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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北京十一学校初二（下）期中 

生    物 

一、选择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5分）每题只有 1个选项符合题意，请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 

1．金针菇是常见的食用真菌，其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  ） 

A．细胞 B．孢子 C．菌丝 D．细胞核 

2．“蛟龙号”可下潜到深海海底，在约 7 千米深处发现了一些未知生物。推测这些生物不能进行的生命活

动是（  ） 

A．光合作用 B．呼吸作用 C．获取营养 D．生长繁殖 

3．下列各项中，关于实验操作及其目的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选项 实验操作 目的 

A 制作人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时，滴加生理盐水 保持细胞形态 

B 制作叶片横切面的临时切片，尽可能切得薄 利于光线透过 

C 观察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时，滴加碘液 便于观察细胞核 

D 探究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时，叶片局部遮盖黑纸 消耗原有有机物 

A．A B．B C．C D．D 

4．下列实例中，属于生物影响环境的是（  ） 

A．仙人掌的叶特化为刺 B．蚯蚓能疏松土壤  

C．大雁南飞以度过寒冬 D．葵花朵朵向太阳 

5．如图是某生态系统中几种生物间的关系示意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生物所需的能量最终来自太阳能  

B．物质循环只与①④有关  

C．生态平衡只与②③有关  

D．①→②→③→④是一条食物链 

6．下列器官与执行其功能的主要组织对应有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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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骨﹣﹣保护组织 B．唾液腺﹣﹣上皮组织  

C．心脏﹣﹣肌肉组织 D．大脑﹣﹣神经组织 

7．以下实验材料中，能观察到正在分裂的细胞的是（  ） 

A．番茄果肉 B．洋葱根尖 C．菠菜叶表皮 D．石榴叶脉 

8．“穿花度柳飞如箭，粘絮寻香似落星”。这描写的是蜜蜂帮助植物传粉的场景。完成传粉，花粉应落到

的结构是（  ） 

A．柱头 B．花柱 C．花药 D．花丝 

9．“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农谚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的说法，即小满时节小麦

籽粒（果实）逐渐饱满。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籽粒由雌蕊中的子房发育而成  

B．籽粒饱满过程中胚逐渐发育成熟  

C．根吸收土壤中有机物使籽粒饱满  

D．籽粒饱满过程中营养物质不断积累 

10．蒲公英是北京地区常见的野生花卉，果实上方具有冠毛。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冠毛有助于种子传播  

B．种子传播可扩大植物分布范围  

C．空气湿度增加利于增大种子传播距离  

D．种子传播减少同种个体对资源的争夺 

11．位于海淀温泉镇的草莓种植基地，采用“5G 智能温室环境控制系统”进行管理。下列管理措施不合理

的是（  ） 

 

A．监测土壤含水量，以便合理灌溉  

B．监测光照强度，光弱时自动补光  

C．监测温度，以及时减小昼夜温差  

D．监测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时增补 

12．每年 5 月 20 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下列做法有助于实现营养均衡的是（  ） 

A．来不及就不吃早饭了 B．食物多样，比例适当  

C．用碳酸饮料代替喝水 D．饭菜多加盐，更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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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探究馒头在口腔中的变化，兴趣小组同学设计相关实验，如下表。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编

号 

处理 检验 

1 馒头屑 唾液 2mL 搅拌 37℃ 

水浴 10 分钟 

滴加碘

液，观

察颜色

变化 

2 馒头屑 清水 2mL 搅拌 

3 馒头块 唾液 2mL 搅拌 

4 馒头屑 唾液 2mL 不搅拌 

A．本实验用试管模拟口腔，37℃模拟口腔温度  

B．1、2 组比较，可探究唾液的消化作用  

C．3、4 组比较，可探究牙齿和舌的消化作用  

D．预测 1 号试管不变蓝、2 号试管变蓝 

14．血浆含有的物质中，一定不是从消化道吸收来的是（  ） 

A．葡萄糖 B．血浆蛋白 C．氨基酸 D．水 

15．血管是血流的管道。如图为三种血管结构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①把血液从心脏送到全身各处  

B．在四肢处，②中常具有静脉瓣  

C．③内径最小，红细胞单行通过  

D．血液流动的方向为②→③→① 

16．人体每天产生约 180 升原尿，但只排出约 1.5 升尿液。参与该变化的主要结构是（  ） 

A．肾小球 B．肾小囊 C．肾小管 D．输尿管 

17．睡眠障碍会影响某种激素对机体的调节，导致糖尿病的发生。该激素最可能是（  ） 

A．生长激素 B．胰岛素 C．性激素 D．胸腺激素 

18．某些视力损伤患者可通过移植感光细胞恢复视力。治疗中应将感光细胞移植到（  ） 

A．角膜 B．晶状体 C．视网膜 D．脉络膜 

19．狼是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幼狼不断观摩成年狼捕食和格斗，获得捕食技巧。从行为获得途径来看，

该行为属于（  ） 

A．先天性行为 B．学习行为 C．社会行为 D．攻击行为 

20．桂叶黄梅的果实形态与卡通米老鼠相似，被称为“米老鼠树”。桂叶黄梅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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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苔藓植物 B．蕨类植物 C．裸子植物 D．被子植物 

21．北美沙漠地区旱季长达 10 个多月，在此生活的两栖动物﹣﹣北美锄足蟾，旱季时在自己挖的洞中“夏

眠”，仅在雨季进行觅食、繁殖。下列关于北美锄足蟾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成体用肺呼吸，皮肤辅助呼吸  

