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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市 西 城 区 九 年 级 模 拟 测 试

生物试卷 ２０１９ ５

考
生
须
知

１． 本试卷共 ６页，分两部分，２０ 道小题，满分 ４５分。 与化学学科考试时间共 ９０分钟。
２． 考生应在试卷、答题卡（机读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班级、姓名和学号。
３． 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机读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４． 选择题用 ２Ｂ 铅笔作答，非选择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５． 考试结束时，请将本试卷、答题卡一并交回。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共 １５分）

本部分共 １５小题， 每小题 １分， 共 １５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 选出最符合

题目要求的一项。
１． 小明用显微镜观察蒲公英的花粉颗粒， 观察到下图中甲、 乙两个视野， 下列描述正确的是

Ａ． 此显微镜的最大放大倍数为 ５０ 倍

Ｂ． 向右移动装片可将甲视野调换成乙视野

Ｃ． 调节细准焦螺旋可使物像变得更加清晰

Ｄ． 若使用相同的光圈和反光镜， 乙视野比甲视野亮

２．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 下列关于黄粉蝶和油菜的叙述不正确
∙∙∙

的是

Ａ． 油菜和黄粉蝶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都是细胞

Ｂ． 油菜叶片表皮有气孔， 可控制水分散失和气体进出

Ｃ． 黄粉蝶体表有外骨骼， 可以防止体内水分的散失

Ｄ． 黄粉蝶的生活需要营养物质， 而油菜不需要

３． 下列关于蝗虫、 青蛙、 家兔特征的叙述， 正确的是

Ａ． 都有脊柱 Ｂ． 都是体内受精， 卵生

Ｃ． 都有发达的后肢 （后足）， 适于跳跃 Ｄ． 都通过肌肉收缩牵引骨绕关节运动

４． 下图表示血液流经结构 Ｘ 后某些成分的变化情况， 据此推测结构 Ｘ 为

Ａ． 肾脏 Ｂ． 组织细胞 Ｃ． 肺 Ｄ． 小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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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关于蛙泳动作要领 “划手腿不动， 收手再收腿， 先伸胳膊后蹬腿， 并拢伸直漂一会

儿” 的顺口溜， 解释不正确
∙∙∙

的是

Ａ． 蛙泳一系列动作的完成需要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共同参与

Ｂ． 蛙泳划水或蹬腿等动作只需要一块骨骼肌就能完成

Ｃ． 蛙泳时人获得的氧气可被运送到肌肉细胞利用

Ｄ． 有机物在肌肉细胞中分解， 可为游泳运动提供能量

６． “黄丽” 是常见的多肉植物， 可以通过叶插方式繁育新植株。 下

列四种生物的生殖方式与 “黄丽” 不同
∙∙

的是

Ａ． 酵母菌的出芽生殖 Ｂ． 西瓜的种子种植

Ｃ． 马铃薯的营养生殖 Ｄ． 细菌的分裂生殖

７． 艾滋病蔓延速度快、 死亡率高， 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疾病。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Ａ． 艾滋病病毒是引发艾滋病的传染源 Ｂ． 艾滋病会通过血液、 握手等途径传播

Ｃ． 艾滋病有传染性、 流行性， 是遗传病 Ｄ． 艾滋病可以预防， 我们不应歧视艾滋病病人

８． 下列关于人的生殖的叙述， 正确的是

Ａ． 人的生命起点是受精卵， 受精场所是子宫

Ｂ． 受精卵中的染色体一半来自父方， 一半来自母方

Ｃ． 精子中 ２３ 条染色体的形态和大小都是相同的

Ｄ． 生男生女由卵细胞中的性染色体类型决定

９． 鸳鸯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吉祥之鸟。 今年 １ 月， 志愿者开展鸳鸯科学研究项目， 对北

京五环内的 ９ 个鸳鸯栖息地同时计数， 共发现 ５４７ 只鸳鸯。 下列说法不正确
∙∙∙

的是

Ａ． 研究时需要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Ｂ． 可以用观察法进一步研究野生鸳鸯的繁殖行为

