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级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

生 物 试 题 2017.11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个小题，1-10 小题每题 1 分，11-35 小题每题 2 分，共计 6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每一个生物科学问题的答案都必须在细胞中寻找”，作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最可能是

（ ）

A．细胞内能发生一切生命活动

B．有些生物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

C．细胞是一切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D．生物的生命活动是在细胞内或细胞参与下完成的[来源:学科网 ZXXK]

2．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的是（ ）

A．细胞 B．分子 C．种群 D．生态系统

3．如图是一种叶绿素分子（1）和血红蛋白分子（2）的局部结构简图，下列说法不正

确的是

A．Mg 和 Fe属都属于大量元素

B．植物体缺镁会影响光合作用

C．人体缺铁会影响氧气的运输

D．叶绿素含 C、H、O、N、Mg 元素

4．下列关于组成细胞的化合物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糖原、淀粉、纤维素的基本组成单位均为葡萄糖

B．脂肪在动植物细胞中均有分布

C．蛋白质一旦在核糖体上合成就具有相应的结构和功能

D．核糖脱去一个氧原子可转化为脱氧核糖

5．下列有关实验及显色结果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加热条件下，蔗糖与斐林试剂发生作用生成砖红色沉淀

B．加热条件下，蛋白质与吡罗红试剂发生作用呈现紫色

C．双缩脲试剂 A 液与 B 液须混合均匀后才能加入样液

D．检测脂肪时需借助显微镜才能看到染色的脂肪颗粒



6．下列有关水与生命活动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细胞中的水有自由水和结合水两种形式 B．正在萌发的种子中结合水与自由水的比

值上升

C．水在细胞内的化学反应中可充当反应物 D．自由水和结合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

互转化

7．所有的核苷酸分子中都含有（ ）

A．核糖 B．嘧啶 C．脱氧核糖 D．磷酸

8．长跑过程中少数同学会出现下肢肌肉抽搐的现象，这是由于长跑过程中大量排汗的

同时向体外排出了过量的（ ）

A．Ca2+ B．Fe3+ C．K+ D．Mg2+

9．在观察细胞质的流动时，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结果如图所示，细胞内叶绿体的实际位

置和细胞质流动方向为（ ）

A．左侧、顺时针 B．右侧、顺时针

C．左侧、逆时针 D．右侧、逆时针

10．溶酶体具有细胞内消化功能，其内部水解酶的最适

pH在 5.0 左右．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溶酶体内的水解酶是由核糖体合成的 B．溶酶体执行功能时伴随其膜组分的更新

C．细胞质基质中的物质不能全部进入溶酶体

D．正常生理状态下溶酶体对自身机体的细胞结构无分解作用

11．下列对脂肪的叙述中，不符合事实的是（ ）

A．脂肪是脂质的一种 B．细胞内良好的储能物质

C．C、H的含量较糖多 D．组成元素主要是 C、H、O，可能还含有 N、P

12．关于下列细胞器的叙述，正确的一组是( )

①线粒体 ②叶绿体 ③高尔基体 ④核糖体 ⑤内质网 ⑥中心

体

(1)上述所有的细胞器都含蛋白质 (2)能复制的细胞器只有①② (3)含单层膜的细胞器

只有③⑤ (4)含 RNA的细胞器只有①②

A.(1)、(3) B.(1)、(4) C.(2)、(3) D.(2)、(4)

1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葡萄糖和麦芽糖均可被水解 B．DNA是一切生物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C．磷脂是所有细胞必不可少的脂质

D．RNA通常只有一条链，它的碱基种类与 DNA完全不同

14．下列能够反映细胞膜的结构特点的实例是（ ）

①白细胞吞噬病菌 ②不能吸收蛋白质 ③变形虫的变形运动 ④水分子能自由进出

细胞．

A．①②③ B．①③ C．①④ D．①③④

15．下面关于线粒体和叶绿体的相同点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都具有双层膜结构 B．基质中都含有少量的 DNA

C．都与能量转换有关 D．所含酶的种类基本相似

16．某位科学家用活细胞做了许多张连续切片，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这些切片后，他画

出了一个综合图(如下图)，有理由认为这一细胞是( )

①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 ②能进行有氧呼吸的细胞 ③真核细胞 ④植物细胞

A.①③ B.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来源:学&科&网 Z&X&X&K]

17．下列关于高倍物镜使用的描述，错误的是（ ）

A．先在低倍镜下看清楚，再转至高倍镜

B．先用粗准焦螺旋调节，再用细准焦螺旋调节

C．由低倍物镜换成高倍物镜，视野变暗

D．高倍镜缩小了观察的范围，放大了倍数

18．下列关于植物细胞壁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它是植物细胞的边界 B．它的化学成分主要是纤维素和果胶

