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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科考试以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为依据，以其

规定的“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为考试范围。

1 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要求

考试要求依据《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制定。

1. 知识

生物学科考查的内容详见“考试内容”。

对各部分知识内容的要求，分为 I 和 E两个层次。 L E两个层次的含义如下：

I. 了解所列知识内容的含义和要点，能够在相对简单的情境中识别、辨认并能使用

术语进行恰当地描述。

n. 理解所列知识内容与其他相关知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能在较复杂的情境中

综合运用，进行判断、分析、解释、推理和评价。

2. 能力

(1 ）理解能力

①能从生物学教材、课外资料、实验和实践活动中获取和处理信息。

②能把握概念的要点，建立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初步形成知识网络。

③能用文字、图表等形式表达生物学相关内容，解释、分析生命现象。

(2）实验与探究能力

①初步具备生物学实验的基本技能，能完成课程标准所建议的生物学实验。

②能模仿所学实验验证简单的生物学事实，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解释、分析。

③能对简单的生物学问题进行初步探究，包括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定计划飞实施

计划、得出结论等。

(3）问题解决能力

①能运用所学知识和观点对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一些简单的生物学问题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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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并作出合理判断。

②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以及课外资料提供的生物学信息，对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简

单的生物学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或对问题解决方案作出恰当的评价和修订。

3. 情感·态度·价值观，

(1 ）能用“结构与功能观”、“进化与适应观”等观点解释简单的生命现象。

(2）能理解珍爱生命、健康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关注与生物学相关的社

会问题，并能够提出合理见解。

( 3 ） 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考试内容

1. 知识内容

主题 内容

细胞是生命活动 I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的基本单位 ｜单细胞生物可以独立完成生命活动 II 1. 生物体的 l

结构层次 l
多细胞生物体的｜细胞分裂、分化形成生物体的不同组织 II 

结构层次 l绿色开花植物体和人体的结构层次

生物与环境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生物与环境
2. 生物与 I 组成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组成 II 

环境 ＼ -Y~飞L'tl."'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自我调节！

生物圈 人对生物圈的影响

绿色开花植物 I 种子萌发的条件和过程

的一生 开花和结果的过程 n 
3. 生物圈中

绿色植物的生活 绿色植物主要通过根吸收水和无机盐
的绿色

植物 需要水和无机盐 植物的蒸腾作用及意义

绿色植物的光合 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的过程及原理｜
II 

作用和呼吸作用 在生产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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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内容 ／ 要求

人体消化系统的组成 J
/ 

人体的营养 食物的消化和主要营养物质的吸收过程 II 

《（＇（笔~）山 均衡膳食与食品安全

' 
人体内的 ’ 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组成

二｜ 物质运输 血液循环 II 

人体呼吸系统的组成

4. 生物圈中
人体的呼吸 发生在肺部及组织细胞处的气体交换过程 Il 

的人 能量来自细胞中有机物的氧化分解
‘ L. 

人体代谢废物 人体泌尿系统的组成 古f，｝ 、3
的排出 尿液的形成和排出过程 .If! 〈作 ~

~ 

｜淤
i少。

人体神经系统的组成 ／「飞＼ 二讯工飞帆，，~飞J -

人体生命 人体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I ，、~＼~ Il 

活动的调节 人体通过眼、耳等感觉器官获取信息

人体的激素参与生命活动调节

动物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

5. 动物的运 动物的运动
~ 动物的运动依赖于一定的结构 II 

动和行为 、气
飞、 骂

, ~ 动物的行为 动物的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 , 

飞＼ / 人的生殖和发育

生物的 青春期的卫生保健

生殖和发育 昆虫、两栖动物、鸟的生殖和发育

6. 生物的生 植物的生殖
殖、发育
与遗传 染色体、 DNA 和基因的关系

生物的 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 II 

遗传和变异 人的性别决定 II 

生物的变异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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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分类及各类群的主要｜

生物的多样性 特征
7. 生物的 与过于 植物、动物、微生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及保｜
多样性

