具

有较高的兴奋性，习惯上称这些细胞为可兴奋细胞。 

9.关于神经纤维静息电位的形成机制的描述中，下列哪项是正确的？（） 

A.细胞外的 K＋浓度大于细胞内的浓度 

B.细胞膜对 Na＋有通透性 

C.细胞膜主要对 K＋有通透性 

D.加大细胞外 K＋浓度，会使静息电位值加大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BC 三项，神经纤维静息电位的形成机制为：静息状态下，细胞内的

K＋浓度远高于膜外，且此时膜对 K＋的通透性高，导致 K＋以易化扩散的方式外

流；但带负电的大分子蛋白质不能通过膜而聚集在膜内侧，故随着 K＋的外流，

膜内电位变负，而膜外变正，膜内外形成一定的电位差可以阻止 K＋外流；随着

K＋的向外扩散，这种电位差与浓度梯度促使 K＋外流的力量达到平衡时，K＋的

净流量为零，此时膜内外的电位差即为静息电位。D 项，如果加大细胞外液的 K



＋浓度，会导致 K＋外流减少，膜内的 K＋浓度上升，膜内的负电位降低，静息

电位减小。 

10.关于骨骼肌收缩机制的描述中，下列哪项是错误的？（） 

A.引起兴奋-收缩耦联的是 Ca2＋ 

B.细肌丝向粗肌丝滑动 

C.Ca2＋与横桥结合 

D.横桥与肌纤蛋白结合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在肌肉收缩过程中，当动作电位传至终末池后，会使钙离子大

量释放进入肌浆并与肌钙蛋白结合，触发肌丝的相对滑行，引起肌肉收缩。 

11.细胞膜内外正常 Na＋和 K＋的浓度差的形成和维持是由于（）。 

A.膜安静时 K＋通透性大 

B.膜兴奋时对 Na＋通透性增加 

C.Na＋易化扩散的结果 

D.膜上 Na＋-K＋泵的作用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D 项，K＋向膜外流动，产生静息电位；Na＋向内流动，产生动作电

位。K＋的外流和 Na＋的内流构成 Na＋-K＋泵，来维持其浓度差和电位差。 

12.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虾蟹类的呼吸色素为血蓝蛋白，与氧结合时是蓝色，除去氧后为无色 

B.血蓝蛋白运氧能力强，正常情况下的血蓝蛋白含氧量能达到饱和 

C.贝类的血液一般为无色，内含变形的血细胞 

D.龟鳖类血浆占血液体积的 60%～80%，Na＋、Cl－和 HCO3－是血液中主要的

离子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B项，血蓝蛋白运氧能力较低，故正常生理条件下，血蓝蛋白的含氧

量通常不能达到饱和。 

13.血液的功能不包括（）。 

A.运载功能 

B.起防御和保护作用 

C.产生凝血因子 

D.维持内环境的稳定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BD 三项，血液具有以下 4个方面的功能：①运输功能；②维持内环

境的稳定；③营养功能；④防御和保护功能。 

14.下列物质中哪一种是形成血浆胶体渗透压的主要成分？（） 

A.NaCl 

B.KCl 

C.白蛋白 

D.球蛋白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B 两项，晶体物质（葡萄糖、尿素、无机盐等）形成的渗透压称为

晶体渗透压；C 项，胶体渗透压是指由血浆中大分子物质（主要是白蛋白）形成

的渗透压；D 项，球蛋白主要参与防御、免疫以及运输功能，不参与胶体渗透压



的形成。 

15.肠的运动形式不包括（）。 

A.紧张性收缩 

B.分节运动 

C.蠕动 

D.容受性舒张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ABC 三项，肠的运动形式包括：紧张性收缩、分节运动、蠕动及摆动。

D项，容受性舒张属于胃的机械性消化方式。 

16.血浆中起关键作用的缓冲对是（）。 

A.KHCO3/H2CO3 

B.NaHCO3/H2CO3 

C.K2HPO4/KH2PO4 

D.蛋白质/蛋白质钠盐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AC 两项，均为钾盐类缓冲对，是血细胞中的缓冲对。BD 两项，均为