C．内质网与它的形成有关 D．它可以维持细胞内环境的稳定

19．细胞学说主要阐明（ ）

A．细胞的结构 B．细胞的种类 C．细胞的统一性 D．细胞的多样

性

20．蛋白质功能多种多样，下列与其功能不相符合的是（ ）

A．酶﹣﹣调节 B．抗体﹣﹣免疫 C．糖蛋白﹣﹣细胞识别 D．载体﹣﹣



运输

21．毒性极强的黄曲霉毒素能引起细胞中的核糖体不断从内质网上脱落下来，这一结果

将直接导致（ ）

A．染色体被破坏 B．高尔基体被破坏

C．中心体被破坏 D．分泌蛋白的合成受到影响

22．如图为典型的细胞核及其周围部分结构的示意图．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图中 1 和 4 的连接体现了细胞内结构间的紧密联系

B．通过图中 2可实现细胞核和细胞质之间信息的交流

C．图中 3 是细胞核内易于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物质

D．细胞核是细胞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和代谢中心

23．将 3H标记的脱氧核糖核苷酸引入某类绿色植物根尖细胞内，

然后设法获得各种结构，其中最可能测到含 3H的一组结构是( )

A.细胞核、核仁和中心体 B.细胞核、核糖体和线粒体

C.细胞核、线粒体和叶绿体 D.细胞核、线粒体

24．科学家将雌黑鼠乳腺细胞核移入白鼠去核的卵细胞内，待发育成早期胚胎后移植入

褐鼠的子宫，该褐鼠产下小鼠的体色和性别是（ ）

A．黑雌 B．褐雌 C．白雄 D．黑雄

25．小陈在观察成熟叶肉细胞的亚显微结构照片后得出如下结论，不正确的是（ ）

A．都有叶绿体和线粒体存在 B．核糖体附着在高尔基体上

C．内质网膜与核膜相连 D．液泡是最大的细胞器

26．下列关于“观察 DNA和 RNA 在细胞中的分布”实验的操作步骤中，正确的是（ ）

A．取细胞一水解一制作涂片一冲洗涂片一染色一观察

B．取细胞一制作涂片一冲洗涂片一水解一染色一观察

C．取细胞一制作涂片一水解一冲洗涂片一染色一观察

D．取细胞一水解一制作涂片一染色一冲洗涂片一观察

27．下列有关描述不正确的是（ ）

A．菠菜叶肉细胞有线粒体和叶绿体而蓝藻细胞无

B．蓝藻细胞与菠菜叶肉细胞的主要区别是无细胞壁

C．菠菜叶肉细胞与蓝藻细胞都能进行光合作用[来源:学科网 ZXXK]

D．骨骼肌细胞有中心体而菠菜叶肉细胞无



28．新生儿小肠绒毛上皮细胞通过消耗能量，可以直接吸收母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和半乳

糖，这两种物质被吸收到血液中的方式分别是( )

A．主动运输、主动运输 B．胞吞、主动运输

C．主动运输、胞吞 D．被动运输、主动运输

29．如图表示酶活性受温度影响的曲线，下列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

A．图中 A 和 C 点处酶的结构相同

B．B 点表示该酶的最大活性

C．D 点表示该酶的最适温度

D．同一种酶在不同的温度下可能具有相同的催化效率

30．植物细胞在质壁分离复原过程中，能正确表示细胞吸水速率的是（ ）

A． B． C． D．

31．甲、乙两种酶用同一种蛋白酶处理，酶活性与处理时间的关系如右图所示。下列分

析错误的是( )

A.甲酶能够抵抗该种蛋白酶的降解

B.甲酶不可能是具有催化功能的 RNA

C.乙酶的化学本质为蛋白质

D.乙酶活性的改变是因为其分子结构的改变

32．下图甲中曲线 a、b表示物质跨(穿)膜运输的两种方式，图乙表示细胞对大分子物质

“胞吞”和“胞吐”的过程。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甲图中 a表示自由扩散，b表示协助扩散或主动运输

B．甲图中 b曲线达到最大转运速率后的限制因素可能是载体蛋白的数量

C．乙图中的胞吐和胞吞过程说明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

D．乙图中的胞吐和胞吞过程都需要消耗 ATP

33．假设将标号为甲、乙、丙的同一个植物细胞分别放在 a、b、c三种不同的蔗糖溶液



中一段时间后得到如下图所示状态(原生质层不再变化)。据图分析推理不正确的是

( )

A．实验前蔗糖溶液浓度为：c>b>a B．实验后蔗糖溶液浓度为：c＝b≥a

C．实验后细胞的吸水能力：丙>乙>甲 D．实验后细胞液浓度：丙>乙>甲

34．撕去洋葱外表皮，分为两份，假定两份外表皮细胞的大小、数目和生理状态一致，

一份在完全营养液中浸泡一段时间，浸泡后的外表皮称为甲组；另一份在蒸馏水中浸泡

相同的时间，浸泡后的外表皮称为乙组。然后，两组外表皮都用浓度为 0.3 g/mL的蔗糖

溶液处理，一段时间后外表皮细胞中的水分不再减少。此时甲、乙两组细胞水分渗出量

的大小，以及水分运出细胞的方式是( )