B．生殖和发育摆脱了水的限制  

C．发育方式为变态发育  

D．夏眠是对干旱环境的适应 

22．目前，世界上仅存两头北部白犀牛。科研人员试图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帮助其繁殖。下列叙述不正

确的是（  ） 

A．产生卵细胞的结构是卵巢  

B．受精卵是个体发育的起点  

C．胚胎在子宫内发育  

D．该繁殖方式为无性生殖 

23．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如图中属于遗传物质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24．如图为人类的性别决定示意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精子中性染色体组成是 XY  

B．受精卵Ⅰ发育为男孩  

C．理论上生男生女机会均等  

D．卵细胞类型决定后代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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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021 年 1 月，圆明园遗址公园共有 3 只黑天鹅因感染 H5N8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死亡。以下叙述不正

确的是（  ） 

A．H5N8 禽流感病毒是传染源  

B．应对园内野禽栖息地进行消毒  

C．应对发病黑天鹅栖息地加装隔离设施  

D．饲养员需坚持佩戴手套、口罩等用品 

二、非选择题（每空 1分，共 45分） 

26．（7 分）一品红上部的绿色叶片随着花的发育逐渐转色，形成极具观赏价值的红色苞片（见图 1）。苞片

的大小、数量和颜色是影响一品红品质的关键。 

 

（1）花青素含量可影响苞片的红色程度，花青素储存于        （填细胞结构）中。 

（2）研究者测定了一品红苞片转色过程中细胞内色素含量的变化（如图 2）。据图可知，转色前期，细

胞内花青素含量迅速增加，叶绿素含量        。苞片通过        作用制造的有机物（主要是糖类）不

能满足自身生命活动的需要。 

（3）研究发现，糖类是合成花青素的主要原料。进一步测定转色过程中苞片内糖的含量，发现苞片内

糖含量没有显著下降，而花青素含量却显著增加，请从物质合成和运输角度推测原因是                     。 

夜温/℃ 总苞片数 最大苞片（长×宽）/cm 

18 6 8.23×5.53 

21 10 10.55×7.27 

24 4 7.89×5.10 

（4）研究表明，夜间温度会影响一品红的观赏品质。由上表可知，培养一品红的最佳夜温接

近         ℃，判断依据是                     。 

27．（6 分）盐渍化土壤含盐量较高，不利于植物生长。培育耐盐植物对盐渍化土壤的生物治理和综合开发

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者选取拟南芥完成相关实验。 

（1）野生拟南芥无法生活在盐渍化土壤中，这体现了         （选填“生物”或“非生物”）因素对植

物分布的影响。 

（2）为研究盐渍化土壤对野生拟南芥种子萌发的影响，用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处理种子。 

①实验中，除使用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处理外，温度、空气等条件应适宜且        ，记录种子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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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计算萌发率。结果如图。 

②由图可知，随着氯化钠溶液浓度升高，拟南芥种子萌发率          ，直至无法萌发。 

（3）研究人员对野生拟南芥进行辐射处理，获得多种变异类型。基于上述研究，为确保从中筛选出耐

盐的变异类型，需选用浓度为         mmol/L 的氯化钠溶液。 

（4）研究人员获得了纯种抗盐植株 M。为确定抗盐性状的显隐性，需将 M 与         植株进行杂交，

若获得的子一代幼苗全部表现为不抗盐，由此确定抗盐是        性状。 

 

28．（6 分）呼吸运动是呼吸肌的一种节律性活动，其频率和深度随体内外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1）如图所示，当动脉血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时，位于血管①②内的         受到刺激产生神经冲动，

沿传入神经传导至位于[④]       的神经中枢，最终引起呼吸频率加快，有利于二氧化碳排出。 

（2）当呼吸道内有异物刺激时，会引发咳嗽反射。咳嗽时快速及强烈的呼出气流可将异物排出体外，

该过程保证了呼吸道畅通，使之后吸入的气体能顺利到达      。咳嗽反射是人生来就有的，属于        

反射。 

（3）当我们说话、唱歌时，④中的神经中枢受      （填序号）的控制，使呼吸运动与声带振动导致

的发声过程都能顺利进行。 

（4）由上可知，人体呼吸运动主要受        系统的调节，机制复杂，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29．（7 分）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患者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甲亢长期控制不佳可能导致甲亢

性心脏病。针对这一病症，科研人员研究了它的发病机制。 

（1）心脏是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器官之一。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进入腺体内的       血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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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血液循环首先抵达心脏的        ，最终通过冠脉循环进入心肌细胞。若甲状腺激素分泌过量，会影

响心肌细胞        （细胞的控制中心）内的基因功能。最终使得心肌收缩力增加，血流速度加快，单

位时间内心脏泵出的       增加，导致心脏负荷增加。 

（2）甲亢患者新陈代谢较正常人旺盛，组织细胞耗氧量       。检测发现，甲亢患者血液中运输氧气

的     细胞以及总血量超出正常值，且心率加快，进一步增加了心脏负荷。 

（3）甲亢性心脏病还与免疫系统的紊乱有关。淋巴细胞在抗原的刺激下，能产生相应的       ，还会

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炎症因子会对心脏造成更深层次的损伤。 

30．（6 分）目前我国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和塑料垃圾占比最大，亟待对垃圾进行“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处理。研究人员发现，厨余垃圾中的淀粉可被淀粉乳酸杆菌分解为乳酸。乳酸可用于生产可降解塑