• @_,,_)) 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J二A、~

生物进化的主要历程

生物进化的观点 II 

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n 
传染病和

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
免疫

8. 健康地

生活 威胁人体健康的
主要疾病和不良｜｜ 心血管疾病、癌症、酬酒、吸烟和毒品对人
生活方式 体健康的危害

医药常识 ｜安全用药与急救 飞＼＼ u得~"'111"",

日常生活中 l发酵技术在食品制作中的作用

9. 生物技术｜ 的生物技术 ｜食品保存的方法 / 

现代生物技术｜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应用

’‘i\~~·i 
2. 实验内容

J 类型 基本技能和关键要素 参考实验
, 

1 ／川 1 / I. 观察草履虫等单细胞生物的取食、运

观察实验
普通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和临时装片

动、趋性
的制作

『~ 2. 观察多种多样的细胞和组织

观察现象、提出问题：作出合理的 3. 探究酒精对水蚤心率的影响

假设；选择恰当的实验材料；设计 4. 探究影响鼠妇或蜓蚓分布的环境因素

探究实验 对照实验；通过实验条件的控制获 5. 探究种子萌发的条件

得可靠的实验数据；分析实验数据， 6. 探究光合作用的条件、原料和产物

作出推理和判断，得出结论 7. 探究发生在口腔内的化学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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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卷分数、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45 分

考试时间与化学学科合计为 90 分钟

内容

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知识内容主题上久久久 8)

生命的延续（知识内容主题的

生物与环境（知识内容主题立 7)

生物技术（知识内容主题9)

注：实验考核内容计入上表的相应内容中。

三、试卷的题型及分数分配

题型

选择题（单项选择题）

四、试卷的难易程度

分值

15 分

30 分

试卷以较易、中等难度试题为主，总体难度适当。

分值 合计

约 30 分
一

约 7 分

约 6 分

约 2 分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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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参考样题

为让考生对中考试题有一定的认识，我们精选了部分试题编制成参考样题。参考样题

与 2019 年北京市中考试题在试卷结构与形式、测试内容和题目难度等方面均没有对应

关系。

第一部分选择题

（每小题只有 1 个选项符合题意）

I. 下图①～⑤为某光学显微镜的 5 个镜头，①、②、③为物锐，④、 ⑤为 目镜（×表示放

大倍数） 。 这台显微镜的镜头组合中，放大倍数最大的是

辑
州～

Ed
p
户
1

’

以

…
苔，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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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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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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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4× ( 10×(16× 

A. ①和④ B. ②和⑤ c. ③和1④ .·＇ D. ③和⑤

2. 在观察菜豆植株的不同结构时，选取实验材料不正确的是

A. 观察气孔一一叶表皮 f也不， 13. 观察 f房一一雄恋

C 观察根毛一根尖 移~＼'Y－：＇勿 D 观察子叫一种子
3. 关于“观察人口腔上皮细胞” 实验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在载玻片中央滴加生理盐水 13. 腆液染色有利于观察

c. )l\j_先用低倍镜进行观察 D. 能观察到细胞壁

4. 下列属于器官的是

A. 胃 ’ B. 神经元 C. 血红蛋白 D. 血液

5. 从某池塘的上层水体中取样，观察到草履虫。 草履虫通常以水体中的细菌为食。 下列

叙述正确的是

A. 限制草履虫的运动有利于观察 I3. 草履虫的生活不需要氧气

c. 草履虫通过消化系统消化细菌 D 革履虫能进行光合作用

6. 右囱所示为玉米籽粒的纵切面，其中能发育成新植株根的结构是

A. ① B. ② 

c. ③ D. ④ 

②
＠

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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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施人工呼吸是对溺水者施救的有效措施之一。人工呼吸主要帮助溺水者恢复的过程是

A. 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

c. 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8. 血液在人体内按一定的方向循环流动，为人体运输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下列有关叙

述不正确的是 在珍·．

A. 心脏搏动为血液循环提供了动力 B. 血液循环包括体循环和肺循环

C. 心房与心室间的瓣膜防止血液倒流 D. 动脉血管内流动的都是动脉血

9. 球迷观赛时，看到精彩瞬间会激动得欢呼雀跃。对球迷这种反应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A. 这种反应过程属于反射

c. 眼和耳是感受剌激的主要器官

A. 在神经系统调节下完成

B. 由一块骨髓肌收缩完成

11. 有关人的生殖和发育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受精作用发生在子宫内

B. 胚胎发育的起点是受精卵

c. 胎儿通过胎盘和脐带从母体获得营养物质

D. 出现第二性征是青春期发育的重要特征

12. 学习了遗传的知识后，同学们对基因和性状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甲同学：“基因相同 性状一定相同”； 乙同学：“性状相同，基因一定相同”；

