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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２０１８ 年《名卷精编 Ｂ 版》考前押宝卷 １
一、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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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Ｃ　 本题考查糖类的种类。 脱氧核糖是五碳糖，属于单糖。 纤维

素、糖元属于多糖。 胆固醇属于脂质，不属于糖类。
２．Ｂ　 本题考查水体污染。 大量使用化肥、大规模围湖造田、大规模

砍伐森林均会导致水体污染加剧。 采用无水印染法可减少水体污

染物排放，不会加剧水体污染。
３．Ｃ　 本题考查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 细胞核中与核糖体形成有关

的结构是核仁。
４．Ａ　 本题考查内分泌系统的组成。 汗腺是外分泌腺，不具有内分泌

功能。 甲状腺是内分泌腺，胃中有少量内分泌细胞，下丘脑兼有内

分泌的作用。
５．Ｄ　 本题考查 ＨＩＶ 对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 ＨＩＶ 主要感染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也会感染脑细胞和巨噬细胞，不会感染红细胞，红细胞

没有细胞核，ＨＩＶ 也不可能在其中增殖。
６．Ｃ　 本题考查细胞分化、衰老、凋亡。 衰老的动物细胞线粒体体积

增大，数目减少。
７．Ｂ　 本题考查神经元的结构。 神经元的轴突外周有髓鞘，树突外周

通常没有髓鞘。 运动神经元的胞体位于脊髓，感觉神经元的胞体

位于脊髓外的神经节中。 多数神经元有一个轴突和多个树突，但
也有例外，如假单极神经元。 神经是由许多神经纤维被结缔组织

包围而成的。
８．Ｂ　 本题考查生长素的作用特点。 ２，４－Ｄ 是一种生长素类似物，对
于插枝生根的作用具有双重性，高浓度抑制，低浓度促进。 插枝本

身含有一定量的激素，不外加生长素也能生根，因此，当 ２，４－Ｄ 浓

度为 ０ 时（即对照组）根的总长度大于 ０。 而 ２，４－Ｄ 浓度过高抑制

生根则表现为比对照组长度小，但不可能为负数。

易错警示　 要注意区分必修 ３ 教材第 ７ 页“生长素浓度对根和

茎细胞生长的影响”曲线与本题 Ｃ 选项曲线的不同点。 教材曲

线纵坐标是影响效果，０ 点之上代表促进作用，０ 点之下代表抑

制作用。 Ｃ 选项曲线纵坐标是根的总长度，其数值不可能处于 ０
点之下，因此是一个错误的曲线图。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判断生

长素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需要与对照组即清水组对比，
比对照组生长快就是促进，反之则是抑制。

９．Ｃ　 本题考查群落结构。 人工林中树木的高度基本相同，但其他生

物仍有垂直分层现象。 水生群落的垂直分层主要是由光的穿透

性、温度和氧气的垂直分布决定的。 群落中生物呈斑块状镶嵌是

不同地点环境条件不同导致的，是空间异质性的一种表现。 群落

的时间结构是指群落的组成和外貌随时间而发生有规律的变化，
种群密度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但群落的组成和外貌不一定变化。

１０．Ｄ　 本题考查人类遗传病的概念、类型。 生殖细胞或受精卵里的

遗传物质发生了改变从而使发育成的个体患疾病，该病称为遗传

病，体细胞中遗传物质发生改变导致的疾病不是遗传病。 遗传病

在群体中的发病率与环境因素有关，特别是多基因遗传病受环境

因素影响较大。 染色体组型分析可以用于染色体异常遗传病的

诊断，对于基因异常导致的遗传病则无法诊断。 单基因遗传病在

人群中发病率较低，多属罕见病，但在患者后代中的发病率相对

较高，多基因遗传病由于受多对基因影响，在患者后代中的发病

率相对较低。
１１．Ｃ　 本题考查细胞器的结构。 溶酶体和高尔基体中不含色素，叶

绿体中的色素存在于类囊体膜上，且不是水溶性的。 液泡内的水

溶液中含有色素。
１２．Ｂ　 本题考查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由曲线可知，一定范围内，一般

