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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昌平初三（上）期末 

生    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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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梨形四膜虫是草履虫的近亲，它的营养方式接近高等哺乳动物。下列关于梨形四膜虫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只由一个细胞构成 B．靠纤毛在水中运动 

C．可以独立完成摄食 D．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2．（1 分）用显微镜观察蚕豆叶下表皮细胞，物像由图 1 转换到图 2 时，不需要进行的操作是（  ） 

A．移动装片 B．转动转换器 

C．转动粗准焦螺旋 D．提高视野亮度 

3．（1 分）低温冻害会严重影响冬小麦细胞控制物质进出的能力，导致植物死亡。冻害受损的细胞结构主要是

（  ） 

A．细胞壁 B．细胞膜 C．细胞质 D．细胞核 

4．（1 分）昌平盛产草莓。草莓基地为了提高冬季草莓产量，所采取的措施中不恰当的是（  ） 

A．增加二氧化碳含量 B．适当增加光照时间 

C．保持昼夜温度相同 D．立体分层无土栽培 

5．（1 分）清晨橡胶树体内水分饱满，切割橡胶产量最高。清晨空气湿度大，减弱了橡胶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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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蒸腾作用 B．呼吸作用 C．储藏作用 D．光合作用 

6．（1 分）冰糖葫芦是中国传统小吃，一般用糖包裹山楂串成，富含维生素 C，又酸又甜。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酸味物质储存于山楂果肉细胞的液泡中 

B．冰糖葫芦的营养物质主要在人胃内吸收 

C．经常食用冰糖葫芦可以有效预防坏血病 

D．糖尿病患者不宜过多食用冰糖葫芦 

7．（1 分）某同学打排球时，被球撞击的皮肤下毛细血管破裂，从而出现小血点。这主要与毛细血管的哪项特征

有关（  ） 

A．仅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 B．只允许红细胞单行通过 

C．管内血流速度较慢 D．是物质交换的场所 

8．（1 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阅兵式上，受阅军队伴随铿锵的音乐阔步前行。军人感受音乐刺激

的感受器位于（  ） 

A．耳廓 B．鼓膜 C．耳蜗 D．大脑 

9．（1 分）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生长激素是由骨骼分泌的 

B．甲状腺位于人体的胸腔内 

C．进入青春期的男性，雄激素分泌量增加 

D．雌激素与维持幼年女性的月经周期有关 

10．（1 分）杜鹃把卵产在柳鹰的巢内，柳莺孵卵并哺育杜鹃幼雏长大。柳莺的这种行为属于（  ） 

A．种内互助 B．种间斗争 C．先天行为 D．学习行为 

11．（1 分）2016 年 1 月，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同一父母所生的两兄弟可能存在不同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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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受精作用场所 B．胚胎发育场所 

C．Y 染色体来源 D．基因组成 

12．（1 分）2019 年北京世园会期间，我国培育的 10 个牡丹新品种首次亮相。这些新品种与原品种之间的性状差

异叫（  ） 

A．遗传 B．变异 C．进化 D．适应 

13．（1 分）宋朝时期，随着培养及选择技术的提高，出现了大量菊花新品种，例如最早出现的管瓣菊花品种“合

蝉”、“红二色”。下列有关这两种菊花培育过程的叙述，错误的是（  ） 

A．菊花管瓣性状的出现是变异的结果 

B．栽培者选择保留管瓣菊花并使之繁殖 

C．菊花的管瓣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  

D．这两种菊花的产生包括变异、选择和遗传等环节 

14．（1 分）下列关于酵母菌的叙述，错误的是（  ） 

A．酵母菌是单细胞真菌，没有成形细胞核 

B．酵母菌可以进行出芽生殖，繁殖速度快 

C．利用酵母菌产生酒精的特性，可以酿酒 

D．利用酵母菌呼吸产生二氧化碳的特性，可以制作面包 

15．（1 分）以下生活实践与所应用的生物技术，匹配错误的是（  ） 

A．试管婴儿﹣﹣克隆技术 

B．酸奶的制作﹣﹣发酵技术 

C．抗虫棉的培育﹣﹣转基因技术 

D．快速繁殖耐寒丰花月季﹣﹣植物组织培养 

二、填空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5 分，满分 30 分） 

16．（5 分）滑雪是人们喜爱的运动，也是冬奥会主要项目。请回答问题。 

（1）滑雪运动是在神经系统的调节下实现的，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是 。运动员从开始接受速度变化刺