丙同学：“基因和性状之间没有联系”； 丁同学：“基因和环境都能影响性状”。

甲、乙、丙、丁四位同学的观点中，正确的是

A. 甲 B. 乙 C. 丙 D.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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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图是人体细胞中性染色体组成示意图， 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A. 男性产生含X 或 Y染色体的精子

B. 女性产生含 X染色体的卵细胞 。

c. 新生儿的性别仅由母亲决定

D. 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接近 1:1

女性 男性

14. 节肢动物鲤、的进化如下图。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严，－宵”n--

节肢动物祖先
（生活在水中，具有媳）

儿媳进化出的结构是不同的

C. 魏的进化与遗传、变异无关

登陆

节肢动物类群 媳的进化结果

可1’t町... 

虾

~ 

吗~
熄虫

ζ立二二3
τUJ 
蜘蛛

翅

纺织器（吐丝〉

B. 媳的进化有利于适应生存环境

焦 D. 媳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15. 近年来，每到流感疫情高发季节来临时，北京市就启动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和在校中小

学生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该措施的主要目的是

A 控制传染源 此法· B. 消灭病原体
＂~ .... ’ 

c. 切断传播途径 … D. 保护易感人群

16. 小林在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制作下列食品时，利用的主要微生物不正确的是

A. 面包一一酵母菌

c. 食醋一一醋酸（杆）菌

B. 酸奶一一乳酸菌

D. 泡菜一一霉菌

17. 深圳的国家基因库中，储存有不同生物的基因样本超过 1000 万份。下列叙述不正确

的是

A. 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

c. 基因库中储存的基因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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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18. 某校师生制作的小生态瓶能维持较长时间，其食物网如下图所示。

(1）从生态系统组成成分分析，除图中所示成分外，还缺少一一一和一一一。该生态

系统的生产者是一一一。

(2）该食物网中两种生物之间既存在竞争关系，又存在捕食关系的是一一一（举一例

即可）。

(3）与只放入黑藻、苹果螺、米虾和虹鳞构成的小生态瓶相比，该小生态瓶能维持较

长时间的原因是一一一。 ·:· 叭队节江〉万维A "'· 

19.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人们常在此日进行敬老活动，小芳陪爷爷进行了一次体检。

她认真分析了爷爷的体检结果（部分结果见表 1 、表 2 ）。

表 1 尿液检测 ，叫飞吧， 飞 」／ 表 2 血液检测

项目名称 结果 参考值 4ρJ如Y 项目名称 结果 参考值 单位

尿糖
+ ~ ＼）.）扎主飞 总胆固酶 4.2 2.9 ~5. 7 mmoVL 

尿蛋白

红细胞 岱 － 路Y 谷丙转移酶 10 。－ 40 IU/L 

pH ; 'i 5. 8 5.0-7.4 空腹血糖 12.3 3.89 ~6. 11 mmol/L 

注：“＋”表示有，“－”表示元。

(1 ）体检表中检测结果异常的项目有 。

(2）从尿液形成过程分析，当血液流经肾小球时，水、无机盐、葡萄糖等物质可以由

肾小球一一一到肾小囊（肾小囊腔）中，形成原尿。如果血糖浓度过高，当原尿流

经肾小管时，其中的葡萄糖无法被全部一一一’就会出现表 1 所示结果。

(3）由体检结果，小芳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于一一一分泌不足导致爷爷患上了糖尿病，

建议爷爷做进一步检查以寻找病因。

(4）下列生活习惯中不利于爷爷身体健康的是一一一（选填下列字母）。

＆食物多样，营养均衡

c. 高糖膳食，增加热量

b. 粗细搭配，少食多餐

d. 适度运动，规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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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的花 番茄的果实

( 1 ） 经过传粉、受精后，雌冻的一一一发育成果实。

(2）番茄成熟后，同学们选取果实的不同部位制作临时一一一（填“装片”、“涂片”