酶的活性随温度的升高而升高。 高温和低温均影响酶活性，只不

过低温只是使酶活性降低，温度升高酶活性仍可恢复；高温则使

酶逐渐失活。 酶分子本身会随温度的升高而发生热变性，温度升

得越高，酶变性的速率也越快，在最适温度下，酶分子会较慢地变

性失活。 酶活性受温度、ｐＨ 的影响。
１３．Ｃ　 本题考查内环境与稳态。 内环境中含有部分蛋白质，但不能

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是在细胞中的核糖体上合成的。 内环境是指

细胞外液，不是细胞内液。 内环境成分时刻在发生变化，但这种

变化是在一定幅度内的。 稳态是相对稳定的状态，稳态的调节主

要是负反馈。
１４．Ａ　 本题考查种群基因频率的变化。 种群内个体全部自交会改变

基因型频率，使纯合子增多，但不会改变基因频率。 个体迁移、基
因突变、不同表现型存活概率不同（自然选择）都会导致种群基因

频率发生改变。
１５．Ｃ　 本题考查染色体畸变。 Ａ 属于染色体结构变异中的缺失，Ｂ

属于易位，Ｄ 属于染色体数目变异。 Ｃ 是由交叉互换导致的基因

重组，不属于染色体畸变。
１６．Ｄ　 本题考查育种。 如果杂交育种的目标种是杂合子或者隐性个

体，就不需要经过自交手段进行纯合化。 诱变育种可改良生物品

种的某些性状，但不是定向的。 单倍体育种是通过诱导单倍体加

倍来获得纯合子，目标不是获得单倍体植株。 八倍体小黑麦就是

利用多倍体育种技术培育而成的，其组合了两个物种的优良

性状。
１７．Ｄ　 本题考查体温调节。 人体在安静时主要由内脏、肌肉、脑等组

织的代谢过程释放热量。 在寒冷环境中，人体中氧化分解释放热

量的物质包括脂肪、糖类等有机物，不只是脂肪。 鸟类没有汗腺，
不会出汗。 寒冷刺激下血管收缩是一种反应活动。

１８．Ｂ　 本题考查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 每种膜蛋白都既有水溶

性部分，也有脂溶性部分，而不是一部分膜蛋白是水溶性另

一部分膜蛋白是脂溶性的。 有一些膜蛋白起着细胞标志物

的作用，这些标志物中有的能识别来自细胞内外的化学物质

（化学信号） ，有的能识别其他细胞，有的则与与病原体作斗

争有关。 同一个体不同细胞表面膜蛋白不完全相同，只是

ＭＨＣ 分子相同，而一些表面受体则可以不同，如 Ｂ 细胞表面

有抗体作为抗原受体，其他细胞则没有。 膜蛋白中的载体、
酶均可以发生形状变化，这种变化不一定需要消耗 ＡＴＰ，如
易化扩散不需要。

知识归纳　 全部或部分镶嵌在膜中的蛋白质都称为膜蛋白。 膜

蛋白依据其功能可划分为不同种类。 有的与物质转运有关，如

载体蛋白和通道蛋白。 有的与细胞识别有关，如 ＭＨＣ 分子是供

免疫细胞识别的标志物。 有的与信息交流有关，如各种受体，具
体来说有激素受体、递质受体、抗原受体等。 有的可起催化作

用，如原核细胞与细胞呼吸有关的酶部分就附着在细胞膜上，突
触后膜上则有分解递质的酶。

１９．Ｃ　 本题考查烟草花叶病毒感染和重建实验。 烟草产生 ａ 型病斑

的组别是①，③不会产生病斑。 烟草产生 ｂ 型病斑的组别是④，

②不会产生病斑。 组合病毒产生的子代病毒是 Ｂ 型 ＴＭＶ，因为遗

传物质来自 Ｂ 型 ＴＭＶ。 ＴＭＶ 是一种 ＲＮＡ 病毒，但不含逆转录酶。
２０．Ｂ　 本题考查特异性免疫。 病原体所含有的特殊化学物质如蛋白

质、多糖、黏多糖可引起免疫应答，这些物质称为抗原，但并非病

原体的所有物质都是抗原，流感病毒所含的 ＲＮＡ 就不是抗原。 流