Ｃ． 鸳鸯卵中发育为雏鸟的结构是胎盘

Ｄ． 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是保护野生鸳鸯的措施之一

１０． 有的小麦品种在果实尖端长有针状的芒刺。 有芒刺不仅可以防止鸟类捕食， 还利于

附着在人和动物身上， 协助扩散传播。 下列分析不正确
∙∙∙

的是

Ａ． 小麦果实尖端的有芒和无芒是一对相对性状

Ｂ． 小麦芒刺的产生与遗传变异有关

Ｃ． 小麦果实长芒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Ｄ． 果实有芒刺是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有利变异

１１． 下表是利用爬行鸡 （一种腿很短的鸡） 进行的两组遗传实验， 据表中信息， 推测

亲代爬行鸡甲
∙

与丁
∙

的基因组成分别为 （用 Ｄ、 ｄ 表示）

组别 亲代 子代

第一组 爬行鸡 （甲） ×正常鸡 （乙） ３５６４ 只爬行鸡

第二组 爬行鸡 （丙） ×爬行鸡 （丁） ２９７７ 只爬行鸡， ９９５ 只正常鸡

Ａ． Ｄｄ　 ＤＤ Ｂ． Ｄｄ　 Ｄｄ Ｃ． ＤＤ　 ＤＤ Ｄ． ＤＤ　 Ｄ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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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显示野生动物数量在短短 ４０ 年内大量减少， 这种现状让我们不得不关注和保

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含义不包括
∙∙∙

Ａ． 保护措施的多样性 Ｂ． 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Ｃ． 生物种类的多样性 Ｄ． 基因的多样性

１３．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缉毒警犬 “昆勋” 在北京出生。 右图是 “昆勋” 诞生过程的示意图，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Ａ． “昆勋” 的培育应用了克隆技术

Ｂ． “昆勋” 与试管婴儿的生殖方式相同

Ｃ． “昆勋” 可能是一只雄性犬

Ｄ． “昆勋” 能识别毒品是先天性行为

１４． 下列关于 “望梅止渴” 这一反射形成过程的描述， 不正确
∙∙∙

的是

Ａ． 该反射是复杂反射 （条件反射） Ｂ． 该反射的感受器是舌上的味蕾

Ｃ． 该反射的效应器是唾液腺 Ｄ． 该反射需要大脑皮层的神经中枢参与

１５． 下列关于实验目的、 步骤和结果的对应完全正确的是

选项 实验目的 实验操作步骤 实验结果

Ａ
探究酒精对水蚤心率

的影响

将水蚤依次放入不同浓度的酒精

和清水中， 计数水蚤的心率
心率逐渐加快

Ｂ
探究唾液对淀粉的消

化作用

馒头碎屑＋２ｍＬ 唾液， ３７℃ 水浴

１０ 分钟， 滴加两滴碘液
变蓝

Ｃ
探究光合作用需要叶

绿体

银边天竺葵暗处理后进行几小时

光照， 酒精脱色后， 滴加碘液
银边处不变蓝

Ｄ
验证植物呼吸作用释

放二氧化碳

将燃烧的蜡烛伸入装有萌发种子

的瓶中
蜡烛熄灭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共 ３０ 分）

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 （每空 １ 分， 共 ３０ 分）
１６． （６ 分） 棉花是重要的纺织原材料， 在我国广泛种植。

图 １　 棉桃　 　 图 ２　 棉花种子

（１） 我们通常说的 “棉花” 并不是花，
而是棉桃成熟开裂后绽出的棉纤维

（如右图 １、 ２ 所示）。 所以棉桃是

由花的 （结构名称） 发育

而成的。 从图 ２ 中还可以推测， 棉

花种子萌发时， 所需的能量物质储

存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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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棉花成长过程中， 棉铃虫是常见害虫， 其幼虫蛀食棉花的嫩叶、 花、 棉铃

