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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北京昌平区初三二模 

生    物         2019.05 

考

生

须

知 

1. 本试卷共 6页，共两部分，20个小题，满分 45分。考试时间生物和化学共 90分钟。

2. 请在试卷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姓名和考试编号。

3. 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 在答题卡上，选择题、作图题用 2B铅笔作答，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 考试结束后，请交回答题卡、试卷（草稿纸，如有）。

第一部分 选择题（每小题 1分，共 15 分） 

下列各题均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意要求的。 

1. 下列显微镜操作中，转换镜头的正确操作是

2. 草履虫是能够独立完成各项生命活动的一个细胞。在此方面与草履虫相同的是

A. 病毒 B. 变形虫 C. 神经细胞 D. 叶肉细胞 

3. 菜豆种子胚的细胞结构中，能阻止红墨水进入细胞的是

A. 细胞壁 B. 细胞膜 C. 叶绿体 D. 细胞核 

4. 在土壤中，种子萌发初期所需要的有机物来自

A. 种子 B. 土壤 C. 空气 D. 水 

5. 公园灌木丛处比裸地空气湿度大，主要是因为植物的

A. 光合作用 B. 呼吸作用 C. 蒸腾作用 D. 吸收作用 

6. 剧烈运动时，人体的呼吸频率和深度都会相应增加。下列有关运动与呼吸的说法错误的是

A. 肺内的气体交换依靠扩散实现 

B. 运动能提高肺部气体交换速率 

C. 运动使肋间肌和膈肌得到锻炼 

D. 运动时不需要神经系统的调控 

7. 结合下图判断有关人体营养的叙述，错误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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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结构①内可以消化蛋白质 B. 结构②是消化的主要器官 

C. 结构③扩大了吸收的面积 D. 吸收的基本功能单位是器官 

8. “瞳孔对光反射”是指瞳孔大小随光照强度而变化的反应。有关该反射说法错误的是

A. 完成该反射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 B. 实现该反射的结构基础是反射弧 

C. 该反射的过程没有神经中枢参与 D. 该反射活动属于非条件发射 

9. 老年人不适宜进行登山等剧烈运动，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A. 骨中有机物减少，摔倒后易骨折 B. 韧带及关节囊松弛，关节易错位 

C. 骨骼肌耗氧量减少，收缩力增加 D. 关节中滑液减少，润滑作用减弱 

10. 在母鸡孵卵期间，如果将所孵的卵取走，它依然继续孵卵。母鸡的孵卵行为属于

A. 先天行为 B. 学习行为 C. 捕食行为 D. 社群行为 

11. 非洲象有两种：有牙象和无牙象。自然状态下，有牙象多于无牙象，但因为偷猎者大量捕杀有牙象，长此以

往，无牙象的数量越来越多。下列有光说法错误的是 

A. 象的有牙和无牙是一对相对性状 

B. 有牙无牙的性状主要由基因控制 

C. 象为了不被捕杀，产生了无牙变异 

D. 无牙象数量增多是人工选择的结果 

12. 2019年 1月    型流感大面积流行。发现流感患者后，应该及时隔离治疗，对其原来生活环境进行消毒。这

两项措施分别属于 

A. 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B. 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 

C.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D. 控制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 

13. 下列属于特异性免疫的是

A. 皮肤对病原体的屏障 B. 白细胞对病原体的吞噬 

C. 溶菌酶对病原体的溶解 D. 患过水痘的人不再患此病 

14. 伞藻属于单细胞藻类，地中海伞藻的伞帽呈伞形，细圆齿伞藻的伞帽呈菊花形。科学家将两种伞藻进行核移

植实验，过程和结果如下图所示。该实验说明控制伞帽形状的遗传物质位于伞藻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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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细胞核 B. 细胞质 C. 细胞膜 D. 细胞壁 

15. 下列实例与技术搭配错误的是

A. 用乳酸菌制酸奶—发酵   B. 紫花白花玉兰同株—嫁接 

C. 快速繁殖蝴蝶兰—植物组织培养  D. “多莉”羊的诞生—转基因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共 30 分） 

16. （6分）下图为新疆博斯腾湖示意图。湖水上层，浮游藻类的密度最大，湖水中层次之，湖水下层最小。湖中

鲢鱼主要滤食浮游藻类，河鲈捕食鲢鱼等小型鱼类。 

（1）博斯腾湖内的所有生物和它们生活的非生物环境相互作用，组成一个 。 

（2）湖内的生产者是浮游藻类和水，它们能够制造有机物，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食物。浮游藻类的密度与水深的

关系体现出该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受  因素的影响。 

（3）湖中鱼类生活的水层与其获得的食物分布密切相关，据此推测，鲢鱼主要生活在湖内水体的 层 。

水生藻类、鲢鱼和河鲈等生物之间通过  关系，形成食物链 

（4）底栖动物和微生物将其他生物的遗体或粪便 成无机物，归还于非生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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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分）肾脏是形成尿液的器官，局部结构如下图所示。肾单位是肾脏的基本功能单位，含有 A、B两套串联