感病毒侵入人体后导致人体产生免疫反应，淋巴细胞增殖，细胞

数目增多。 Ｔ 淋巴细胞表面的受体只能识别抗原－ＭＨＣ 复合体，
不能直接识别流感病毒。 Ｂ 细胞表面的抗体与流感病毒结合后就

被致敏了，启动分裂还需要白细胞介素－２ 的刺激。

知识归纳　 Ｔ 淋巴细胞与 Ｂ 淋巴细胞识别抗原方式不同。 Ｔ 细

胞表面的抗原受体不是抗体，识别的是抗原－ＭＨＣ 复合体。 也

就是说需要抗原呈递细胞如巨噬细胞先吞噬病原体，并进行降

解处理，将抗原分子暴露出来，与 ＭＨＣ 分子形成复合体，并呈递

在细胞膜上，才能被 Ｔ 淋巴细胞识别。 而 Ｂ 细胞表面的抗原受

体是抗体，可直接与病原体上的抗原分子特殊部位结合。

２１．Ｃ　 本题考查细胞周期和有丝分裂。 同一动物个体不同细胞的细

胞周期时间长短不同，有的分裂旺盛，有的分裂缓慢，有的不分

裂。 有丝分裂所需蛋白质的合成发生在 Ｇ２期。 前期一对中心体

向两极分开并有纺锤丝相连。 植物细胞有丝分裂后期出现许多

囊泡，动物细胞则没有。

易错警示　 辨别有丝分裂各时期特点，需要区分是植物细胞还

是动物细胞。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期和末期的特点不同。 前期

植物细胞由两极发出纺锤丝形成纺锤体；动物细胞则由中心体

发出纺锤丝形成纺锤体。 末期（有的从后期开始）植物细胞在赤

道面上出现许多囊泡，形成细胞板，扩展形成细胞壁；动物细胞

则是细胞从中央凹陷，缢裂形成两个子细胞。

２２．Ｃ　 本题考查常染色体和性染色体。 人类一个染色体组含有 ２２
条常染色体和 １ 条性染色体。 常染色体上的基因所控制的遗传

病，男女发病率也可能不相等，如秃顶。 由位于 Ｘ 或 Ｙ 性染色体

上的基因所控制的性状，会随 Ｘ 或 Ｙ 染色体的传递而遗传，其遗

传都与性别有关。 含有两条 Ｙ 染色体的是有丝分裂后期的体细

胞或后期Ⅱ的部分次级精母细胞。
２３．Ｃ　 本题考查质壁分离。 与 ａ 点相比，ｂ 点时细胞的细胞液浓度增

大，吸水能力增强。 ｂ 点到 ｃ 点过程中，液泡体积变化速率下降是

细胞液浓度增大逐渐达到与外界相等所致。 ｃ 点时细胞内外溶液

浓度相等，不再发生渗透作用，但仍有水分子进出细胞。 质壁分

离实验证明蔗糖分子可以通过细胞壁，否则不会出现质壁分离

现象。

疑难突破　 发生渗透作用的条件是具有半透膜及膜两侧具有浓

度差，膜两侧溶液浓度相等时渗透作用不再发生，但仍有水分子

进出，只不过进出的水分子数相等。 质壁分离实验可证明细胞

膜及液泡膜具有半透性且该细胞具有活性，因为死亡细胞的膜

结构失去选择透性。 该实验还可证明细胞壁不具有半透性。 假

如细胞壁也是半透性的，则细胞壁和细胞膜之间的空隙中只能

充满清水，而清水又会渗透进入液泡，也就意味着质壁分离不可

能发生。

２４．Ａ　 本题考查 ＤＮＡ 的结构和复制。 用１５ Ｎ 标记该 ＤＮＡ 分子，在
含１４Ｎ 的培养基中连续复制四次，则所有 ＤＮＡ 分子均含１４Ｎ，含１５Ｎ
的脱氧核苷酸链共有 ２ 条。 每个 ＤＮＡ 分子含有 １ ０００ 个碱基对，
其中一条链上（Ａ＋Ｔ）占该链碱基总数的 ３ ／ ５，则整个 ＤＮＡ 分子中

Ａ＋Ｔ＝ １ ０００×３ ／ ５×２＝ １ ２００（个），Ｇ＋Ｃ ＝ １ ０００×２ ／ ５×２ ＝ ８００（个），
即 Ａ 和 Ｔ 碱基对共有 ６００ 对，氢键１ ２００个，Ｇ 和 Ｃ 碱基对共有 ４００
对，氢键 １ ２００ 个。 消耗游离的胞嘧啶脱氧核苷酸为 ４００×（２４ －
１）＝ ６ ０００（个）。