　 图 ３　 棉铃虫

（没有长大成熟的棉桃） 等多个部位， 危害很大。 草间小黑

蛛、 青翅蚁形隐翅虫、 七星瓢虫等是棉铃虫的常见天敌。 据

此信息写出一条食物链 。 传统农业生产中常采取释

放赤眼蜂破坏虫卵、 耕地灭蛹 （棉铃虫的蛹常在土壤中越

冬）、 减少羽化等方法降低虫害。 这些防治措施实际是阻断

了棉铃虫 （选填 “完全” 或 “不完全” ） 变态发

育的过程。
（３） 我国早在上世纪 ９０ 年代就将人工合成的杀虫基因导入棉花主栽品种， 成功培

育出抗虫棉， 这主要运用了 技术。 棉花的这种能抗虫的变异是

（选填 “可以” 或 “不可以” ） 遗传的。
１７． （６ 分） 科研人员对小鼠的小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请依据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图 １ 图 ２

（１） 小肠绒毛内有丰富的 ， 能将糖类消化产物葡萄糖和蛋白质的消化产

物 吸收进入循环系统。 但脂肪的消化产物却主要是由小肠绒毛内的

毛细淋巴管吸收的。
（２） 构成小鼠毛细淋巴管壁的上皮细胞间呈 “纽扣状” 连接， 其间隙可吸收脂肪

消化产物。 科研人员将小鼠毛细淋巴管壁上皮细胞中的两个基因 Ｆｌｔ１ 和 Ｎｒｐ１
进行了敲除， 毛细淋巴管壁就变成了密不透风的 “拉链状” 连接 （如图 １）。
这一结果说明 控制生物的性状。

（３） 小鼠这种 “拉链状” 的毛细淋巴管壁对脂肪消化产物的吸收会有什么影响呢？
①科研人员对毛细淋巴管壁为 “拉链状” 突变体小鼠和正常小鼠进行了 １６

周高脂饮食实验， 他们发现， 前者的体重和循环系统中的脂肪消化产物几

乎没有增加。 据此分析， 图 ２ 中 组的小鼠为实验中的突变组。
②脂肪的消化产物去哪了？ 科研人员收集两组小鼠等量的粪便烘干燃烧， 发

现突变组小鼠粪便燃烧释放的 远高于正常组， 由此推测脂肪的消

化产物没有被吸收， 而是随粪便排出。
③以上实验可以说明 “拉链状” 毛细淋巴管 （选填“促进”或“抑

制”） 肠道对脂肪消化产物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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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６ 分） 草履虫与小球藻都是单细胞生物， 它们分布广泛， 易于培养， 繁殖迅速。
（１） 有一种草履虫， 小球藻可在其体内生活。 小球藻细胞中含有 结构，

能进行光合作用， 可为草履虫提供 和氧。
（２） 研究者进行了 “不同光照强度对小球藻氧

气释放速率的影响” 实验， 结果如右图。
光照强度接近 ０ 时， 氧气释放速率小于 ０，
原因是 。 实验结果说明： 在一定

范围内， 。
（３） 观察发现， 这种草履虫更倾向于停留在培养液中 （选填 “背光” 或

“向光” ） 的一侧， 这样会为小球藻提供更好的光合作用条件。 同时， 草履

虫的代谢产物也会被小球藻利用， 二者之间形成 关系。
１９． （６ 分） 斑马鱼是科研中常用的模式生物， 人们利用斑马鱼在胚胎发育、 器官再生

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很多进展。
（１） 斑马鱼是生活在热带淡水中的鱼纲鲤形 鲤形科小型鱼， 因体表具有