在一起的毛细血管网，均能发生物质交换。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毛细血管网 A主要位于肾脏的 质，所交换的物质  （包含/不包含）代谢废物 

（2）毛细血管网 B所交换的物质 （包含/不包含）代谢废物。比较血管 C和血管 D内的血液，得到

“净化”的是血管 内血液。 

（3）在毛细血管网 B所在部位，葡萄糖和无机盐等物质的交换过程需要消耗能量，这些能量来自细胞的 

作用。流经此处毛细血管后，血液中氧气含量变  ，血液变成了静脉血。 

18. （6分）奶牛养殖过程中要及时发现母牛发情，根据不同需求，选择分离的 X型精子（含 X染色体）或 Y型精

子（含 Y染色体）完成人工授精使其怀孕生仔，以保证起持续不断地产奶。 

（1）为了扩大母牛的数量，应在母牛发情期选择 型精子，进行人工受精。母牛发情与其  

（填器官）分泌的雌性激素有关。 

（2）在泌乳前后的母牛体内，孕激素和催乳素含量会发生规律性变化。为了研究两种激素含量与泌乳的关系，工

作人员选用 40头大小相近，身体健康的怀孕母牛进行实验。 

①为保证激素含量的日泌乳量数据的可靠性，减少实验误差，应分别计算参与实验的 40头奶牛检测结果的

值并进行分析。实验需检测和记录“泌乳前”这两种激素含量，该数据在实验中起 作用。 

②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分析上述实验结果可知，催乳素具有启动并维持母牛 的作用。孕激素在此方面的作用与催乳素 

（相同/相反） 

19.（6 分）下列图 1为草莓花（去除花瓣）的结果。图 2为草莓的可食用部分，主要由花托发育而来，上面分布

着大量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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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图 2分析，图 1中的 （填字母）为雌蕊。双受精作用完成后，叶片制造的糖类通过 

组织大量运输到花托储存。 

（2）在草莓生产中，农民往往依据经验选择施肥种类和用量（经验用量）。经实验验证，氮肥目前的经验用量已

是最佳施用量。科学工作者继续实验研究磷、钾肥的用量对草莓产量的影响，为草莓高产提供科学的施肥依据。

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①草莓吸收氮磷钾等矿质营养的主要器官是 。 

②分析实验结果，为农民草莓高产提供的最佳施肥建议是：生产中 （需要/不需要）施用钾肥；

调整施用磷肥的经验用量到 105千克/公顷，理由是：若低于此用量会导致 ；若高于此用量则

会导致   。 

20. （6分）阅读科普短文，回答问题。

人们通常认为，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和藻类的“专利”，然而，最近科学家有了令人惊奇的发现，他们把绿

色的成年绿叶海天牛（一种以藻类为食的海洋软体动物）从野外移到实验室中，发现它们在有光条件下，也能吸

收二氧化碳，即使不提供食物，也存活了十个多月。并在它们的肠细胞中观察到了叶绿体，这些叶绿体来源于被

啃食的藻类。 

通常，独立的叶绿体会在几天内迅速丧失光合作用能力，这是因为与光合作用有关的基因，有一部分位于藻

类细胞的细胞核内。为什么绿叶海天牛没有藻类细胞核，却能维持叶绿体功能长达十个多月呢？科学家们研究推

测，这很可能与藻类和绿叶海天牛之间存在基因转移有关，即藻类与光合作用有关的核基因转移到了绿叶海天牛

的细胞核中。 

基因转移可以分成垂直基因转移与水平基因转移两类。垂直基因转移是指生物个体通过繁殖将自己的基因传

递给后代的行为。水平基因转移是指差异生物个体之间的基因转移，这里所说的差异生物个体，可以是完全没有

任何亲缘关系甚至种类完全不同的两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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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推测是否正确，科学家们选择处于图 1某发育阶段的绿叶海天牛，对其染色体上基因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在绿叶海天牛的染色体上，的确检测到与光合作用有关的藻类核基因。这一结果证明，藻类

核基因确实转移到了绿叶海天牛的细胞核中，并且能够通过卵遗传给下一代。 

（1）成年绿叶海天牛长时间不进食却可以存活，是因为在有光条件下，它们能够吸收 （气体），

在体内的叶绿体制造   供自身利用。绿叶海天牛体内的叶绿体来源于 。 

（2）绿叶海天牛将与光合作用有关的藻类核基因整合到自己染色体上的行为，属于 （垂直/水平）基因

转移。 

（3）在检测藻类核基因是否真的转移到绿叶海天牛的细胞核内时，为避免进食后肠道内藻类对结果的影响，可选

择图 1中  （填字母）发育阶段的绿叶海天牛进行检测。 

（4）绿叶海天牛的一些近亲，必须依靠持续的啃食藻类来更新体内消耗的叶绿体，以维持光合作用。推测这些

“近亲”的染色体上  （存在/不存在）光合作用有关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