激，到做出滑雪动作的全部神经传导途径称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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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员佩戴的头盔（如图）后方有“凸起”的设计，加强了对 （大脑/小脑/脑干）的保护作用，该位

置存在一些调节人体呼吸、心跳等基本生命活动的神经中枢。 

（3）研究表明，在剧烈运动时呼吸急促，但气体交换并不高效，运动员可以有意控制延长吸气，促进呼吸加

深，这说明     可以调控低级呼吸中枢。因此长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能够使肺活量     。 

17．（7 分）苦杏仁能够止咳平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某苦仁品种杏园中，每年所产的杏仁中都出现一定比例

的甜仁。请回答问题。 

（1）杏花的花粉粒萌发，产生的两个 分别与胚珠中的卵细胞和极核结合，完成双受精作用。其中，受精

卵发育成的 是食用“杏仁”的主要部分。 

（2）杏树的苦仁与甜仁是一对相对性状。甜仁子代中的基因由亲代通过 细胞传递而来。．结合亲代性状

表现推断，甜仁基因为 （显性/隐性）。如果用 A 和 a 表示控制杏仁味道的基因，亲代的基因组成

为 。 

（3）果农在两个面积相等的杏园以不同密度种植同种杏树，记录每年的产量如图所示：由图可知，在 2004﹣

2006 年期间，采取行距为 种植密度的杏园每年产量都较高。两种种植密度的杏园产量差异呈现逐年减小

的趋势，从“植物生长与光能利用的关系”角度分析，可能的原因是两杏园相比， 逐年增长得更多，光合

产物积累得也更多。 

18．（6 分）昌平西峰山小枣因栽种历史悠久，且品质优良而富有盛名。 

（1）西峰山小枣品质优良与该地区阳光充足，温度适宜，土壤含砂量适中等因素有关，这些体现了 因素

对枣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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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民要术》中记载：“反斧斑驳椎之，名曰嫁枣”。“嫁枣”是通过用斧背捶打树干，破坏枣树的韧皮部，

从而阻止     向下运输，以促进开花和果实生长。 

（3）某研究小组调查了枣园内枣树、害虫和天敌的营养关系，及害虫和天敌的数量变化趋势，结果如图所

示： 

①图 1 中，生产者是 ，狼蛛属于枣园 （害虫/害虫天敌）。 

②图 2 显示，害虫数量最多的月份是 。 

③根据题目信息，请提出一条既能控制枣园害虫，又不污染环境的有效措施： 。 

19．（6 分）蜜蜂孢子虫病是一种蜜蜂消化道传染病。患病蜜蜂寿命缩短，产蜜及产王浆能力明显下降。 

（1）对于疑似患病的蜜蜂，可取其消化道部位制成玻片标本，用 观察是否有孢子虫进行诊断。 

（2）科技人员探究柠檬酸对蜜蜂孢子虫病的疗效，实验过程及结果如下表所示： 

组号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实验处理 患病蜜蜂喂饲加柠檬酸的糖浆

10ml 

？ 正常蜜蜂喂饲糖浆 10ml 

蜜蜂消化道内孢子虫数量

（千） 

44.9 1480﹣2089 0 

蜜蜂消化道内 pH值 5.25 7.20 5.30 

①表格中？处的实验处理为 。 

②实验结果表明，柠檬酸对蜜蜂孢子虫病 （有/没有）疗效，原因可能是柠檬酸使蜜蜂消化道内 pH 值向

酸性改变，从而 孢子虫的繁殖。由此推断，下列可能对蜜蜂孢子虫病有疗效的有 。 

A．醋酸    B．生理盐水        C．草酸      D．食用碱 

（3）对染病蜜蜂进行治疗，属于传染病预防措施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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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分）科普阅读理解。 

