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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石景山区初三二模

生 物

学校___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准考证号_________________

一、选择题（每题 1分，共 15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注意将正确选项填涂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1．构成下列生物或结构的细胞中含有叶绿体的是

①保卫细胞 ②草履虫 ③洋葱鳞片叶内表皮 ④根尖细胞 ⑤水绵 ⑥苔藓

A．①⑤⑥ B．③④⑤ C．③⑤⑥ D．②④⑤

2．多细胞生物体中，细胞的形态和结构与其所行使的功能相适应。下列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A．根的成熟区外层细胞向外凸伸形成根毛，扩大了与土壤的接触面积

B．成熟的红细胞没有细胞核，有利于其透过毛细血管壁

C．精子细胞呈蝌蚪形，有长长的尾，便于游动

D．神经细胞有数量较多的突起，有利于接受刺激产生并传导兴奋

3．北京的市树是国槐和侧柏，国槐在冬天纷纷落叶，而侧柏依然郁郁葱葱，这表明

A．国槐不适应寒冷的环境 B．侧柏不适应寒冷的环境

C．它们都不适应寒冷的环境 D．它们都适应寒冷的环境

4．安徽某地建立了“牛-蚯蚓-水稻”循环农业模式，模式图如下。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在该生态系统中蚯蚓属于消费者 B．有机肥可以为水稻提供无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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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试卷共 6 页，共二道大题，20 道小题，满分 45 分。考试时间 45 分钟。

2．在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选择题请用 2B 铅笔作答，其他试题请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在

试卷上作答无效。

4．考试结束，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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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蚯蚓以粪便为食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 D．牛食用水稻秸秆加速了物质循环

5．3月 12 日是我国的植树节，植树时需将树苗从苗圃移栽到种植区。下列关于植物移栽说法不．正确的是

A．移栽时带土可以更好的保护植物的根

B．移栽时剪去部分枝叶可以降低蒸腾作用

C．春季温度适宜有利于植物成活

D．为提高成活率应选择光照最强时进行移栽

6．2019 年，位于北极圈附近的世界种子库已建成 10 年，其储存的种子样本已经超过 100 万份。下列关于种子的

储存和萌发叙述不．正确的是

A．较低的温度有利于种子的储存 B．低氧条件下种子能储存较长时间

C．只要有充足的水分种子就能萌发 D．建立种子库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7．1岁的小轩轩因误食异物导致无法正常进食。下图是小轩轩就医时拍摄的胸部 X光片，医生使用仪器从口腔探

入将异物取出。该异物堵塞的部位和取异物时仪器不可能穿过的部位分别是

A．气管和喉

B．气管和咽

C．食管和咽

D．食管和喉

8．肌节是肌肉收缩和舒张的功能单位，肌节由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构成。这两种蛋白之间相对滑行，导致肌肉

收缩和舒张（见图一）。当进行伸肘运动时（见图二）

A．肱二头肌处于 b 状态，肱三头肌处于 a 状态

B．肱二头肌处于 a 状态，肱三头肌处于 b 状态

C．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均处于 a 状态

D．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均处于 b 状态

9．王先生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尿液中含有葡萄糖。下列相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A．王先生可能没有患病 B．王先生可能患了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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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王先生的肾小球的功能可能异常 D．王先生体内胰岛素含量可能不足

10．当声波以几百万分之一秒的差距先后传到人耳时，人会感受到立体音效。这种神奇的感受产生于

A．大脑皮层 B．耳廓 C．鼓膜 D．耳蜗

11．下列生物性状的表述中，不．属于相对性状的是

A．家蚕的白色蛹和褐色蛹 B．果蝇的白眼和红眼

C．家猫瞳孔的放大和缩小 D．豌豆种子的圆粒和皱粒

12．把一只没有怀孕的雌性大鼠暴露在 X 射线下，只有它的（ ）细胞中的遗传物质发生变异，才会对后代产

生影响。

A．体 B．肝 C．生殖 D神经

13．随着抗生素的大量使用，细菌的抗药性问题日益严重。科学家尝试使用噬菌体来消灭细菌，获得了一定的疗

效。下列关于细菌和噬菌体说法正确的是

A．细菌是一种原生生物 B．细菌和噬菌体间是捕食关系

C．噬菌体比细菌结构复杂 D．噬菌体必须在活菌内寄生

14．麦地那龙线虫可导致人类患上由此寄生虫引起的传染病。针对其幼虫生活在水中这一特点，科研人员发明了

一种便携式滤水器。人们即使直接饮用过滤后的生水也不会感染这种传染病。从预防传染病的角度上看，便

携式滤水器的作用是

A．控制传染源 B．切断传播途径 C．保护易感人群 D．杀死病原体

15．下图是乐乐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草履虫，他想在视野中央观察草履虫的分裂过程，应该将临时装片

A．向左下方移动

B．向右上方移动

C．向上移动

D．向下移动

二、非选择题（共 30 分）

16．（6 分）电视台播出的真人秀节目——《跟着贝尔去冒险》介绍了很多在野外获取食物和水的方法。其中钻木

取水（如甲图）、树皮充饥令人惊叹不已。请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甲图 乙图 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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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甲图取水装置可知，若要收集到树干中的水分，钉入的竹管应到达茎中的______管处，该结构的主要功能