料。 

（1）淀粉乳酸杆菌属于      （选填“单”或“多”）细胞生物，淀粉无法通过         （填细胞结构）

直接进入细胞。 

（2）淀粉乳酸杆菌分解淀粉产生乳酸的大致程如下： 

淀粉 葡萄糖 乳酸 

淀粉乳酸杆菌向细胞外分泌一些酶，将淀粉分解为         ，该物质进入细胞后，可进一步被分解为乳

酸，并释放出        用于各项生命活动。 

（3）为研究不同乳酸杆菌对厨余垃圾发酵的影响，研究者进行如图 1 实验。结果表明，菌株      分

解淀粉的能力最强。 

 

（4）研究者进一步检测了该菌株发酵液中，淀粉、乳酸及生物量（乳酸杆菌的总质量）随时间的变化，

结果如图 2。由图可知，12 小时后，发酵液中生物量不再迅速增加，可能的原因是                    。 

综上所述，该菌株能使淀粉分解产生乳酸，在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能。 

31．（7 分）纹翅蝇因翅上有条纹而得名，它的主要天敌是跳蛛。跳蛛足上也有相似的条纹，而且跳蛛可以

挥舞带条纹的足驱赶入侵自己领域的同种跳蛛。奇特的是，当纹翅蝇高频振动带条纹的翅时，也能吓退

跳蛛。 

（1）为研究纹翅蝇吓退跳蛛与翅的高频振动及翅上条纹是否有关，研究者选择纹翅蝇、家蝇及跳蛛进

行实验。家蝇的翅既无条纹又不能高频振动，且大小、形态与纹翅蝇相似。实验处理及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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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验前对跳蛛进行        处理，以提高跳蛛的捕食积极性。 

②B 组与      组比较发现，将纹翅蝇原来的翅切下再重接（自翅重接）以后，仍具有吓退跳蛛的能力，

这可排除重接对翅振动带来的影响。 

③B 组与 C 组比较，可说明翅         只有高频振动不能吓退跳蛛。 

④为研究仅翅带条纹是否能吓退跳蛛，实验中 D 组“？”的处理应为              。 

⑤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可以说明                     。 

（2）研究者认为，纹翅蝇吓退跳蛛的过程是一种拟态。在跳蛛多的环境中，纹翅蝇具有上述特征的变

异类型属于        （选填“有利”或“不利”）变异。这种类型的纹翅蝇在生存斗争中，更容易吓退跳

蛛生存下来，并将这种变异遗传给子代。经过许多代以后，纹翅蝇多具有上述特征。可见，纹翅蝇的拟

态是          的结果。 

32．（6 分）阅读科普文章，回答下列问题。 

相信大家都见过憨态可掬、黑白相间的大熊猫吃竹子的情景。研究人员发现，具有肉食动物消化道特征

的大熊猫，99%的食物都是竹子，但是对食物的消化率却不足 17%。而其它草食动物普遍能消化超过 80%

的植物性食物。那么大熊猫取食竹子，能获取足够的能量吗？ 

实际上，大熊猫每天至少花费 10 小时进食，同时它们还会选择营养最丰富的竹子种类，并优先取食营

养价值最高的部位。根据季节不同，大熊猫会优先选择竹笋，其次为嫩竹与竹叶，最后为竹秆。这样的

方式会让大熊猫获取足够的能量，进而维持恒定的体温。 

在冬季，大熊猫生活的区域气温常常能达到﹣20℃。大熊猫还有哪些“御寒神技”呢？大熊猫体表被毛，

皮下有厚厚的脂肪层，使其具有较强的抗寒能力。近期，科学家观察到大熊猫喜欢用新鲜的马粪“洗

澡”。它们会先通过气味判断马粪的新鲜程度，之后用脸颊轻扫粪堆，最后用马粪覆盖全身。这种并不

卫生的行为很可能导致大熊猫感染致病菌或寄生虫病，然而科学家却认为这种奇特的行为一定对大熊猫

利大于弊。在 2020 年的最新研究中，我国科学家在新鲜马粪中发现了两种“抗冷分子”——β﹣石竹烯

（BCP）与氧化石竹烯（BCPO）。这两种物质通过麻痹大熊猫感受寒冷的感受器，减少了它对寒冷的感

知，这样大熊猫在寒冬里依然保持正常的取食欲望，进而保证能量的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大熊猫的

抗寒能力。 

拥有“御寒神技”的大熊猫，却在气候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种群数量逐渐减小，一度被定为濒危

物种。1963 年开始，我国先后建立 14 个自然保护区，通过科研助力大熊猫恢复种群数量，并通过立法

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大熊猫从濒危物种变为易危物种。这是世界对我国大熊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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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肯定和支持，然而保护大熊猫的路还很长，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参与。 

（1）大熊猫的取食策略可以让其获得足够的能量，具体的策略有：               、                。 

（2）在大熊猫用马粪“洗澡”的过程中，新鲜马粪中的 BCP 与 BCPO 通过麻痹大熊猫感受寒冷的感受

器，抑制了大熊猫在          处形成冷觉，减少了它对寒冷的感知。 

（3）不同动物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抵御寒冷。以下动物与大熊猫御寒特征最为接近的是      。 

A.赤链蛇 

B.林蛙 

C.海豹 

D.蝗虫 

（4）20 世纪以来，大熊猫的数量锐减，导致        （选填“基因”或“生物种类”）多样性减少。目

前，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已超过 1800 只，保护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然而，还有许多动物像大熊

猫一样濒临灭绝，在野生动物保护中，最有效的措施是             ，以保护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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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1分，共 25分）每题只有 1个选项符合题意，请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 

1．【答案】A 

【分析】生物进行生命活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是细胞。细胞通过分裂和分化形成组织，进而形成器

官、系统、生物体。除病毒外，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解答】解：真菌的细胞都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真菌有单细胞的个体，如酵母菌；也