心肌是人体内再生能力最差的组织之一，当心肌出现梗死后，很难有新的健康心肌再生。 

科研人员在过去的小鼠实验中发现，来自胎盘的混合细胞会向心肌细胞分化。为了鉴定究竟是哪一类干细胞引

起了心肌细胞的再生，他们进行了详细分析，最终将目光集中在了胎盘 Cdx2 细胞上。科研人员从妊娠末期胎

盘分离出这类 Cdx2 细胞，经过体外单细胞培养和分裂分化实验，最终在培养皿中发现了呈杆状外观、有条纹

肌节、可以自主节律性搏动的细胞群。 

为验证 Cdx2 细胞在体内的心肌再生能力，科研人员设计了一个实验（图 1）。他们在两组雄性小鼠中诱导心肌

梗死，其中一组通过静脉注射 Cdx2 细胞治疗，另一组静脉注射生理盐水作为对照。 

在这些小鼠心梗发作后的第一时间，以及接受治疗的一个月和三个月后，研究人员分别用核磁共振成像检查了

它们的心脏，结果如图 2 所示。追踪带有荧光标记的 Cdx2 细胞，他们观察到，那些细胞在三个月后直接迁移

到了心脏受损处，并且分化形成了新的心肌细胞和血管。而心脏的健康部位则没有发现迁移的细胞。 

有意思的是，Cdx2 细胞进入机体后能够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攻击，这对于利用 Cdx2 细胞进行异体细胞治疗

来说至关重要。 

鉴于我们已经可以从人类足月胎盘中分离 Cdx2 细胞，且胎盘通常在胎儿出生后就被认为是可丢弃的无用之

物、相对没有获取细胞来源的伦理学担忧，研究者希望将来在此次发现的基础上，开发出修复人类心脏的细胞

疗法。 

请回答问题： 

（1）心肌再生能力差的原因是心肌细胞不具有 和分化的能力。 

（2）研究人员体外培养从胎盘分离获得的 Cdx2 细胞，分化出了 组织，依据是这群细胞都呈杆状外观、

有条纹肌节，且都具有     的特性。 

（3）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通过核磁共振成像得出实验组小鼠左心室功能改善的结论，所依据的检查指标

是     。追踪带有荧光标记的 Cdx2 细胞，除了心肌细胞外，Cdx2 细胞还分化形成了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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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文中信息，利用 Cdx2 细胞移植治疗人类心脏疾病，可能的优势有： 。 

A．直接迁移到心脏受损部位并发挥作用 

B．异体间细胞移植不发生免疫排斥 

C．避免伦理道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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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北京昌平初三（上）期末生物 

参考答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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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分析】单细胞生物只由单个细胞组成，全部生命活动在一个细胞内完成。 

【解答】解：梨形四膜虫是草履虫的近亲，身体只由单个细胞组成，靠纤毛在水中运动，可以独立完成摄食，

但细胞内不具有叶绿体，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D 错误， 

故选：D。 

【点评】掌握单细胞生物的结构及生活是解题的关键。 

2．【答案】C 

【分析】本题考查显微镜的使用基本技能方面的知识，显微镜的使用包括：取镜和安放、对光、观察等主要步

骤。 

【解答】解：图 1 转换到图 2，细胞变大了，说明是低倍镜换高倍镜。低倍镜换到高倍镜的步骤是：①移动装

片，使物象移到视野的中央，②转动转换器使高倍物镜对准通光孔，③调节反光镜和光圈，使视野更明亮；④

调节细准焦螺旋，使物象更加清晰。因此不需要移动显微镜或调节粗准焦螺旋。 

故选：C。 

【点评】熟练掌握显微镜操作中低倍镜换高倍镜的步骤。 

3．【答案】B 

【分析】此题考查细胞膜作用。细胞膜具有保护，控制细胞物质的进出作用。 

【解答】解：A、细胞壁具有保护和支持细胞的作用；A 不符合题意； 

B、细胞膜保护细胞内部结构，控制细胞内外物质的进出。对物质具有选择透过性，对细胞有用的物质可以进

入，而对细胞有害的物质则不能进入，同时，还能把细胞内产生的废物排到细胞外。所以冻害受损的细胞结构

主要是细胞膜，B 符合题意； 

C、细胞质能不断的流动，它的流动加速了细胞与外界之间的物质交换；C 不符合题意； 

D、细胞核内含有遗传物质，能传递遗传信息；D 符合题意。 

故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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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细胞膜是一种选择透过性膜，并具有保护作用。 

4．【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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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促进光合作用的措施有：增加光照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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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答题。 