血浆中的缓冲对，其中 NaHCO3/H2CO3 是血浆中起关键作用的缓冲对。 

17.血液中各物质密度大小顺序正确的是（）。 

A.血细胞＞全血＞血浆＞血清 

B.血细胞＞全血＞血清＞血浆 

C.血清＞血细胞＞全血＞血浆 

D.血清＞全血＞血浆＞血细胞 

正确答案：A 

参考解析：A项，血细胞主要包括红细胞、白细胞、凝血因子，密度最粘稠；全

血包括血细胞和血浆，由于血浆中水的存在，密度次于血细胞；血浆主要由水、

蛋白质和各种电解质构成，包括血清和纤维蛋白原，由于血浆蛋白存在，密度较

粘稠；血清是血液凝固后析出的淡黄色液体，密度最低。 

18.虾蟹的呼吸色素为血蓝蛋白，血蓝蛋白金属部分为铜，其功能不正确的是（）。 

A.具有输氧功能 

B.具有免疫、能量贮存作用 

C.抗凝血作用 

D.蜕皮调节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BD 三项，虾蟹类的呼吸色素为血蓝蛋白，其金属部分为铜，在与氧

结合时为蓝色，除去氧后则为无色。血蓝蛋白不仅具有输氧功能，而且还与免疫、

能量贮存、渗透压维持及蜕皮过程的调节有关。 

19.虾蟹类的细胞大小的顺序是（）。 

A.无颗粒细胞＜小颗粒细胞＜大颗粒细胞 

B.无颗粒细胞＜大颗粒细胞＜小颗粒细胞 

C.小颗粒细胞＜无颗粒细胞＜大颗粒细胞 

D.大颗粒细胞＜无颗粒细胞＜小颗粒细胞 

正确答案：A 

参考解析：甲壳动物的血细胞尚无统一的分类标准，根据细胞质中是否含有颗粒

或根据颗粒的大小分类，主要分为无颗粒细胞、小颗粒细胞和大颗粒细胞三类。



A 项，一般三类细胞的大小顺序为：无颗粒细胞＜小颗粒细胞＜大颗粒细胞。B

项，在总血中三类细胞中所占比例的大小顺序为：无颗粒细胞＜大颗粒细胞＜小

颗粒细胞。 

20.血清与血浆的主要区别是血清中没有（）。 

A.淋巴细胞 

B.纤维蛋白原 

C.凝血细胞 

D.白细胞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血液抽出后不加抗凝剂即放入试管中，血液将在短时间内凝固；再静

置一段时间，血凝块收缩并析出淡黄色的透明液体，即为血清。血浆是内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水，此外，还有 13%～15%的固体物质，包括蛋白质、

无机盐、小分子有机物等。B项，血清和血浆虽然都是血液的液体部分，但成分

并不完全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血清中没有纤维蛋白原。 

21.水生动物的血浆中水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占的百分数是（）。 

A.5%以下 

B.10%左右 

C.50%左右 

D.80%～90%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D项，水生动物血浆的主要成分是水，因鱼的种类和运动量不同，血

浆中水所占的比例也有所不同，一般介于 80%～90%之间。 

22.下列哪种情况不能延缓和防止凝血？（） 

A.血液中加入肝素 

B.血液与光滑表面接触 

C.血液中加入维生素 K 

D.血液中加入柠檬酸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 项，肝素是高效抗凝剂，而且能够促进纤维蛋白溶解。B 项，血液

与粗糙面接触会导致凝血因子相继活化，从而触发凝血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相反，

血液与光滑表面接触可延缓血液凝固。C项，维生素 K 参与凝血因子的合成，可

促进凝血和止血过程。D 项，柠檬酸盐等化学物质可以与血浆中的 Ca2＋形成不

易电离的草酸钙或络合物等而具有抗凝作用。 

23.水生动物血液循环系统不包括（）。 

A.心脏 

B.血管 

C.肺 

D.神经、内分泌和旁分泌等控制系统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BD 三项，水生动物的循环系统主要包括以下 4 个部分：动力泵-心