规律总结　 用１５Ｎ 标记的 ＤＮＡ 分子，在含１４Ｎ 的培养基中连续复

制 ｎ 次，则子代 ＤＮＡ 分子共有 ２ｎ个，其中含１５Ｎ 的 ２ 个，含１４Ｎ 的

２ｎ个，只含１４Ｎ 的（２ｎ－２）个。 设原有某种核苷酸 ａ 个，复制 ｎ 次，
消耗该种核苷酸数量为 ａ×（２ｎ－１）个。

２５．Ｄ　 本题考查减数分裂。 该细胞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前期，可以

是次级精母细胞或次级卵母细胞及第一极体。 若 ２ 号染色体为 Ｙ
染色体，则该动物不可能含有 Ｂ、ｂ 等位基因，因此 ２ 号不可能为 Ｙ
染色体。 该动物基因型为 ＡＡ，因此 １ 号染色体上 ａ 基因的出现只

能是基因突变所致。 该细胞后期着丝粒分裂，染色体加倍，有 ２ 个

染色体组。

规律总结　 姐妹染色单体上含有等位基因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发生了基因突变；二是同源染色体上的非姐妹染色单体发生了

交叉互换。 两者发生的范围不一样，基因突变是所有细胞在不

同分裂方式中均可发生；交叉互换则只能发生在减数第一次分

裂过程中，而且必须是杂合子个体才能通过交叉互换使姐妹染

色单体上含有等位基因。 换句话说，杂合子的体细胞或者纯合

子的所有细胞，如果其姐妹染色单体上含有等位基因，原因只能

是基因突变。

２６．Ｃ　 本题考查神经冲动的产生。 离子通道是离子通过易化扩散方

式进出细胞的通道，不能进行主动转运。 静息状态时钠离子通道

和钾离子通道均处于关闭状态，但神经细胞膜对钾离子通透性

大，钾离子扩散到膜外形成静息电位。 去极化时钠离子通道开

放，钾离子通道关闭，钠离子内流。 复极化时钠离子通道关闭，钾
离子通道开放，钾离子外流。

知识拓展　 离子通道是离子顺浓度差进出细胞的通道，不能进

行主动转运，介导主动转运的称为载体。 如神经细胞膜上的钠

钾泵就是运载钠离子和钾离子的载体，通过主动吸钾排钠维持

内钾外钠的离子分布。 钠钾泵与膜电位变化一般无直接关系。
导致膜电位变化的是钠离子通道和钾离子通道，其中去极化时

前者开放后者关闭，复极化时则相反。 要注意的是静息时两种

离子通道均处于关闭状态，此时钾离子外流是由于膜对钾的通

透性较高导致的，也有资料认为是由一种钾离子非门控通道引

起的。 所谓非门控通道，是指其只有开放状态，不能关闭。 而前

述两种通道均可称电压门控通道，也就是像一道门一样可开放

和关闭，其开放的信号是电压变化。

２７．Ａ　 本题考查孟德尔定律与基因表达。 基因型为 ＡａＢｂ 的植株自

交所得子代中，Ａ＿Ｂｂ 个体表现为红色，ａａ＿ ＿及＿ ＿ＢＢ 个体表现为

白色，Ａ＿ｂｂ 个体表现为紫色，因此后代红 ∶ 白 ∶ 紫 ＝ ６ ∶ ７ ∶ ３。 若

某白花植株自交后代全为白花，该白花植株不一定是纯合子。 该

色素为小分子，不可能是翻译的产物，应该是 Ａ 基因控制某种酶

合成，酶催化色素的合成。 由图可知 Ｂ、ｂ 基因的显性表现形式为

不完全显性。

疑难突破　 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关

系。 Ａ 基因控制色素合成，表明 ａａ 个体表现为白色。 Ｂ 基因控

制液泡膜上氢离子载体的合成，从而影响液泡对氢离子的吸收，
载体越多，意味着液泡中 ｐＨ 越低。 由此可知 Ａ＿ｂｂ 个体表现为

紫色，Ａ＿Ｂｂ 个体表现为红色，ａａ＿ ＿及＿ ＿ＢＢ 个体表现为白色。

２８．Ｃ　 本题考查环境因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由表格可知，低浓度

Ｃｕ２＋对白蜡幼苗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高浓度 Ｃｕ２＋ 对白蜡幼苗的

生长具有抑制作用。 Ｃｕ２＋质量分数越高，叶绿素 ａ ／ ｂ 的比值越高，