【解答】解：A、能够光合作用原料之一是二氧化碳，增加原料二氧化碳，促进有机物的生成，A 正确； 

B、光照时间越长，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时间越长，合成的有机物就越多，适当增加光照时间能增产，B 正

确； 

C、适当增加棚中的昼夜温差，白天气温高光合作用旺盛制造的有机物多，到了夜间气温降得比较低的话可有

效地抵制蔬菜进行呼吸作用，减少因为呼吸作用过强分解的有机物，使有机物得到更多地积累，提高产量，所

以保持昼夜温度相同不能到达增产的目的，C 错误； 

D、立体分层无土栽培，能够充分利用光照，促进有机物的生成，能够提高冬季草莓产量，D 正确。 

故选：C。 

【点评】植物的三大作用是重点内容，是考试的重点，要熟练掌握三大作用的原理，从容应对此类题目。 

5．【答案】A 

【分析】蒸腾作用是水分从活的植物体表面（主要是叶子）以水蒸气的形式散失到大气中的过程，解答即可。 

【解答】解：由于胶乳贮藏在树皮韧皮部的乳管里，把树皮割开，牛奶般的胶乳靠着乳管本身及其周围薄壁细

胞的膨压作用，就会不断地流出来，而清晨是一日中温度最低和湿度最大的时候，同时橡胶树经过晚上的休

整，蒸腾作用仍然处于微弱或停止状态，体内水分饱满，细胞的膨压作用是一日中最大的，因此清晨割胶产量

高，到了 9 时以后，橡胶树的光合作用开始了，气孔开放，蒸腾作用逐步增强，乳管及其周围薄壁细胞的膨压

逐渐变小，到午前，这种压力就会更小。 

故选：A。 

【点评】本题结合蒸腾作用的原理，意在强化学生对光合作用的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运用，题目难度中等。 

6．【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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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1）植物细胞具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液泡、叶绿体等结构。 

（2）小肠是主要的吸收场所，能够吸收大部分的水、无机盐、维生素和全部的氨基酸、葡萄糖、甘油和脂肪

酸。胃只能吸收少量的水、无机盐和酒精。大肠是形成粪便的场所，能够吸收少量的水、无机盐和维生素。 

【解答】A、液泡里面有细胞液，植物细胞的气味和味道等物质都存在于细胞液中。酸味的物质位于山楂的液

泡中，正确；B、小肠是人体吸收的主要器官，冰糖葫芦的营养物质主要在小肠内吸收，错误；C、山楂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 C，可以预防坏血病，正确；D、糖尿病患者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使体内血糖浓度升高，因此不

能吃含糖量高的冰糖葫芦，正确。 

故选：B。 

【点评】灵活运用所学生物学知识。 

7．【答案】A 

【分析】毛细血管的特点是：管腔最细，只允许红细胞单行通过；管壁最薄，只有一层上皮细胞构成；血流速

度最慢；这些特点都有利于血液与组织细胞间进行物质交换。 

【解答】解：某同学打排球时，被球撞击的皮肤下毛细血管破裂，从而出现小血点，原因是皮肤受刺激，毛细

血管扩张充血或者破裂造成的，这主要与毛细血管的薄，仅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的特征有关。 

故选：A。 

【点评】熟知毛细血管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特点是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 

8．【答案】C 

【分析】耳的结构包括外耳、中耳和内耳。外耳包括耳廓和外耳道；中耳包括鼓膜、鼓室和听小骨；内耳包括

半规管、前庭和耳蜗。耳的结构模式图： 

【解答】解：听觉形成的过程是：外界的声波经过外耳道传到鼓膜，引起鼓膜的振动；振动通过听小骨传到内

耳，刺激了耳蜗内的听觉感受器，产生神经冲动；神经冲动通过与听觉有关的神经传递到大脑皮层的听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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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就形成了听觉。可见听觉的形成过程中，把声波信息转变成神经冲动的主要结构（听觉感受器）是耳蜗，