有多细胞的个体，如蘑菇、金针菇等．多细胞的金针菇由细胞形成菌丝，因此金针菇结构和功能的基本

单位是细胞。 

故选：A。 

2．【答案】A 

【分析】生物的特征：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2、生物能够进行呼吸。3、生物能排出体内产生的废

物。4、生物能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5、生物能够生长和繁殖。6、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

的。7．生物都能遗传和变异的特征。 

【解答】解：凡是生物都能进行呼吸作用、都能获取营养、都能生长繁殖等，但是不一定能进行光合作

用。 

由于这些未知生物生活在深海海底约 7 千米深处，阳光无法照射到，故可推测这些生物不能进行光合作

用，但是能进行呼吸作用、获取营养、生长繁殖等。 

故选：A。 

3．【答案】D 

【分析】（1）临时装片就是将要用显微镜观察的事物临时做成装片。临时装片是从生物体上撕取或挑取

的材料制成的，制成的临时装片包括载玻片组织材料盖玻片。制作临时装片的步骤：一擦、二滴、三取、

四浸、五盖、六碘、七吸。 

（2）《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的实验步骤：暗处理→部分遮光→光照→摘下叶片→酒精脱色→漂洗加

碘→观察颜色。实验要点：光合作用需要光、光合作用制造淀粉、碘遇到淀粉变蓝色，酒精溶解叶片中

的叶绿素。 

【解答】解：A、制作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时，载玻片中央滴生理盐水，保持细胞形态，A 正确； 

B、制作叶片横切面的临时切片时，要尽可能切得薄，这样利于光线透过，易于观察细胞的结构，B 正

确； 

C、细胞核里有染色体，容易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因此制作临时装片时，一般都要用碘液染色使细胞

结构更清晰，C 正确； 

D、遮光将部分叶片上下两面用黑纸遮盖，照光，形成对照实验，变量是光，D 错误。 

故选：D。 

4．【答案】B 

【分析】生物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如沙漠上的植物必须耐旱才能生存．生物也能影响环境如蚯蚓改

良土壤，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植物的蒸腾作用可以增加空气湿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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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A、仙人掌的叶特化为刺是对荒漠缺水环境的一种适应，A 错误； 

B、蚯蚓的活动使得土壤变得肥沃和疏松，是生物对环境的影响，B 正确； 

C、秋天大雁南飞过冬是温度对生物的影响，C 错误； 

D、葵花朵朵向太阳是阳光对生物的影响，D 错误。 

故选：B。 

5．【答案】A 

【分析】（1）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生物部分和非生物部分，非生物部分包括阳光、空气、水、温度

等，生物部分由生产者（植物）、消费者（动物）和分解者（细菌、真菌）组成． 

（2）食物链反映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吃与被吃的关系，所以食物链中不应该出现分解者和非生物

部分．食物链的正确写法是：生产者→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注意起始点是生产者． 

（3）由图可知：①生产者、②初级消费者、③次级消费者、④分解者。 

【解答】解：A、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从生产者固定太阳能开始的，所以该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进行

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根本来源是太阳能，A 正确。 

B、物质循环是在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间物质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循环运动，不会消失．可见物

质循环与①②③④都有关，B 错误。 

C、生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数量和比例总是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生态平衡与图中的①

②③④都有关，C 错误。 

D、图中所示的植物、鸟、虫、细菌和真菌几种生物中，植物是食物链的起始环节。图中①是生产者，

②初级消费者、③次级消费者、④分解者，构成食物链只有一条①→②→③，D 错误。 

故选：A。 

6．【答案】A 

【分析】人体的组织分为上皮组织、结缔组织、神经组织和肌组组织。植物的组织主要有保护组织、营

养组织、输导组织、分生组织、机械组织等，它们各有一定的生理功能。 

【解答】解：A、股骨主要由结缔组织组成，A 错误； 

B、唾液腺能够分泌唾液，主要由上皮组织构成，B 正确； 

C、心脏能够不断的收缩和舒张，主要由肌肉组织构成，C 正确； 

D、大脑能够传递神经冲动，主要由神经组织构成。D 正确。 

故选：A。 

7．【答案】B 

【分析】根尖分生区主要是分生组织，分裂能力强，产生很多新的细胞，解答即可。 

【解答】解：根尖包括根冠、分生区、伸长区、成熟区四部分。其中分生区细胞体积较小，细胞排列紧

密，细胞核较大，具有旺盛的分裂增生能力。所以观察细胞的分裂，ACD 实验材料没有正在分裂的细

胞，故实验材料中，最适宜的是洋葱根尖分生区细胞。 

故选：B。 

8．【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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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花的结构： 

 

【解答】解：传粉是指雄蕊花药中的成熟花粉粒传送到雌蕊柱头上的过程．有自花传粉和异花传粉两种

方式． 

故选：A。 

9．【答案】C 

【分析】（1）当植物完成传粉和受精后，子房继续发育，发育成果实，子房壁发育成果皮，子房内的胚

珠发育成种子。 

（2）种子的萌发的外界条件为适量的水分、适宜的温度和充足的空气；自身条件是有完整而有活力的

胚及胚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而尽量选用粒大饱满的种子，这样的种子中含有较多的营养物质。可使种