但叶绿素总量先上升后下降，不能确定叶绿素 ａ 含量是否一直升

高。 气孔导度是通过影响 ＣＯ２的吸收进而影响光合作用的，Ｃｕ２＋

质量分数大于 １．０×１０－３时气孔导度降低，但胞间 ＣＯ２浓度反而升

高，说明 ＣＯ２的吸收大于 ＣＯ２的消耗，此时外界 ＣＯ２的吸收速率不

是限制光合作用的因素，因此净光合速率下降与气孔导度降低无

关。 Ｃｕ２＋质量分数为 ２．０×１０－３时，与 Ｃｕ２＋质量分数为 １．０×１０－３时

相比，叶绿素总量下降比例较低，净光合速率下降比例则高得多，
说明叶绿素含量下降不是导致净光合速率下降的唯一因素。

规律总结　 解答此类型的题目要点是理解原理、提取信息。 从

原理上来说，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有光照、温度、ＣＯ２ 浓度、矿质

元素和水分等。 光照直接影响光反应，进而影响碳反应。 温度

影响酶活性。 ＣＯ２浓度直接影响碳反应，进而影响光反应。 矿质

元素则影响气孔导度、色素及其他物质的合成、酶活性等。 水分

短期来说影响气孔导度，长期来说会影响色素等的合成。 提取

信息关键点是找准自变量和因变量，并从两者的变化趋势判断

相互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二、非选择题
２９． 答案　 （每空 １ 分，共 ６ 分）

（１）生产者　 ｄ、ｅ、ｆ　 燃烧

（２）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总初级生产量） 　 呼吸消耗的能量

（３）单向流动、逐级递减

解析　 图甲中 ａ 与 ｃ 之间存在双向箭头，且其他生态系统成分

均可指向 ｃ，说明 ａ 是生产者，ｃ 是无机环境。 其他生物成分均可

指向 ｂ，说明 ｂ 是分解者，ｄ、ｅ、ｆ 则是消费者。 除图中所示以外，碳
从生物群落进入无机环境的途径还有燃烧化石燃料等。 图乙中 ａ
表示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总初级生产量），ｂ 表示呼吸消耗的能

量，ｃ 表示净初级生产量，ｅ 表示被分解者利用的能量。 图甲表示

物质循环。 与之相比，图乙表示能量流动，其特点是单向流动、逐
级递减。

方法技巧　 碳循环示意图中表示的生态系统成分有生产者、消

费者、分解者及无机环境。 区分这几种成分的突破点在于找到

图中的双向箭头，因为只有生产者和无机环境之间碳元素可双

向传递。 至于消费者和分解者，各种生物成分均可指向分解者，
而消费者只有一个物质来源，即上一营养级。

３０． 答案　 （每空 １ 分，共 ７ 分）
（１）光合膜　 　 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ＡＴＰ 和 ＮＡＤＰＨ 中的化学能

　 三碳糖、ＲｕＢＰ、淀粉（写两种即可）
（２）⑦⑧　 氢

（３）＝
解析　 ③表示由类囊体组成的基粒，组成③的膜称为光合膜，

其中含有的类胡萝卜素主要是胡萝卜素和叶黄素。 在③中光能

被吸收并转化为 ＡＴＰ 和 ＮＡＤＰＨ 中的化学能。 在④中合成的糖类

有三碳糖、ＲｕＢＰ、淀粉等。 与柠檬酸循环有关的酶存在于线粒体

基质和嵴上，在该阶段，氢被释放出来由特殊的分子携带参与下

阶段反应。 ａ 表示氧气从叶绿体中扩散到线粒体中，ｂ 表示二氧

化碳从线粒体中扩散到叶绿体中，在适宜光照下光合作用速率虽

然大于细胞呼吸速率，但由于细胞呼吸中氧气和二氧化碳为

１ ∶ １，进入线粒体的氧气始终等于释放的二氧化碳，多余的氧气

则扩散到细胞外了。
３１． 答案　 （每空 １ 分，共 ７ 分）

（１）基因重组　 Ｘ
（２）８　 １７ ／ １８　 ８ ／ ９
（３）比利时正常　 ａａＢｂＸＤＹ（或 ＡａｂｂＸＤＹ）
解析　 Ｆ１相互杂交，由于非等位基因自由组合，导致子代产生多