C 正确。 

故选：C。 

【点评】解答此题的关键是掌握听觉形成的过程，明确把声波信息转变成神经冲动的主要结构（听觉感受器）

是耳蜗。 

9．【答案】C 

【分析】人体主要的内分泌腺有垂体、甲状腺、肾上腺、胰岛、性腺（睾丸、卵巢）和胸腺（在性成熟期后逐

渐变小）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人体的内分泌系统。 

【解答】解：A、生长激素是由垂体分泌的，有调节人体生长发育的作用，错误； 

B、甲状腺位于颈前部，喉和气管的两侧，错误； 

C、进入青春期的男性，雄激素分泌量增加，开始产生精子和出现遗精现象。正确； 

D、卵巢能分沁雌性激素从而控制女性的月经周期，月经同期是女性从青春期开始的，错误。 

故选：C。 

【点评】熟记激素的作用及其分泌异常时的症状。 

10．【答案】C 

【分析】此题考查动物行为的类型和特点，可根据繁殖行为的概念来解答。 

【解答】解：繁殖行为是与动物繁殖有关的一切行为，鸟类生殖发育的过程包括求偶、交配、筑巢、产卵、孵

卵和育雏几个阶段，杜鹃将自己的卵产到柳鹰的巢中，柳莺孵卵并哺育杜鹃幼雏长大，这种现象属于先天性行

为。 

故选：C。 

【点评】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理解动物行为获得途径和特点。 

11．【答案】D 

【分析】人的体细胞内的 23 对染色体，有一对染色体与人的性别有关，叫做性染色体；男性的性染色体是

XY，女性的性染色体是 XX．人的性别遗传过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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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A、受精的过程：精子进入阴道，缓缓通过子宫，在输卵管内与卵细胞相遇，精子与卵细胞结合

形成受精卵。所以受精卵的形成部位在输卵管，A 不符合题意； 

B、子宫是胚胎和胎儿发育的场所，两兄弟胚胎发育场所一定相同，B 不符合题意； 

C、从性别遗传图解看出，男孩的 Y 染色体一定来自父本，X 染色体一定来自母本，两兄弟的 Y 染色体来源相

同，C 不符合题意； 

D、体细胞中染色体是成对存在的，基因也是成对存在的，分别位于成对的染色体上。在形成精子和卵细胞的

细胞分裂过程中，成对的染色体、基因都要分开，因此两兄弟可能基因组成不同，D 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理解掌握人的生殖和发育过程，性别遗传以及会借助人类的性别遗传图解分析

解答此类问题。 

12．【答案】B 

【分析】生物体的形态特征、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叫做性状，生物的性状传给后代的现象叫遗传；生物的亲代

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不同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叫变异。 

【解答】解：变异是指生物的亲子代之间以及子代不同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性。2019 年北京世园会期间，

我国培育的 10 个牡丹新品种首次亮相。这些新品种与原品种之间的性状差异，体现了生物的亲代与子代之间以

及子代的不同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属于生物变异。 

故选：B。 

【点评】熟知生物的变异的概念是解答此题的关键。 

13．【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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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遗传育种是通过系统选择、杂交、诱变等方法培育人类需要的动植物新品种。育种是通过创造遗传变

异、改良遗传特性，以培育优良动植物新品种的技术，以遗传学为理论基础，并综合应用生态、生理、生化、

病理和生物统计等多种学科知识，遗传育种对发展畜牧业和种植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解答】解：A、变异是指子代与亲代之间的差异，子代个体之间的差异的现象，管瓣菊花品种“合蝉”、“红二

色”这些性状的出现是变异的结果，A 正确 

B、人工选择是指针对特定性状进行育种，使这些性状的表现逐渐强化，而人们不需要的性状则可能逐渐消匿

的过程，栽培者选择保留管瓣菊花并使之繁殖，B 正确 

C、菊花的管瓣性状属于染色体数目变异，所以能遗传给后代，C 错误 

D、首先变异是不定方向的，是否有利要看这种变异是否适应环境，为生物进化提供原始的材料。然后过度繁

殖为自然选择提供了动力，以生存斗争为手段，达到适者生存与不适者被淘汰的结果，这两种菊花的产生包括

变异、选择和遗传等环节，D 正确 

故选：C。 

【点评】人类应用遗传变异原理培育新品种的方法。遗传变异原理培育新品种是利用基因重组、基因突变、染

色体变异等可遗传变异的原理。关键是知道遗传变异原理，以及遗传变异在遗传育种方面的应用。 

14．【答案】A 

【分析】（1）酵母菌整个身体就是一个细胞，酵母菌的细胞结构为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液泡