或“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如下囱像c 位于不同部位的细胞形态各异， 这是

由分生组织经过细胞的分裂和一一一形成的。

A 
~~ 

(3 ）番茄i外果皮具有保护功能电根据图中组织细胞特征判断，图－一一一为番茄外果

应。 图 C 显示的是导管，它属于一一一组织，能输送水分和无机盐。

(4 ） 科学家利用北极比目鱼的抗冻蛋白基因培育出了耐贮存番茄品种。 这项研究采用

的是一一一技术。

21. 人口政策关系到我国亿万家庭的幸福生活和国势国运。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性别比

（每 100 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数目）的变化，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I) 人类的性别是由体细胞中一对一一一决定的。 正常状况下，男性产生的含 X 染色

体的精子与含 Y 染色体的精子的比例为一一一。 两种类型精子与含 X 染色体的卵

细胞在一一一－内结合的机会均等，所以新生儿巾男女比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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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图为 1955 ～ 2011 年我国的生育率（每位妇女生育子女的平均数）和出生性别比

统计数据。

125 r －←生育率 ~ --l:r- 出生性别比 , 

i20M ~ ’ .AO J飞~~6

但 115~ ￥ 飞 T ~ .. ~ ::r'i 

L中么 ~ '· －~ ~ i 在
草叫－lfti吨叫江”二 ~ 

~~~~~~~~~~~~~~~ 

据图可知， 1979 年以来，我国生育率和出生性别比变化的总体趋势分别是生

育率降低、一一一。

(3）有人提出，生育二孩能提高生育率，但可能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增加，为此进行
,, . 研究。

①为研究出生性别比，需要获取新生男婴和女婴的数据，应采用的研究方法是

一一（选填下列字母）。

a. 观察法 b. 调查法 c. 实验法

②将获取的三个省份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下表所示结果。

省份 A 省 B 省 C 省

全部人口出生性别比 114. 05 113. 88 111. 01 

由表中数据得出“生育二孩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结论。对该结论的评价，

你认为正确的是一一一（选填下列字母）。

a. 合理，三个省的出生性别比依次降低

b. 合理，三个省的出生性别比均高于 100

c. 不合理，应比较各省一孩和二孩的出生性别比数据

22. 运动员的心理状况对运动成绩有一定的影响。为更好地备战 2022 年冬奥会，研究者以

唾液中唾液淀粉酶的含量作为检测指标，探究心理压力对运动员的影响。

(1 ）人体消化道内，淀粉的分解起始于一一一’这是由于唾液中含有唾液淀粉酶。

(2）分别在施加心理压力前、后取受试者的唾液，进行如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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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管编号
实验处

滴加腆液

1 号试管 ?Y,;' I 2 号试管

2 毫升 ....＿＿二／ 2 毫升
可．

’-i 2 滴 2 滴
/ 

. 施加心理压力后
? 

一 ． 一 受试者的唾液 2毫升

37℃ ? 
一． 一

加入唾液

温度条件

① 1 号试管“？”处应加入一←一一。 设置 1 号试管在本实验中起到一一一作用。

② 2 号试管“？”处的温度条件应该是一一一℃。

③观察、记录并比较 1 号和 2 号试管蓝色褪去时间，若结果为一－一，则说明施加心

理压力使受试者唾液淀粉酶的含量增加。

23. 生物小组用黑藻探究光合作用是否以二氧化碳作为原料。

(1 ）黑藻能够利用光能合成有机物并释放氧气，该过程在细胞的＿..：..＿一内进行。

(2) BTB（澳廊香草酣蓝）水溶液颜色变化可反映出水中二氧化碳含量变化，原理如图

1 所示。

BIB 二氧化碳增加 BTB 
水溶液 ~ 工 水溶液

（蓝绿色） 二氧化碳减少 （黄色）

图 1

依据这一原理，同学们进行实验， 处理及结果如图 2所示。

·~ 

〔

a
剧

阳
→
胞
一

/\ 』梆P

BTB水溶液
（黄色）

乙 茧’包

图 2

①向 BTB 水溶液中吹人气体，｜呼出的气体中含有较多的一一一一’ 因而 BTB 水溶

液变为黄色。

②比较甲、乙组实验结果，说明一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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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够叫F
~~－－~）； 

( 3）有同学质疑 ， 光照是否会引起 BTB 水溶液中二氧化碳含量减少。为回应这一质

疑，应在上述实验基础上补充一组实验。 请完善实验方案：向 BTB 水溶液中吹人

气体至溶液颜色变为黄色 ． 三卫生L。若 BTB 水溶液颜色呈现一一一一’则证明光照

不引起 BTB 水溶液中二氧化碳含量减少。

24. 阅读科普短文i 回答问题。 "]!.. ll / 

猫头鹰昼伏夜出，大雁秋去春来，植物春华秋实……你可曾想过，他们是如何感

知自 然并顺时而为的？

中国古代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 中早有“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阐

述。 由于地球的自特和公转，导致光照 、 温度等环境因素均呈现出昼夜和季节性周期

变化，生物体适应这种周期性交化，形成了生物节律。 如人的体温周期波动、果蝇的

羽化（从骑到成虫）均表现为昼夜节律，鸟类的迁徙表现为年节律。

生物体内调控生物节律的机制称为生物钟。 从简单的细菌到植物、动物都有生物 。
钟。 人们很早就观察到含羞草的叶片白天张开、 夜晚合拢的现象。当才巳含羞苹放到一