深蓝色纵纹似斑马而得名。
（２） 研究者利用斑马鱼进行心脏再生研究。 心脏再生研究的核心是如何促使心肌

细胞重新通过 而增殖。 新产生的细胞还有一部分会分化形成新的血

管内皮细胞。 这些形态相似、 结构和功能相同的单层扁平内皮细胞群在结构

层次上属于 。

图 １

（３） 某研究发现维生素 Ｄ 能促进心肌细胞增殖。
研究者将维生素 Ｄ 溶解在乙烯醇溶液中，
取等量不同浓度的溶液注射到斑马鱼体内

得到如右图 １ 中的数据结果。 图中对照组

应注射 。
（４） 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注射维生素 Ｄ 的心脏

中， 会有 ＥｒｂＢ２ 蛋白出现。 为研究 ＥｒｂＢ２
蛋白是否与维生素 Ｄ 的作用相关。 研究者

又进行了如下几组实验。

组别 Ⅰ Ⅱ Ⅲ

是否加入维生素 Ｄ － ＋ ＋

是否加入 ＥｒｂＢ２ 蛋白抑制剂 （抑制 ＥｒｂＢ２ 蛋白合成） － － ＋

心肌细胞增殖比例 （％） ０ ５２ ２７ ０ ６

　 注： “＋、 －” 分别表示加入、 不加入

根据图 １ 数据， 推测上表中加入维生素 Ｄ 的浓度大约为 ｍｍｏｌ ／ Ｌ。 通

过 两组实验对比， 发现 ＥｒｂＢ２ 蛋白抑制剂对维生素 Ｄ 的作用有抑制效

果。 由此推测维生素 Ｄ 可能是通过调节 ＥｒｂＢ２ 蛋白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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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６ 分） 阅读短文， 回答问题。
草长莺飞五月天， 正是花粉过敏时。 调查显示， 北京市的花粉过敏者超过 １００ 万。
过敏是机体的一种变态反应， 免疫系统对环境中的一些物质如花粉、 动物毛

发等过于敏感， 从而产生异常免疫反应， 对机体造成伤害。 导致过敏的物质被称

为过敏原， 这些物质对正常人一般是无害的。 过敏原诱发人体产生一种称为免疫

球蛋白 Ｅ 的特殊抗体， 吸附在某些细胞的表面。 它可以和环境中的过敏原起反应，
刺激机体过量释放一些化学物质 （如组胺等）， 刺激神经末梢或毛细血管， 引起打

喷嚏、 瘙痒和其他季节性过敏症状。
随着人类社会城市化加剧， 植物种植区域的扩展， 花粉也随之增加， 花粉过

敏已经成为季节性的流行疾病。 飘散在空气中的花粉 （主要是其中的某些特殊蛋

白）， 可以通过呼吸道吸入体内引起过敏反应， 称为花粉症。 其主要表现为呼吸系

统症状， 初发时症状较轻， 反复接触致敏感花粉后会逐渐加重， 严重时诱发哮喘

甚至危及生命。
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不同， 植物的发芽、 开花等物候特征不同， 致敏花粉植物

的花粉飞散时间存在一定差异。 右图为

北京致敏植物花粉飞散时间。
对于花粉过敏严重者， 除了及时就

医、 适度用药外， 外出时戴好口罩、 眼

镜， 远离花草茂盛的地方， 及时清洗口

鼻、 面部， 保持室内一定的湿度等都可

以有效减轻过敏症状。
（１） 花粉症是一种过敏反应， 花粉是其过敏原。 从免疫角度分析， 花粉相当于

， 刺激人体的免疫细胞产生相应的抗体。
（２） 口服抗组胺药物， 可有效缓解花粉过敏的症状。 药物主

要 在 小 肠 被 吸 收 进 血 液， 首 先 到 达 心 脏 的

［　 ］ ， 再经过血液循环到相应部位发挥药效。
鼻喷糖皮质激素 （又名 “肾上腺皮质激素” ） 也是一

种常用的治疗花粉症药物。 根据激素的有关知识可推

知， 此药物的用量一般 （选填 “较多” 或

“较少” ）。
（３） 由文章信息可知， ５ 月下旬北京的致敏植物花粉主要来自于 。 从文

中还可以推测， 引起花粉症的花粉主要依靠 （选填 “风媒” 或 “虫
媒” ） 传粉。

（４） 为降低城市居民花粉症的发病率， 请你结合文章信息对城市绿化提出一条合

理化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