A．甲组细胞的水分渗出量与乙组细胞的相等，主动运输

B．甲组细胞的水分渗出量比乙组细胞的高，主动运输

C．甲组细胞的水分渗出量比乙组细胞的低，被动运输

D．甲组细胞的水分渗出量与乙组细胞的相等，被动运输

35．下图中曲线是用过氧化氢作实验材料，根据有关实验结果绘制的。能说明酶具有高

效性的是 ( )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0 小空，每空一分，共 40 分）

36．（8 分）概念图是一种用节点代表概念，连线表示概念问关系的图示法．这种方法可

以帮助你梳理所学的知识，建立良好的知识结构．请分析图：



（ 1）若 1 代表自然界中所有生物，按结构分类，则 2 是 ， 4 可能

是 ．

（2）若 4 代表细胞内的自由水，则 1是 ，2 是 ．

（3）若 2 代表具有单层膜的细胞器，则 1是 ，4 可能是 ．

（4）若 1 代表跨膜运输，则 2是 ，5 可能是 ．

37．（8分）X、Y、Z 是构成图中细胞的三种化合物，请据图回答：

（1）若 X 表示该细胞最重要的能源物质，则 X 是 ；若表示该细胞的储能物

质，则 X 可能是 ．

（2）若图中细胞是唾液腺细胞，则与 Y的合成和分泌相关的细胞器有 （填标号），

该过程体现了各种细胞器在 上的联系．

（3）若 Y、Z 是组成结构 4 的化合物，则 Z 表示 ；若 Y、Z 是组成结构 5 的

主要化合物，则 Z 表示 ．

（4）葡萄糖进入红细胞离不开结构 5 上 （X/Y/Z）的协助，鉴别该物质常

用 ．

38．（9分）如图中曲线 a、b表示物质跨（穿）膜运输的两种方式．请分析回答：



（ 1 ） 曲 线 a 代 表 的 跨 膜 运 输 方 式 是 ， 判 断 的 依 据

是 ．

（2）抑制细胞呼吸对方式 的转运速率有影响．曲线 b中转运速

率不能无限增大的原因是 ．

（3）图中能体现细胞膜功能特性的曲线是 ．神经细胞能维持细胞内外

K+
的浓度差，与图中方式 有关．

（4）细胞膜功能的复杂性与 有关．除图示相关功能外，细胞膜还

有

和 的功能．

39．（7分）如图是电子显微镜观察到的某真核细胞的一部分，请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细胞可能为 细胞．

（2）图中结构含有 DNA 的是 （用图中数字回答）；

不含磷脂的是 （用图中数字回答）

（3）图中能与细胞膜发生直接转换的结构是

（ 用 图 中 数 字 回 答 ） ， 其 功 能

是 ．

（4）图中细胞的胞膜上某蛋白分子由三条肽链构成，含有 m 个氨基酸残基，则该蛋白

分子含有的肽键数为 ，该蛋白至少含有 个氨基．

40．（8 分）某同学在实验室中先后完成了“体验制备细胞膜的方法”和“植物细胞的吸收

和失水”，两个实验．请结合实验过程回答相关问题：



（1）两个实验依据的共同原理是 ，设置多次观察

遵循了实验设计的 原则．

（2）实验材料的选择对实验成功至关重要，前者通常选择的材料是

，后者常用 ．

（ 3 ） 两 个 实 验 都 都 用 到 了 光 学 显 微 镜 ， 其 中 需 要 用 高 倍 镜 观 察 的

是 ，滴加清水后能观察到的现象是 ．

（4）该同学在 “植物细胞的吸收和失水 ”实验中观察到图象如图，a 处的液体

为 ，这说明细胞壁具有 的特点．

宁阳一中 2017 级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

生物试题答题纸 2017.11

题号 36 37 38 39 40 总分

得分 [来源:学科网]

36、（8分）（1）

（2）

（3）

（4）



37、（8分）（1）

（2）

（3）

（4）

38、（9分）（1）

（2）

（3）

（4）

39、（7分）（1）

（2）

（3）

（4）

40、（8分）（1）

（2）

（3）

（4）

生物试题答案 2017.11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A C D B D A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C B D C B B C A

21[来源:学科网 ZXXK]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D D A B C B B A C

31 32 33 34 35

B C B C A

36、(8分) （1）病毒 原核生物或真核生物

（2）无机物 无机盐

（3）具膜的细胞器 线粒体或叶绿体

（4）主动运输 自由扩散或协助扩散

37、（8分）（1）葡萄糖 脂肪或糖原

（2）1、2、3、4 结构和功能

（3）核糖核酸（RNA） 磷脂

（4）Y 双缩脲试剂

38、（9分）（1）自由扩散 转运速率与被转运分子的浓度呈正相关

（2）b 膜上载体蛋白的数量有限的

（3）b b

（4）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 将细胞与外界环境分开 进行细胞间的信息交流

39、（7分）（1）动物或低等植物

（2）1、5 2、3

（3）6 细胞内蛋白质合成和加工以及脂质合成的“车间”

（4）m﹣3 3

40、（8分）（1）渗透作用 对照

（2）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 紫色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

（3）体验制备细胞膜的方法 红细胞凹陷消失，体积变大，细胞破裂

（4）蔗糖溶液 全透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