脏；容量器-血管；传送体-血液；调控系统-神经、内分泌和旁分泌等控制系统。 

24.水生动物开管式血液循环的基本形式（）。 

A.心脏-静脉-血窦-动脉-心脏 

B.心脏-血窦-静脉-动脉-心脏 



C.心脏-动脉-血窦-静脉-心脏 

D.心脏-血窦-动脉-静脉-心脏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开管式循环系统由心脏、血管和血窦 3部分组成，基本形式为

心脏-动脉-血窦-静脉-心脏。 

25.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体液以细胞壁为界分为细胞内液和细胞外液 

B.细胞内液占总体液的 1/3，是细胞内各种生化反应进行的场所 

C.细胞外液包括血浆、组织液、淋巴液和脑脊液等 

D.生理学将细胞内液构成的细胞赖以生存的液体环境称为机体内环境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 项，体液以细胞膜为界分为细胞内液和细胞外液；B 项，细胞内液

占总体液量的 2/3；D 项，构成机体内环境的是细胞外液。 

26.鱼类心脏的起搏点是（）。 

A.静脉窦 

B.心耳 

C.心室 

D.动脉圆锥 

正确答案：A 

参考解析：A项，静脉窦是鱼类和两栖类心脏的起搏点，其作用是收集和贮存所

有回流入心脏的静脉血。BCD 三项，心耳容纳血液的能力很强；心室是循环原动

力所在部位；动脉圆锥又称辅助性心脏，为软骨鱼类所特有。 

27.分泌的激素中有含碘的酪氨酸的是（）。 

A.下丘脑 

B.腺垂体 

C.甲状腺 

D.胰岛腺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甲状腺分泌的激素为含碘的酪氨酸，主要有甲状腺素即四碘甲

腺原氨酸（T4）和三碘甲腺原氨酸（T3）两种。 

28.心室的收缩压主要反映（）。 

A.心率快慢 

B.外周阻力大小 

C.每搏输出量大小 

D.大动脉弹性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心输出量是影响血压的关键因素，心输出量升高，则收缩压升高。AC

两项，心输出量一般指每分输出量，与机体的代谢水平相适应，大小为心率和每

搏输出量的乘积，在鱼类中，影响其心输出量的主要因素是每搏输出量，而心率

变化的影响较小。 

29.下列关于心室肌细胞动作电位离子运动的叙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0 期主要是 Na＋内流 

B.1 期主要是 Cl－内流 

C.2 期主要是 Ca2＋内流和 K＋外流 



D.3 期主要是 K＋外流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A 项，0 期为去极化过程，主要由 Na＋内流引起；B 项，1 期是快速

复极初期，由 Cl－的短暂内流和 K＋的快速外流所引起，其中 K＋外流起主要作

用，与 0 期构成峰电位；C 项，2 期为快速复极中期，又称平台期，由 Ca2＋缓

慢内流和少量 K＋外流引起，是复极化过程缓慢的主要原因；D 项，3 期为快速

复极末期，Ca2＋内流停止，K＋讯速外流。4 期为静息期，主要通过 Na＋-K＋泵

的活动和 Na＋-Ca2＋交换作用使细胞内外离子分布恢复到静息电位水平。  

30.细胞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受内在遗传机制的控制自动结束生命的过

程叫（）。 

A.细胞分化 

B.细胞衰老 

C.细胞坏死 

D.细胞凋亡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A项，在个体发育中，由一种相同的细胞类型经过分裂后逐渐在形态、

结构和功能上形成不同细胞类群的过程称为细胞分化。B项，细胞衰老是机体在

退化时期生理功能下降和紊乱的综合表现，是不可逆的生命过程。CD 两项，细

胞的死亡包括坏死和凋亡两大类型，其中细胞凋亡是指为维持内环境稳定，由基

因控制的细胞自主的有序的死亡。 

31.心室肌的有效不应期较长，一直持续到（）。 

A.收缩期开始 

B.收缩期中间 

C.舒张期开始 

D.舒张中后期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有效不应期是绝对不应期和局部反应期的总和（从 0 期开始到膜内电