是运输__________。

（2）野外取水还可以采用乙图所示的方法：选择枝叶繁茂的小树，用塑料袋将枝叶罩住并扎紧袋子，一段时间后

塑料袋壁上就会出现很多水珠，这种取水方法利用的是植物的________作用。

（3）树皮可以用来充饥的原因是树皮中有_________管，其功能是运输___________。

（4）每年枣农都会对 5 年以上已结实的枣树进行环状剥皮，如丙图所示，这样做的目的是_____________，以提

高果实产量。

17．（5 分）春末夏初，篱笆墙上爬满了牵牛花，其花色娇艳，姹紫嫣红。有些种类的牵牛花颜色在一天之中会发

生变化。请回答下列问题：

（1）上图表示牵牛花的花蕊，其中雄蕊的②___产生花粉，花粉落到雌蕊的①____上的过程叫做传粉。

（2）牵牛花成喇叭状，花冠颜色鲜艳，据此推测牵牛花的传粉方式可能为________。

（3）为探究牵牛花花色发生变化的原因，乐乐提取了牵牛花细胞中的花青素，进行了如下实验：

1号试管
2号试管（对

照）
3号试管

花青素 10ml 10ml 10ml

处理方式 3滴 10%盐酸溶液 3 滴蒸馏水
3 滴 0.1g/ ml

NaOH 溶液

酸碱性 酸性 中性 碱性

现象 粉红色 紫色 蓝色

①该实验表明，牵牛花的颜色可能与其细胞液的________相关。

②研究发现，细胞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影响花色。请推测，在清晨牵牛花的花色可能呈现________色。

18．（6 分）科研人员开发了一种全新的药物递送技术，有望改变胰岛素只能注射不能口服的现状。请回答下列问

题：

（1）胰岛素是一种由胰岛分泌的________，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Ⅰ型糖尿病患者因自身胰岛素分泌不足，需要

长期定时注射药物。

（2）胰岛素不能口服的原因是：它是一种大分子物质，难以直接被人体的消化道____，且在胃内还会被________

酶分解破坏，从而失去生物活性。

（3）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微型注射器。口服并进入胃后，微型注射器的针头弹出，将药物注射到胃壁内，最终进

入胃壁内的_________，从而将药物运至患者全身。注射过程中患者不会感受到疼痛的主要原因是胃壁中缺

乏相应的_________（感受器/效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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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物中的胰岛素与人体自身合成的胰岛素结构相似，不会被人体识别为_________而引发免疫反应。

19．（7 分）人类中非秃顶和秃顶受常染色体上的一对基因（B、b）控制，其中男性只有基因型为 BB 时才表现为

非秃顶，而女性只有基因型为 bb 时才表现为秃顶。请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某非秃顶女性的基因型为__________，该女性与非秃顶男性结婚，子代中男孩表现型为___________，女孩

表现型为__________。

（2）研究发现，有些人脱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________分泌的雄性激素过多造成的。成年后雄性激素分泌量会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科研人员就两种治疗脱发的药物（非那雄胺、米诺地尔）单独和联合使用的疗效进行

了研究，数据如下：

①根据表中数据，可以发现这两种治疗脱发的药物联合使用的效果_____单独使用。

②对于不同年龄的患者，药物的治疗效果呈现______________趋势。形成这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6 分）阅读下面短文

香蕉正因为一种致命的真菌感染而危在旦夕。这种真菌性病害叫黄叶病，致病真菌为香蕉枯萎病菌。

其实，香蕉和黄叶病过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交手是在将近一个

世纪前，交战的双方是黄叶病 1 号（TR1）和一种叫做大麦克的香蕉。经过

半个世纪的缠斗，大麦克最终不敌黄叶病 1号，于 1950 年前后彻底退出历

史舞台。接替大麦克上阵的就是我们现在常吃的香蕉——华蕉。华蕉不但抵

御了黄叶病 1 号的入侵，其它十几种常见的香蕉疾病也奈它不得。凭借优良

的抗病性状，华蕉成了继大麦克之后全球最主要的香蕉品种。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华蕉也生病了。从 1980 年开始，黄叶病又回来了！这次的香蕉枯萎病菌已经

改头换面，人们将其命名为黄叶病 4 号（TR4）。就像当年的大麦克遇到 TR1 那样，华蕉在 TR4 面前毫无抵

抗力。经过与“菌魔”二三十年的长期抗争，华蕉早已显露疲态，黄叶病趁机大规模卷土重来。

由于华蕉是一种高度不育的香蕉品种，只能用类似扦插的方式进行繁殖。这种繁殖方式变异率很低，缺少遗

传上的多样性。因此华蕉面对快速变异的致病菌毫无招架之力，只要一根香蕉患病，灾害可能很快就蔓延到世界

各个角落。对此大多数香蕉研究人员认为，真正的应对之道还是应该放弃高度不育的香蕉品种，采用各种方法提

高香蕉的变异率使香蕉再次抵御黄叶病的侵染。

请回答下列问题：

（1）香蕉枯萎病菌属于________界的生物，其______（有/无）成形的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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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华蕉从能抵御黄叶病到感染黄叶病的主要原因是香蕉枯萎病菌发生了____。

（3）扦插属于_______生殖。至今，华蕉还没有出现抗病性状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

（4）下列措施中能提高香蕉后代变异率的有____________（多选）

A．转基因技术 B．诱变育种 C．嫁接 D．植物组织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