个黑暗的环境中时，发现含羞草叶片开合仍会维持原来的昼夜节律c 后来，科学家通

过对呆地羽化节律的研究，分离得到第一个生物钟基因一一per 基因，这项成果获得了

201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3 A钱

对于人体来说，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一天通常只出现一次 ， 大约在夜晚入睡一小

时后，且早睡觉比晚睡觉的峰值高很多 。 晚上不睡，白天补觉则无济于事，因为白天

睡觉不会引起生长激素分泌莹的增加。 可见，生物钟如钟表一般，可以精确地调控行

为、激素水平、睡眠、体温等生理机能。

血压升高最快

人体 24h 昼夜节律

血压最高

体温最高

生物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赋予了生物预见和应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有利于

生物的生存和繁衍。 了解和顺应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生物钟，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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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对含羞草叶片开合的研究，人们认识到含羞草叶片开合 （填“有”或

“无”）内在生物节律。果蝇羽化节律的研究表明 ， 生物节律是由一一一控制的。

(2）据图可知， 18:00 - 19:00 是人体的一斗二和体温最高的时间o

(3）根据文中信息分析，下列属于年节律的是一一一（选填下列字母）。

ι 人体体温变化 飞、 v b. 人体褪黑激素的分泌
如＼，，，，，，.

ι 北极黄鼠冬眠 d. 猫头鹰昼伏夜出

(4 ） 青春期是青少年身体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由一一一分泌的生长激素能促进骨锵

和肌肉的生长发育。因此，遵循昼夜节律对维持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至关重要。

(5）健康生活需要良好的生活习惯。结合对生物钟的理解，请你写出一条健康生活的

建议：一一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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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参考样题答案

题号
1 ~＼ ~ 2 3 4 5 6 7 8 9 

答案 D B D A A D A D B 

题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答案 B A D c c D D c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

18. (1 ）非生物环境（非生物部分） 分解者

狐尾藻、黑藻、宝塔草

丧螺和虹纯、椎实螺和米虾、米虾和2

(3）该生态系统生物种类多，食物关系复杂，自我调节能力强

19. (1 ）尿糖、空腹血糖

(2）滤过（过滤） 重吸收（重新吸收）

(3）族岛素 必贺兰~ ·. 
( 4 ) c -------, 节返谷”

20. ( 1 ）子房 ／／， ,, .... 

(2）装片 分化

(3) B 输导

(4）转基因

21. ( 1 ）性染色体 1:1 输卵管

(2）出生性别比增加

(3)(b ( c 

22. (1) 口腔

(2）①施加心理压力前受试者的唾液2 毫升 对照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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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1 ）叶绿体

(2）①二氧化碳

②黑藻光合作用利用了水中的二氧化碳

(3）不加入黑藻，置于光照条件下一段时间，观察溶液颜色变化 黄色

24. ( 1 ）有

(2）血压

(3) c 

(4）垂体

基因

~ 

(5）养成生活有规律，保证睡眠等合理作息习惯（合理即可）

216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193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194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195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196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197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198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199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0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1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2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3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4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5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6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7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8
	2019北京中考考试说明_页面_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