子萌发时有充足的营养，萌发出的幼苗更茁壮。 

【解答】解：小麦籽粒属于果实，由雌蕊中的子房发育而成，正确。 

B、籽粒饱满过程中胚逐渐发育成熟，胚是新植株的幼体，正确。 

C、根吸收土壤中的无机物和叶制造的有机物，使籽粒饱满，错误。 

D、籽粒饱满过程中营养物质不断积累，正确。 

故选：C。 

10．【答案】C 

【分析】生物的适应性是指生物体与环境表现相适合的现象．适应性是通过长期的自然选择，需要很长

时间形成的． 

【解答】解：AB、蒲公英冠毛能随风飘到各处，有助于种子传播，种子传播可扩大植物分布范围，AB

正确 

C、空气湿度增加，冠毛附着水分不能舒展，不利于增大种子传播距离，C 错误 

D、种子传播可减少同种生物个体间争夺资源，D 正确 

故选：C。 

11．【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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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植物的光合作用原理是在叶绿体里利用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并放出氧气，同时

把光能转变成化学能储存在制造的有机物里。 

（2）呼吸作用的原理是在线粒体里在氧气的作用下把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时释放能量。 

（3）要想提高作物的产量就要想办法促进光合作用，并抑制呼吸作用。由其原理可知促进光合作用的

措施有：增加光照、增加原料二氧化碳和水。同时我们知道适当提高温度可以促进生物的生命活动，因

此适当增加白天的温度可以促进光合作用的进行。而夜晚适当降温则可以抑制其呼吸作用。 

【解答】解：A、监测土壤含水量，以便合理灌溉，保证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这样能通过为光合作用

提供充足的原料（水和无机盐）增强光合作用强度，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A 不符合题意； 

B、植物只有在光下才能进行光合作用，在一定范围内，光照强光合作用旺盛，监测光照强度，光弱时

自动补光，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B 不符合题意； 

C、一般而言，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呼吸强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强。根据温度对呼吸强度的影响原

理，夜间，植物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还要进行呼吸作用，及时减小昼夜温差，呼吸作用强，不利于提高

大棚草莓产量，C 符合题意； 

D、二氧化碳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二氧化碳的浓度能提高光合作用的速率，

监测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时增补，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D 不符合题意。 

故选：C。 

12．【答案】B 

【分析】合理营养就是指膳食中所含的营养素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比例适当；并与身体的需要保持平

衡．平衡膳食是合理营养的核心．健康食谱，均衡膳食，食物应多样化，谷类、水果蔬菜和肉类荤素搭

配，营养全面合理，科学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其比例为 3：4：3，能保证人体营养的需要． 

【解答】解：A、不吃早餐不能满足上午人体对营养的需要，A 错误； 

B、营养全面合理，科学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其比例为 3：4：3，能保证人体营养的需要，B 正

确； 

C、多数饮料都含有一定量的糖，大量饮用特别是含糖量高的饮料，会在不经意间摄入过多能量，造成

体内能量过剩，不能喝饮料代替水，C 错误； 

D、过量食盐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影响身体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控制饭菜中的食盐量，不能过量，

D 错误。 

故选：B。 

13．【答案】C 

【分析】1、口腔中具有唾液腺，能分泌唾液，唾液中含有唾液淀粉酶，能够将淀粉初步消化为麦芽糖。 

2、淀粉遇到碘液会变蓝，麦芽糖遇到碘液不会变蓝。 

3、酶的活性受温度的影响，高温和低温都会使酶的活性受到抑制，在 37℃左右唾液淀粉酶的催化作用

最强。 

【解答】解：A、酶的活性受温度的影响，高温和低温都会使酶的活性受到抑制，在 37℃左右唾液淀粉

酶的催化作用最强。因此实验过程中，应将实验装置放在37℃的水中进行水浴加热。这是模拟口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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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唾液淀粉酶的活性。本实验用试管模拟口腔，A 正确； 

B、要探究唾液对馒头中淀粉的消化作用，应以唾液为变量设置一组对照实验。因此，1、2 组比较，可

探究唾液的消化作用，B 正确； 

C、对照试验的单一变量原则：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只改变其中一个因素（要研究的因素），观察其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3、4 组比较，具有两个变量（馒头块与馒头屑、搅拌与不搅拌），不能形成对照试验，

C 错误； 

D、实验中 1 号试管加入了唾液，唾液中的唾液淀粉酶将淀粉全部分解为麦芽糖，麦芽糖遇碘液不变蓝，

因此该试管滴加碘液后不变蓝。实验中 2 号试管加入了清水，清水不能将淀粉分解，因此该试管中有淀

粉存在，滴加碘液后变蓝，D 正确。 

故选：C。 

14．【答案】B 

【分析】食物中含有六大类营养物质：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素、水和无机盐，每一类营养物质都

是人体所必需的． 

【解答】解：食物中含有的维生素、水和无机盐等小分子的营养物质人体可以直接吸收利用，而淀粉、

蛋白质和脂肪需要在消化道内被消化为葡萄糖、氨基酸、甘油、脂肪酸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可见选项 B

不是从消化道吸收来的。 

故选：B。 

15．【答案】D 

【分析】①动脉血管较厚、弹性大，②管腔大，管壁较薄，弹性小，③毛细血管壁非常薄，只有一层上

皮细胞构成。 

【解答】解：A、①动脉是将血液从心脏输送到身体各部分去的血管，A 正确 

B、在四肢处，②静脉中常具有静脉瓣，B 正确 

C、③毛细血管内径最小，红细胞单行通过，C 正确 

D、血液在血管内的流动方向是：动脉→毛细血管→静脉，因此血液流动的方向是①→③→②，D 错误 

故选：D。 

16．【答案】C 

【分析】尿液的形成：尿的形成主要包括两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肾小球的过滤作用和肾小管的重吸收作