种类型，这种变异来源于基因重组。 杂交实验结果表明，体形的

遗传与性别相关联，因此 Ｄ、ｄ 基因位于 Ｘ 染色体上。 单看毛色，
Ｆ２中无论雌雄均表现为 ９ ∶ ３ ∶ ４，说明两对基因自由组合且位于

常染色体上，野鼠色占 ９ 份，基因型为 Ａ＿Ｂ＿，比利时兔占 ３ 份，基
因型为 Ａ＿ｂｂ（或 ａａＢ＿），白化占 ４ 份，基因型为 ａａＢ＿（或 Ａ＿ｂｂ）及
ａａｂｂ。 单看体形，正常雌兔基因型为 ＸＤ ＸＤ 或 ＸＤ Ｘｄ。 Ｆ２野鼠色正

常雌兔基因型有 ８ 种，其中纯合子是 ＡＡＢＢＸＤ ＸＤ，占比为 １ ／ ９×

１ ／ ２ ＝ １ ／ １８，杂合子占 １７ ／ １８。 Ｆ２ 中的比利时兔随机交配， 即

１ＡＡｂｂ ∶ ２Ａａｂｂ 的雌雄兔子随机交配，后代中 ａａｂｂ 占 １ ／ ９，其余均

为比利时兔，占 ８ ／ ９。 欲鉴定 Ｆ２中某只白化正常雄兔的基因型，只
能取比利时雌兔与之交配，因为野鼠色的雌兔为双显性个体，不
能用于鉴别基因型。 白化兔相互杂交子代均为白化，也不能鉴

别。 若子代出现三种毛色，说明该雄兔为杂合子，基因型为

ａａＢｂＸＤＹ（或ＡａｂｂＸＤＹ）。

疑难突破　 解自由组合定律的题目，应该用拆分法，即先只关注

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情况。 以本题为例，如只看体形的遗传，Ｆ２

中雌兔全为正常，雄兔则为正常 ∶ 侏儒兔 ＝ １ ∶ １，这是典型的伴

Ｘ 染色体遗传。 再看毛色遗传，Ｆ２ 中无论雌雄均表现为 ９ ∶ ３ ∶
４，这是由 ９ ∶ ３ ∶ ３ ∶ １ 比例变形而来的，即基因型 Ａ＿Ｂ＿表现为

一种类型，Ａ＿ｂｂ（或 ａａＢ＿）表现为另一种类型，ａａＢ＿（或 Ａ＿ｂｂ）及

ａａｂｂ 表现为第三种类型。 这种变式的规律是基因型及其比例是

不变的，表现型及其比例则可有多种变化，但比例之和等于 １６
（两对基因控制）。

３２． 答案　 （每空 １ 分，共 １４ 分）
（一）（１）ＬＢ 固体　 维持渗透压　 平面　 （２）９９ ｍＬ 无菌水　 涂布

分离　 作为对照　 （３）Ｄ
（二）（１）瘤细胞 　 灭活的仙台病毒（聚乙二醇） 　 克隆 　 无限

增殖

（２）特殊部位　 特异探针　 细胞学分布

解析　 （一）从实验流程来看，本题采用的是稀释涂布分离法对

细菌进行计数。 要分离细菌，应配制 ＬＢ 固体培养基。 培养基中

含一定量的氯化钠，其作用是维持渗透压。 培养基经灭菌后，倒
入培养皿中形成平面，以便于分离细菌。 要稀释 １０－２倍，应在 １ ｇ
水样中加入 ９９ ｍＬ 无菌水。 留一组空白培养基在相同条件下进行