等。 

（2）大部分真菌主要依靠产生孢子进行繁殖。孢子在温度、湿度等条件适宜的情况下能够萌发长出新的个

体，这样的繁殖方式叫孢子生殖。酵母菌属于真菌，可进行孢子生殖和出芽生殖。 

【解答】解：A、酵母菌整个身体就是一个细胞，酵母菌的细胞结构为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液

泡等，属于真核生物，A 错误； 

B、酵母菌的生殖方式分无性繁殖和有性繁殖两大类。 在营养状况良好时，酵母菌进行出芽生殖，繁殖速度

快，在条件适合时再萌发。在营养状况不好时，一些可进行有性生殖的酵母会形成孢子（一般是四个），在条

件适合时再萌发。B 正确。 

C、在酿酒的过程中，需将器皿加盖密封，给酵母菌发酵创造一个无氧的环境。让酵母菌在无氧的条件下，将

葡萄糖分解生成酒精和二氧化碳，C 正确。 

D、酵母菌能够分解面粉里的葡萄糖，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遇热膨胀，会使面包暄软多孔，因此人们利用

酵母菌的这个特性来制作面包，D 正确。 

故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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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熟记酵母菌的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动物细胞的结构以及寄生腐生的有关知识是解决本题的关键。 

15．【答案】A 

【分析】（1）克隆技术本身的含义是无性繁殖，即由同一个祖先的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

系中每个细胞的基因彼此相同。 

（2）发酵技术在食品的制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发酵技术是指利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运用一些技术手段控

制发酵过程，大规模的生产发酵产品的技术。 

（3）转基因技术就是把一个生物体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 DNA 中的生物技术。 

诱变育种是指用物理、化学因素诱导动植物的遗传特性发生变异，再从变异群体中选择符合人们某种要求的单

株/个体，进而培育成新的品种或种质的育种方法。 

（4）组织培养指的是在无菌的情况下，将植物体内的某一部分器官或组织，如茎尖、芽尖、形成层、根尖、

胚芽和茎的髓组织等从植物体上分离下来，放在适宜培养基上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分化最后长成一个

完整的植株。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大批量的培育出所需要的植物新个体，另外，该技术还可以

防止植物病毒的危害，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解答】解：A、“试管婴儿”的诞生属于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技术而不是克隆技术，A 错误； 

B、酸奶、泡菜是利用乳酸菌发酵获得的，因此采用的是发酵技术，B 正确； 

C、抗虫棉的培育是转基因技术，C 正确； 

D、快速繁殖耐寒丰花月季是植物组织培养，D 正确。 

故选：A。 

【点评】掌握常见的关于生物技术应用的例子，注意搜集相关的资料。 

二、填空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5 分，满分 30 分） 

16．【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脑位于颅腔内，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三部分，大脑由两个大脑半球组成，大脑半球的表层是灰质，

叫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是调节人体生理活动的最高级中枢；小脑位于脑干背侧，大脑的后下方，小脑的主要功

能是使运动协调、准确，维持身体的平衡；脑干位于大脑的下方和小脑的前方，它的最下面与脊髓相连，脑干

的灰质中含有一些调节人体基本生命活动的中枢（如心血管中枢、呼吸中枢等）。 

【解答】解：（1）反射是人体通过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作出的规律的反应，是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反射的

结构基础是反射弧。运动员从开始接受速度变化刺激，到做出滑雪动作的全部神经传导途径称反射弧，反射弧

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抠、传出神经、效应器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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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脑干中有许多能够调节人体基本生命活动的中枢，如呼吸中枢和心血管运动中枢等。如果脑干受到损

伤，将直接影响呼吸和心脏的活动甚至危及生命。运动员佩戴的头盔后方有“凸起”的设计，加强了对脑干的保

护作用。 

（3）大脑皮层是调节人体生理活动的最高级中枢，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功能区。如躯体运动中枢、躯体感觉中

枢、视觉中枢、听觉中枢、以及人类特有的语言中枢等。 

研究表明，在剧烈运动时呼吸急促，但气体交换并不高效，运动员可以有意控制延长吸气，促进呼吸加深，这

说明大脑可以调控低级呼吸中枢。因此长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能够使肺活量增大。 

故答案为：（1）反射；反射弧； 

（2）脑干； 

（3）大脑；增大。 

【点评】对于脑的结构和功能，可结合着具体的实例掌握。 

17．【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双受精是指一个精子与卵细胞融合形成受精卵，另一精子与极核融合形成受精的极核的过程。