用。 

【解答】解：液流经肾小球时，血液中的尿酸、尿素、水、无机盐和葡萄糖等物质通过肾小球的过滤作

用，过滤到肾小囊腔中，形成原尿；当原尿流经肾小管时，全部葡萄糖、大部分水和部分无机盐等被肾

小管重吸收，这些被重吸收的物质进入包绕在肾小管外的毛细血管中，送回到血液，剩下的水、无机盐、

尿素等就形成尿液．因此“健康成年人每天形成原尿约 180 升，而每天的尿量仅为 1.5 升左右”．原因是

肾小管的重吸收作用，把原尿中的大部分水、全部的葡萄糖和部分的无机盐重吸收了． 

故选：C。 

17．【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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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胰岛素是由胰岛分泌的．它的主要作用是调节糖的代谢，具体说，它能促进血糖合成糖原，加

速血糖分解，从而降低血糖浓度，胰岛素分泌不足易患糖尿病． 

【解答】解：人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时，血糖合成糖原和血糖分解的作用就会减弱，结果会导致血糖浓

度升高而超过正常值，一部分血糖就会随尿排出体外，形成糖尿。糖尿是糖尿病的特征之一，患糖尿病

的人常表现出多尿、多饮、多食、消瘦和疲乏等症状，对患糖尿病的人，可以用注射胰岛素制剂来治疗。 

故选：B。 

18．【答案】C 

【分析】物像只有落到视网膜上，人才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物体． 

【解答】解：视觉的形成过程大致是：外界物体反射来的光线，依次经过角膜、瞳孔、晶状体和玻璃体，

并经过晶状体等的折射，最终落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物像。视网膜上有对光线敏感的细胞，这些细胞

将图象信息通过视神经传给大脑皮层的神经中枢，人就产生了视觉。所以，某些视力损伤患者可通过移

植感光细胞恢复视力。治疗中应将感光细胞移植到视网膜。 

故选：C。 

19．【答案】B 

【分析】先天性行为是指动物生来就有的，由动物体内的遗传物质所决定的行为，先天性行为是动物的

一种本能行为，不会丧失。 

学习行为是动物出生后通过学习得来的行为。在先天性行为的基础上，通过积累生活经验和“学习”逐

渐建立起来的新的行为。 

【解答】解：题干中幼狼不断观摩成年狼捕食和格斗，获得捕食技巧，是在先天性行为的基础上，通过

积累生活经验和“学习”逐渐建立起来的新的行为，属于学习行为。 

故选：B。 

20．【答案】D 

【分析】植物可以分为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孢子植物包括藻类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种子植物

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据此分析解答。 

【解答】解：被子植物又叫绿色开花植物．它是植物界进化程度最高等的植物类群，它的胚珠外面有子

房壁包被，种子外有果皮包被形成果实，具有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六大器官。由题干知，桂叶

黄梅具有果实，因此属于被子植物，故 D 正确。 

故选：D。 

2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两栖动物是雌雄异体，在水中完成体外受精；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发育为变态发育，

成体既能生活在水中，又能生活在陆地上，用肺呼吸，皮肤辅助呼吸． 

【解答】解：A、北美锄足蟾属于两栖动物，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成体用肺呼吸，皮肤辅助呼

吸，正确。 

B、北美锄足蟾属于两栖动物，体外受精，生殖和发育必须在水中进行，错误； 

C、北美锄足蟾的发育方式为变态发育，正确； 



 

第16页/共21页 
 

D、北美锄足蟾可进行夏眠，是对干旱环境的适应。正确。 

故选：B。 

22．【答案】D 

【分析】试管婴儿技术是指通过人工操作使卵子和精子在体外条件下成熟和受精，并通过培养发育为早

期胚胎后，再经移植后产生后代的技术。 

【解答】解：A、产生卵细胞的结构是卵巢，并且能够分泌雌性激素，A 正确； 

B、受精卵是个体发育的起点，B 正确； 

C、胚胎在子宫内发育，C 正确； 

D、该繁殖方式有两性生殖细胞的结合，为有性生殖，D 错误。 

故选：D。 

23．【答案】D 

【分析】图中①细胞核，②染色体，③蛋白质，④DNA。 

【解答】解：现代遗传学研究认为，控制生物性状遗传的主要物质是DNA（脱氧核糖核酸）．DNA位于

染色体上，染色体位于细胞核内，因此，细胞核是遗传信息的中心，染色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染色体

由蛋白质和 DNA 组成。DNA 在染色体中的含量比较稳定，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故选：D。 

24．【答案】C 

【分析】人体内每个细胞内有 23 对染色体。包括 22 对常染色体和一对性染色体。性染色体包括：X 染

色体和 Y 染色体。含有一对 X 染色体的受精卵发育成女性，而具有一条 X 染色体和一条 Y 染色体者则

发育成男性。人的性别遗传过程如图： 

． 

【解答】解：A、男性可产生数量相等的 X 精子与 Y 精子，精子的性染色体组成不是 XY，A 错误； 

B、受精时，如果是含 22+X 的精子与卵子结合，就产生具有 44+XX 的受精卵并发育成女性；如果是含

22+Y 的精子与卵子结合，就产生具有 44+XY 的受精卵并发育成为男性，受精卵 a 的性染色体是 XX，

所以受精卵Ⅰ发育的胎儿性别是女孩，B 错误； 

C、由分析图示可知：含 X 的精子和含 Y 的精子，哪种精子与卵细胞结合是随机的，因此理论上生男生

女的机会各占 50%，是均等的，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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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男性精子的类型决定了后代的性别是男还是女，D 错误。 

故选：C。 

25．【答案】A 

【分析】传染病是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传播和人与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预防传染病的三个环节

包括：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 

【解答】解：A、传染病是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传播和人与动物之间传播的疾病。H5N8 禽流感