培养，作用是作为对照。 经培养后，样品中 １ 个细菌就长成 １ 个菌

落，因此应计数合理稀释度样品的培养基上的菌落数。 （二）将抗

体生成细胞与瘤细胞进行杂交的技术称为杂交瘤技术。 介导动

物细胞融合可以用灭活的仙台病毒或聚乙二醇。 融合后的杂交

细胞经过筛选、克隆培养，获得既能产生特异抗体又能无限增殖

的杂交瘤细胞克隆。 单克隆抗体可以识别抗原分子的特殊部位，
具有专一性，而抗血清则是多种抗体的混合物，因此单抗比较优

越。 单抗可以作为特异探针，研究相应抗原蛋白的结构、细胞学

分布及其功能。

知识归纳　 分离细菌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划线分离法；二是涂布

分离法。 将两者的区别归纳如下表：

工具 操作 目的 优点

划线

分离法
接种环

灼烧接种环—蘸

取菌种—划线—
灼烧—重复划线

获得单菌落 方法简单

涂布

分离法

玻璃

刮刀

制备稀释液—滴

加稀释液—灼烧

玻璃刮刀—涂布

获 得 单 菌

落，并 可 用

于计数

操 作 复

杂， 但 更

易分离

３３． 答案　 （共 １０ 分）
（１）①取若干培养瓶，均分为 Ａ、Ｂ、Ｃ、Ｄ ４ 组，均加入适量且等量的

培养液，并分别做如下处理：
Ａ 组：加入适量经诱导的胚胎干细胞悬液；Ｂ 组：加入适量经诱导

的胚胎干细胞悬液＋适量葡萄糖；Ｃ 组：加入适量胰岛 β 细胞悬

液；Ｄ 组：加入适量胰岛 β 细胞悬液＋适量葡萄糖。
②在相同且适宜环境下培养一段合适的时间后，检测各组样品培

养液中胰岛素浓度，并记录。
③统计并分析所得数据。
（２）胰岛素释放实验结果图。 （说明：至少画出两种结果，即经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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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胚胎干细胞转变成功或不成功。 第一种结果 Ａ、Ｂ 组与 Ｃ、Ｄ
组高度可不同。 多于两种结果也可以。）

（３）发育全能性

解析　 本实验的目的是探究经诱导的胚胎干细胞是否成功转

变为胰岛 β 细胞，材料中胰岛 β 细胞作为标准对照。 实验的检测

指标是胰岛素的释放量，转变成功的标志是高糖溶液中释放量

多，低糖溶液中释放量少。 因此实验共分 ４ 组。 由于是探究实验，
预期结果应该有多种，一种是经诱导的胚胎干细胞成功转变为胰

岛 β 细胞，与胰岛 β 细胞释放量差不多，另一种是转变不成功，不
能释放胰岛素（或者释放量均较少）。 胚胎干细胞具有发育全能

性，所以能诱导形成各种组织细胞。

规律总结　 预期实验结果要注意区分是验证实验还是探究实

验。 验证实验由于生物学理论已知，只根据已有理论，预测一种

实验结果。 探究实验由于生物学理论未知，相应的假设有多种，
所以可以预测多种结果。 以本题为例，根据实验目的，可以提出

两种假设：一是经诱导的胚胎干细胞成功转变为胰岛 β 细胞；二
是经诱导的胚胎干细胞没有转变为胰岛 β 细胞。 依据两种假

设，至少可以预期两种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的呈现形式也可以

有多种，一是文字型，二是图表型。 本题要求用柱形图表示，首

先要建立坐标，柱形图的横坐标通常是组别，纵坐标则是观察指

标的量。 然后以柱形图高低表示每组观察指标量的大小。 曲线

图横坐标通常是时间，纵坐标是观察指标的量，通常有几组就画

几条曲线，并且要以图例来区分不同曲线代表的含义。

浙江省 ２０１８ 年《名卷精编 Ｂ 版》考前押宝卷 ２
一、选择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Ａ Ｂ Ｃ Ｄ Ｄ Ｃ Ｃ Ｂ Ａ Ｂ Ｄ Ｂ Ｃ Ｂ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Ａ Ｃ Ｂ Ａ Ｃ Ａ Ｄ Ｄ Ｂ Ｃ Ｃ Ｂ Ａ Ｄ