双受精现象是绿色开花植物（被子植物）特有的受精方式。） 

（2）生物的性状是由一对基因控制的，当控制某种性状的一对基因都是显性或一个是显性、一个是隐性时，

生物体表现出显性基因控制的性状；当控制某种性状的基因都是隐性时，隐性基因控制的性状才会表现出来。 

（3）生物体内的体细胞中染色体是成对存在的，生殖细胞中染色体是成单存在的。 

【解答】解：（1）双受精是绿色开花植物特有的生殖现象，杏花在受精的过程中，当花粉落到雌蕊的柱头上

后，在柱头黏液的刺激下，花粉萌发出花粉管，花粉管穿过花柱到达子房胚珠珠孔后，前端破裂释放出两个精

子，其中一个精子与珠孔附近的卵细胞融合，形成受精卵。另一个精子与中央极核融合形成受精极核。这个过

程称为双受精。受精后的受精极核发育成胚乳；受精卵发育成胚。受精完成后子房的发育具体发育为： 

受精卵发育成的胚是食用“杏仁”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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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物体的各种性状都是由基因控制的，性状的遗传实质上是亲代通过生殖细胞把基因传递给了子代，在

有性生殖过程中，精子与卵细胞就是基因在亲子代间传递的桥梁。杏树的苦仁与甜仁是一对相对性状，甜仁子

代中的基因由亲代通过生殖细胞传递而来。 

在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过程中，子代个体中出现了亲代没有的性状，新出现的性状一定是隐性性状，亲代的基

因组成是杂合体。某苦仁品种杏园中，每年所产的杏仁中都出现一定比例的甜仁，结合亲代性状表现推断，甜

仁为新出现的性状，甜仁为隐性性状。如果用 A 和 a 表示控制杏仁味道的基因，控制子代甜仁的基因 aa，则亲

代苦仁的基因组成为 Aa、Aa。 

（3）果农在两个面积相等的杏园以不同密度种植同种杏树，记录每年的产量由图可知，在 2004﹣2006 年期

间，采取行距为 2.5×4 米种植密度的杏园每年产量较行距为 4×4 米种植密度的杏园高。在 2004﹣2006 年期间两

种种植密度的杏园产量差异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从“植物生长与光能利用的关系”角度分析，可能的原因是两

杏园相比，行距 4×4 米能够充分利用光照进行光合作用，所以逐年增长得更多，光合产物积累得也更多。 

故答案为：（1）精子；胚； 

（2）生殖；隐性；Aa、Aa； 

（3）2.5×4 米；行距 4×4 米。 

【点评】传粉与受精的过程和果实与种子的形成、基因的显性与隐性是考查的重点，同时会借助遗传图解来分

析解答此类问题。 

18．【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地域内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统一的整体。生态系统的组成包括非生物部分和

生物部分。非生物部分有阳光、空气、水、温度、土壤（泥沙）等；生物部分包括生产者（绿色植物）、消费

者（动物）、分解者（细菌和真菌）。 

（2）生物因素是指影响某种生物生活的其它生物。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都受到周围很多其他生物的影

响。分析解答。 

【解答】解：（1）非生物因素有阳光、空气、温度、水、土壤等。西峰山小枣品质优良与该地区阳光充足，

温度适宜，土壤含砂量适中等因素有关，这些体现了非生物因素对枣树的影响。 

（2）筛管是植物体中由上而下输导有机物的管道。筛管是植物韧皮部内输导有机养料的管道。“嫁枣”是通过用

斧背捶打树干，破坏枣树的韧皮部，从而阻止有机物向下运输，以促进开花和果实生长。 

（3）①图中的食物网中有 6 条食物链，红缘天牛、枣飞象、枣瘿蚊都是以枣树提供营养物质的消费者，是枣树

的害虫，而狼蛛又以红缘天牛、枣飞象和枣瘿蚊为食物，七星瓢虫也是以红缘天牛、枣飞象和枣瘿蚊为食物，

即狼蛛和七星瓢虫是红缘天牛、枣飞象和枣瘿蚊的天敌。从以上食物关系分析，枣树是生产者；狼蛛、七星瓢

虫、红缘天牛、枣飞象和枣瘿蚊都是消费者；狼蛛捕食枣园中的害虫，所以是枣园害虫的天敌；七星瓢虫也吃

枣园中的害虫，也是枣园害虫的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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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观察分析图 2 数据可知，曲线 A 表示害虫天敌的数量变化，曲线 B 表示害虫的数量变化，它们之间存在相互