病毒是病原体，A 错误； 

B、对园内野禽栖息地进行消毒，目的是切断传播途径，B 正确； 

C、对发病黑天鹅栖息地加装隔离设施，目的是控制传染源，C 正确； 

D、饲养员需坚持佩戴手套、口罩等，目的是切断传播途径，D 正确。 

故选：A。 

二、非选择题（每空 1分，共 45分） 

26．【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花青素又称红色素，位于叶片细胞中的液泡内。 

影响生物生活的环境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光、温度、水、空气等非生物因素，另一类是生物因素． 

【解答】解：（1）液泡有保持细胞的渗透压和膨胀状态，内有水、糖类等酸、甜、苦、辣、咸味的物质，

故花青素储存于液泡中。 

（2）研究者测定了一品红苞片转色过程中细胞内色素含量的变化（如图 2）。据图可知，转色前期，细

胞内花青素含量迅速增加，叶绿素含量降低。苞片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物（主要是糖类）不能满足

自身生命活动的需要。 

（3）研究发现，糖类是合成花青素的主要原料。进一步测定转色过程中苞片内糖的含量，发现苞片内

糖含量没有显著下降，而花青素含量却显著增加，请从物质合成和运输角度推测原因是绿色叶片通过光

合作用制造的糖，经筛管运输至苞片，参与花青素的合成。 

（4）研究表明，夜间温度会影响一品红的观赏品质。由上表可知，21℃时，培养的一品红苞片数量更

多，面积更大，故培养一品红的最佳夜温接近 21℃。 

故答案为： 

（1）液泡； 

（2）降低；光合； 

（3）绿色叶片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糖，经筛管运输至苞片，参与花青素的合成； 

（4）21℃；该温度下培养的一品红苞片数量更多，面积更大； 

27．【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影响生物生活的环境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光、温度、水、空气等非生物因素，另一

类是生物因素． 

（2）种子萌发的外界条件为①充足的空气、②适宜的温度、③适量的水分．自身因素为完整而有活力

的胚及供胚发育所需的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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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1）影响生物生活的环境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光、温度、水、空气等非生物因素，

另一类是生物因素．野生拟南芥无法生活在盐渍化土壤中，这体现了非生物因素中无机盐对植物分布的

影响。 

（2）①对照性的探究实验应注意变量的惟一性．所以实验中，除使用不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处理外，

温度、空气等条件应适宜且相同。 

②据图可见：随着氯化钠溶液浓度升高，拟南芥种子萌发率迅速下降，直至无法萌发。 

（3）据图可见：当氯化钠溶液浓度为 200mmol/L 时，拟南芥种子几乎不萌发。所以为确保从中筛选出

耐盐的变异类型，需选用浓度为 200mmol/L 的氯化钠溶液。 

（4）在遗传学上，把具有一对相同性状的纯种杂交一代所显现出来的亲本性状，称为显性性状，把未

显现出来的那个亲本性状，称为隐性性状．为确定抗盐性状的显隐性，需将M与不抗盐植株进行杂交，

若获得的子一代幼苗全部表现为不抗盐，由此确定抗盐 隐性性状。 

故答案为：（1）非生物 

（2）①相同； ②迅速下降 

（3）200 

（4）不抗盐；隐性 

28．【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图中①主动脉，②各级动脉，③传入神经纤维，④脑干，⑤大脑。 

【解答】解：（1）人体二氧化碳含量变化可引起呼吸运动频率的改变，当人体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

加时，会通过神经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呼吸频率加快，位于血管①②内的感受器受到刺激产生神经冲动，

沿传入神经传导至位于[④]脑干的神经中枢，最终引起呼吸频率加快，有利于二氧化碳排出。 

（2）吸系统包括呼吸道和肺两部分。呼吸道的组成由上到下依次是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管，鼻

腔内有鼻毛，可以阻挡灰尘，清洁空气，呼吸道都有骨或软骨做支架，使空气顺畅通过，其内表面覆盖

着黏膜，黏膜上的黏液能湿润空气，黏膜内还分布有丰富的毛细血管，能温暖空气。这些特点既保证了

气体的畅通，又对吸入的空气具有清洁、温暖和湿润的作用。使之后吸入的气体能顺利到达肺。咳嗽反

射是人生来就有的，属于 简单反射。 

（3）当我们说话、唱歌时，④脑干中的神经中枢受⑤大脑皮层的控制，使呼吸运动与声带振动导致的

发声过程都能顺利进行。 

（4）由上可知，人体呼吸运动主要受神经系统的调节，机制复杂，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 

故答案为：（1）感受器；脑干； 

（2）肺；简单； 

（3）⑤； 

（4）神经。 

29．【答案】（1）毛细血管；右心房；细胞核；血量； 

（2）增加；红； 

（3）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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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甲状腺激素是由甲状腺分泌的，其作用是促进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解答】解：（1）甲状腺属于内分泌腺，腺体没有导管，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进入腺体内的毛

细血管，并随血液循环，通过上腔静脉首先进入心脏的右心房，最终通过冠脉循环进入心肌细胞。心肌

细胞的细胞核里有遗传物质 DNA，DNA 上有基因，细胞核是细胞的控制中心，若甲状腺激素分泌过量，

会影响心肌细胞细胞核内的基因功能。最终使得心肌收缩力增加，血流速度加快，单位时间内心脏泵出

的血量增加，导致心脏负荷增加。 

（2）甲亢患者新陈代谢较正常人旺盛，组织细胞呼吸作用旺盛，分解的有机物多，耗氧量增加。检测

发现，甲亢患者血液中运输氧气的红细胞以及总血量超出正常值，且心率加快，进一步增加了心脏负荷。 

（3）甲亢性心脏病还与免疫系统的紊乱有关。抗体是指抗原物质侵入人体后，刺激淋巴细胞产生的一

种抵抗该抗原物质的特殊蛋白质。淋巴细胞在抗原的刺激下，能产生相应的抗体，还会分泌大量的炎症

因子。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炎症因子会对心脏造成更深层次的损伤。 

故答案为：（1）毛细血管；右心房；细胞核；血量； 

（2）增加；红； 

（3）抗体。 

30．【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一些营腐生生活的细菌和真菌能把动植物遗体、遗物（枯枝落叶、动物粪便等）分解成二氧化