位复极化达到－60mV 这一段时期）。C 项，心肌细胞的有效不应期特别长，几乎

延续到心肌细胞整个收缩期和舒张早期，导致此期间内任何刺激都不能使心肌发

生第二次兴奋。 

32.心迷走神经神经纤维释放的乙酰胆碱与心肌细胞膜的（）结合。 

A.α受体 

B.β受体 

C.γ受体 

D.M 受体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能够与乙酰胆碱结合的受体称为胆碱能受体，分为 M型受体和 N型受

体。D项，心迷走神经神经纤维释放的乙酰胆碱能够与心肌细胞膜的 M型受体结

合，进而产生兴奋性突出后电位。 

33.心肌不会出现强直收缩，其原因是（）。 

A.心肌是功能上的合胞体 

B.心肌肌浆网不发达，Ca2＋贮存少 

C.心肌的有效不应期特别长 

D.心肌有自动节律性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心肌细胞的有效不应期特别长，几乎延续到心肌细胞整个收缩

期和舒张早期，导致此期间内任何刺激都不能使心肌发生第二次兴奋。这个特点

使心肌不会产生强直收缩，而始终保持收缩和舒张交替的规律性活动，保证了心

脏泵血功能的实现。 

34.鱼类心脏活动的神经调节不包括（）。 

A.心交感神经 

B.心迷走神经 

C.肾上腺髓质激素 

D.反射性调节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ABD 三项，鱼类心脏活动的神经调节主要包括以下 3方面：①心脏的

神经支配（包括心交感神经和心迷走神经）；②心血管中枢；③反射性调节。 

35.鱼类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是（）。 

A.鳃 

B.鳃小片 

C.皮肤 

D.咽腔黏膜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B项，鳃是鱼类及大多数水生动物的主要呼吸器官，鳃小片是鱼类血

液与水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 

36.虾蟹类心脏结实致密，扁囊状，主要是由（）构成。 

A.直肌 

B.斜肌 

C.环肌 

D.横肌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虾蟹类心脏结实致密，呈扁囊状，主要由环肌构成，以心孔与

围心窦相通。心孔内具有瓣膜，可防止血液倒流。血液从心脏流经动脉及其分支

后，进入身体各部分组织间的血腔以及血窦内进行物质交换。 

37.下面关于水生动物的呼吸过程中，哪项是错误的？（） 

A.鱼类口腔、鳃盖的关闭以及水从口内进入和从鳃孔流出是间断的 

B.流经鳃瓣的水流是连续的 

C.鳃瓣内单向水流有利于降低呼吸阻力 

D.口关闭和鳃盖骨内陷占整个呼吸周期的 85%～90%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ABC 三项，鱼类的呼吸运动可分为以下 4个过程：①当鳃盖膜封住鳃