制约的关系。从图中显示 5 月份害虫的数量最多。 

③生物防治是既环保又能有效控制害虫的一种措施。根据题目信息，请提出一条既能控制枣园害虫，又不污染

环境的有效措施：在枣树园子里多放置七星瓢虫或狼蛛，它们是枣飞象、红缘天牛等害虫的天敌。 

故答案为：（1）非生物 

（2）有机物 

（3）①枣树；害虫天敌 

②5 月

③在枣树园子里多放置七星瓢虫或狼蛛，它们是枣飞象、红缘天牛等害虫的天敌。

【点评】掌握生态系统的组成及各成分的作用及正确的识图、分析能力可解答。 

19．【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科学探究是指为了能积极主动地获取生物科学知识，领悟科学研究方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通

俗地说，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发现问题。主动去寻找答案，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 

（2）预防传染病的措施有：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 

【解答】解：（1）蜜蜂孢子虫个体微小，只能制成玻片标本用显微镜进行观察。 

（2）①分析表格中的实验设置可知：第 1 组与第 2 组是以柠檬酸为变量形成的对照实验，因此表格中？处的实

验处理是患病蜜蜂喂饲糖浆 10ml。②比较第 1 组与第 2 组的实验结果可知：饲喂含有柠檬酸糖浆的患病蜜蜂，

蜜蜂消化道内孢子虫数量明显减少，因此柠檬酸对蜜蜂孢子虫病有疗效，原因是酸性环境抑制孢子虫的繁殖，

草酸有毒，由此推断，醋酸可能对蜜蜂孢子虫病有疗效。 

（3）对染病蜜蜂进行治疗，属于传染病预防措施中的控制传染源。 

故答案为：（1）显微镜； 

（2）①患病蜜蜂喂饲糖浆 10ml。②有；抑制；A； 

（3）控制传染源。 

【点评】正确理解科学探究的基本环节是解答该题的关键。 

20．【答案】见试题解答内容 

【分析】（1）细胞分裂就是一个细胞分成两个细胞，细胞分裂导致细胞数目的增多；细胞生长导致细胞体积

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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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胞的分化，可以形成不同的细胞群。而形态结构相似，功能相同的细胞联合在一起，组成的细胞群叫

组织。所以细胞分化的结果是形成了组织。 

【解答】解：（1）心肌细胞是人体内已经分裂、分化了的细胞，已经不具有分裂和分化的能力了，因此再生

能力差。 

（2）研究人员体外培养从胎盘分离获得的 Cdx2 细胞，经过体外单细胞培养和分裂分化实验，最终在培养皿中

发现了呈杆状外观、有条纹肌节、可以自主节律性搏动的细胞群。这个细胞群符合组织的概念，由于 

这群细胞都呈杆状外观、有条纹肌节，且都具有自主节律性搏动的特性，因此可判定这群细胞属于肌肉组织中

的心肌。 

（3）根据图 2 中纵坐标的数量可知，研究人员通过核磁共振成像得出实验组小鼠左心室功能改善的结论，所依

据的检查指标是每搏输出量。追踪带有荧光标记的 Cdx2 细胞，他们观察到，那些细胞在三个月后直接迁移到

了心脏受损处，并且分化形成了新的心肌细胞和血管。 

（4）据文中相关内容判断：①那些荧光标记的 Cdx2 细胞在三个月后直接迁移到了心脏受损处，并且分化形成

了新的心肌细胞，A 选项正确；②Cdx2 细胞进入机体后能够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攻击，B 选项正确；③鉴于

我们已经可以从人类足月胎盘中分离 Cdx2 细胞，且胎盘通常在胎儿出生后就被认为是可丢弃的无用之物、相

对没有获取细胞来源的伦理学担忧，C 选项正确。故选：ABC。 

故答案为：（1）分裂； 

（2）肌肉（心肌）；自主节律性搏动； 

（3）每搏输出量；血管； 

（4）ABC。 

【点评】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释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