碳、水和无机盐，这些物质又能被植物吸收利用，进而制造有机物，促进了自然界中二氧化碳等物质的

循环。 

【解答】解：（1）淀粉乳酸杆菌属于单细胞生物，细胞膜是选择性渗透膜，淀粉无法通过细胞膜直接进

入细胞。 

（2）淀粉乳酸杆菌向细胞外分泌一些酶，将淀粉分解为葡萄糖，该物质进入细胞后，可进一步被分解

为乳酸，并释放出能量用于各项生命活动。 

（3）为研究不同乳酸杆菌对厨余垃圾发酵的影响，研究者进行如图 1 实验。结果表明，菌株 B 分解淀

粉的能力最强。 

（4）研究者进一步检测了该菌株发酵液中，淀粉、乳酸及生物量随时间的变化，结果如图2。由图可知，

12小时后，发酵液中生物量不再迅速增加，可能的原因是营养物质缺乏、生活空间不足等。因此，该菌

株能使淀粉分解产生乳酸，在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能。 

故答案为：（1）单细胞膜 

（2）葡萄糖 能量 

（3）B 

（4）营养物质缺乏、生活空间不足等（合理即可） 

31．【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对照实验又叫单一变量实验，只有一个量不同。其它量皆相同的实验。只有一个变量，这就是

实验中所有探究的问题，是可以改变的量。 

【解答】解：（1）①纹翅蝇它的主要天敌是跳蛛，实验前对跳蛛进行饥饿处理，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跳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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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捕食积极性。 

②B 组与 A 组比较发现，将纹翅蝇原来的翅切下再重接（自翅重接）以后，仍具有吓退跳蛛的能力，这

可排除重接对翅振动带来的影响。 

③B 组与 C 组比较，可说明翅无条纹只有高频振动不能吓退跳蛛。 

④为研究仅翅带条纹是否能吓退跳蛛，实验中 D 组“？”的处理应为家蝇重接纹翅蝇翅。 

⑤综合以上实验结果，可以说明纹翅蝇驱赶跳蛛必须依赖翅有条纹和翅振动同时存在。 

（4）生物界普遍存在变异，变异是随机产生的，在生存斗争中，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容易在生存斗

争中获胜而生存下去，反之，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则容易在生存斗争中失败而死亡；由于纹翅蝇吓退

跳蛛的过程是一种拟态。在跳蛛多的环境中，纹翅蝇具有上述特征的变异类型属于有利变异。达尔文把

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过程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

连续的过程．可见，纹翅蝇的拟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故答案为：（1）①饥饿； 

②A； 

③无条纹； 

④家蝇重接纹翅蝇翅； 

⑤纹翅蝇驱赶跳蛛必须依赖翅有条纹和翅振动同时存在； 

（2）有利；自然选择。 

32．【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生物分类单位由大到小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界是最大的分类单位，最基本的

分类单位是种．分类单位越大，生物的相似程度越少，共同特征就越少，生物的亲缘关系就越远；分类

单位越小，生物的相似程度越多，共同特征就越多，生物的亲缘关系就越近． 

（2）生物的多样性包括生物种类（物种）的多样性、基因（遗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三个

层次。 

（3）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①就地保护：主要形式是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

措施。 

②迁地保护：将濒危生物迁出原地，移入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和濒危动物繁育中心，进行特殊的保

护和管理，是对就地保护的补充。 

③建立濒危物种种质库，保护珍贵的遗传资源。 

④加强教育和法制管理，提高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解答】解：（1）分析资料可知，大熊猫的取食策略可以让其获得足够的能量，具体的策略有：至少花

费 10 小时进食、选择营养丰富的竹子种类。 

（2）大熊猫所有的感觉中枢都在大脑皮层的躯体感觉中枢，形成冷觉和热觉的中枢在大脑皮层，因此，

在大熊猫用马粪“洗澡”的过程中，新鲜马粪中的 BCP 与 BCPO 通过麻痹大熊猫感受寒冷的感受器，

抑制了大熊猫在大脑皮层处形成冷觉，减少了它对寒冷的感知。 

（3）大熊猫属于哺乳动物，选项中赤链蛇属于爬行动物，林蛙属于两栖动物，海豹属于哺乳动物，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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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属于节肢动物，因此，与大熊猫御寒特征最为接近是海豹． 

（4）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而自然保护区是“天然的基因库”，是进行科

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还是向人们普及生物知识和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活的自然博物馆”。20世

纪以来，大熊猫的数量锐减，导致基因多样性减少。目前，野生大熊猫的数量已超过 1800 只，保护等

级从“濒危”降为“易危”。然而，还有许多动物像大熊猫一样濒临灭绝，在野生动物保护中，最有效

的措施是建立自然保护区，以保护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 

故答案为：（1）至少花费 10 小时进食；选择营养丰富的竹子种类；选择营养价值高的部位等；（任选两

个答案） 

（2）大脑皮层； 

（3）C； 

（4）基因；建立自然保护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