腔时，口张开，口腔底向下扩大，口腔内的压力低于外界水压，水流入口腔；②

口关闭，口腔瓣膜阻止水倒流，鳃盖向外扩张，使鳃腔内的压力低于口腔，水从

口腔流入鳃腔；③口腔的肌肉收缩，口腔底部上抬，口腔内的压力仍高于鳃腔内

的压力，水继续流向鳃腔；④鳃盖骨内陷，鳃腔的压力上升，水从鳃裂流出。D

项，其中①和③过程占整个过程的85～90%。 

38.影响水生动物气体交换的主要因素不包括（）。 

A.水中盐浓度 



B.气体的溶解度 

C.气体的相对分子质量 

D.呼吸膜的面积 

正确答案：A 

参考解析：影响水生动物气体交换的主要因素有：气体的分压差、溶解度和相对

分子质量，呼吸膜的面积。 

39.水产动物体内不能分泌消化液的部位是（）。 

A.肾脏 

B.肠 

C.胰腺 

D.肝脏 

正确答案：A 

参考解析：BCD 三项，水生动物体内能够分泌消化液的部位有胃、肠、胰腺和肝

脏，其中胰腺和肝脏分泌的消化液经导管汇集于消化管腔中。 

40.氧离曲线是（）。 

A.p（O2）与血氧容量间关系的曲线 

B.p（O2）与血氧含量间关系的曲线 

C.p（O2）与血氧饱和度间关系的曲线 

D.p（O2）与血液 pH 值间关系的曲线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C项，氧离曲线是表示血红蛋白饱和度与氧分压关系的曲线。 

41.下列关于运动终板的相关说法错误的是（）。 

A.运动神经纤维末梢和肌细胞相接触的部位称为运动终板 

B.轴突末梢中的囊泡含有的乙酰胆碱可与运动终板膜上相应受体发生特异性

结合 

C.终板电位是一种局部电位，不具有“全和无”的特征 

D.终板电位不能产生“总和”效果。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D项，终板电位的大小可随乙酰胆碱释放量的增多而增加，因而可以

产生“总和”效果。 

42.下列哪一因素不影响氧合血红蛋白的解离（）。 

A.血中 p（CO2） 

B.血型 

C.血液 H＋浓度 

D.血液温度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ACD 三项，影响氧离曲线的因素包括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分压差、pH、

温度和有机磷酸盐。 

43.水母对渗透压调节中只调节哪一种离子（）。 

A.Na＋ 

B.K＋ 

C.Cu2＋ 

D.SO42－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大多数海产无脊椎动物体液的渗透浓度与周围海水的渗透浓度相等，

属于渗透压随变动物，不存在渗透性运动。D项，水母对渗透压的调节只调节硫

酸根，使其浓度比海水的低，是因为这种动物硫酸盐的浓度与其漂浮生活有关，

排出较重的硫酸根离子可以降低水母的密度而不致下沉。 

44.CO2 在血液中运输的主要形式是（）。 

A.物理溶解 

B.H2CO3 

C.NaHCO3 

D.氨基甲酸血红蛋白 

正确答案：C 

参考解析：二氧化碳在血液中以化学结合状态运输的比例高达 95%。C 项，HCO3

－是主要的运输形式。D 项，少量的 CO2 通过氨基甲酸血红蛋白（不足 10%）运

输。AB 两项，以物理溶解状态运输的 CO2 仅占 5%，其中溶解状态的 CO2 包括单

纯物理溶解和与水结合生成的 H2CO3。 

45.在哪种条件下鱼类的呼吸频率不会增加？（） 

A.高温 

B.低温 

C.溶解氧不足 

D.二氧化碳含量升高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外界环境因子的变化是影响鱼类呼吸频率的重要因素。ACD 三项，水

温升高、水中氧含量不足、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或恐惧、过度活动等都会使鱼类的

呼吸频率大大增加。 

46.影响水生动物呼吸的理化因子不包括（）。 

A.二氧化碳浓度 

B.呼吸膜的面积 

C.水体的 pH 

D.水温 

正确答案：B 

参考解析：ACD 三项，影响水生动物呼吸的理化因子包括：二氧化碳浓度、水体

的溶氧量、水体的 pH、水温。B项，呼吸膜的面积属于影响水生动物呼吸的生物

因素。 

47.胃肠平滑肌基本电节律的产生主要由于（）。 

A.Ca2＋的跨膜扩散 

B.K＋的跨膜扩散 

C.Cl－的跨膜扩散 

D.生电性钠泵的周期性变化 

正确答案：D 

参考解析：D项，用微电极记录的方法，观察消化道平滑肌细胞能在静息电位的

基础上产生缓慢的、节律性的自动去极化波，而这种自动去极化作用主要是生电

性钠泵的周期性活动产生的。 

48.水生动物正常情况下胃黏膜不会被胃液所破坏，是由于（）。 

A.胃腺细胞分泌的黏液能防止侵蚀 

B.胃液中的糖蛋白可中和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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