１．Ａ　 本题考查原核生物、真核生物、病毒等的形态结构，属于基础

题。 噬菌体是一种 ＤＮＡ 病毒，不具有细胞结构，不含核糖体，故 Ａ
符合题意；大肠杆菌是一种细菌，属于原核生物，只有一种细胞器

即核糖体，故 Ｂ 不符合题意；酵母菌是一种真菌，属于真核生物，有
核糖体等细胞器，故 Ｃ 不符合题意；蝴蝶是一种动物，属于真核生

物，有核糖体等多种细胞器，故 Ｄ 不符合题意。
２．Ｂ　 本题考查群落结构，属于基础题。 植被的分层结构适于预测鸟

类的多样性，故 Ａ 正确；水生群落的层次性主要是由光的穿透性、
温度和氧气的垂直分布决定的，故 Ｂ 错误；陆地群落的水平结构很

少是均匀的，大多数群落中的生物呈集群分布或表现为斑块状镶

嵌，故 Ｃ 正确；在温带地区，草原和森林的外貌在春、夏、秋、冬有很

大不同，这就是群落的季相，故 Ｄ 正确。
３．Ｃ　 本题考查纯合子、杂合子的基因型，属于基础题。 纯合子是指

由两个基因型相同的配子结合而成的个体，所以纯合子所有的等

位基因一定全部纯合。 ｓｒ 是一种配子的基因型，不是个体的基因

型，故 Ａ 错误；ＳｓＲｒ、ＳｓＲＲ 分别有两对、一对等位基因杂合，属于杂

合子，故 Ｂ、Ｄ 错误；ＳＳＲＲ 所有等位基因纯合，属于纯合子，故 Ｃ
正确。

４．Ｄ　 本题考查无机盐的生理功能，属于基础题。 细胞内液和细胞外

液中含量最多的化合物是水，水是极性分子，可作为良好的溶剂，
将极性的溶质分子或离子溶解于其中，水也就成了生物体内物质

运输的主要介质。 水分子之间的氢键的破坏消耗大量的热量，氢
键的形成又会释放热量，故水具有缓和温度变化的作用，故 Ａ 正

确；血浆中含有多种无机盐，包括 Ｎａ＋、Ｋ＋、Ｃａ２＋、Ｍｇ２＋ 等正离子，以
及 Ｃｌ－、ＨＣＯ－

３ 、Ｈ２ＰＯ
－
４等负离子，这些离子对于维持血浆的正常浓度

非常重要，故 Ｂ 正确；若哺乳动物血液中的 Ｃａ２＋ 含量过低，则会发

生抽搐，故 Ｃ 正确；无机盐还是某些复杂化合物的重要组成成分，
如 Ｍｇ２＋是叶绿素的必要成分，但不是所有色素的必要成分，色素还

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等，Ｆｅ２＋ 是血红蛋白的必要成分，故 Ｄ
错误。

５．Ｄ　 本题考查动物激素的作用，属于基础题。 性激素对维持男性、
女性的第二性征起作用，故 Ａ 错误；幼年时人缺乏生长激素将患侏

儒症，侏儒症患者身材矮小，但智力发育正常，幼年时生长激素分

泌过多则会患巨人症，故 Ｂ 错误；胰岛素是已知的唯一能降低血糖

浓度的激素，故 Ｃ 错误；婴幼儿时期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会引发呆

小病，呆小病患者的骨骼停止生长，到二三十岁还像小孩一样矮

小，智力也停止发育，只有四五岁小孩的智力水平，故 Ｄ 正确。
６．Ｃ　 本题考查 ＤＮＡ 的结构，属于基础题。 ＤＮＡ 分子的基本单位是

脱氧核苷酸，ＤＮＡ 是细长的多核苷酸链，是脱氧核苷酸的多聚体，
故 Ａ 正确；ＤＮＡ 分子由 ４ 种脱氧核苷酸组成，有 ４ 种碱基，故 Ｂ 正

确；根据 ＤＮＡ 中碱基含量的卡伽夫法则，在 ＤＮＡ 分子中，Ａ 和 Ｔ 的

分子数相等，Ｃ 和 Ｇ 的分子数相等，但 Ａ＋Ｔ 的量不一定等于 Ｇ＋Ｃ
的量，故 Ｃ 错误；ＤＮＡ 分子的一条链上相邻碱基之间是以“—脱氧

核糖—磷酸—脱氧核糖—”相连的，故 Ｄ 正确。
７．Ｃ　 本题考查育种，属于基础题。 诱变育种是利用物理、化学因素

诱导生物发生变异，并从变异后代中选育新品种的过程。 人工诱

变的方法主要有：①辐射诱变，包括用各种射线如 Ｘ 射线、紫外线、
γ 射线等照射，②化学诱变，包括用许多种化学药剂处理，故选 Ｃ。

８．Ｂ　 本题考查生态平衡，属于基础题。 地球的资源和食物的生产是

有限的，所以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设法降低出生率，做到自我控

制，并且最终使全球人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使人口在低出生

率和低死亡率的基础上保持平衡，故 Ａ 正确；温室效应影响地球的

热平衡，使地球变暖，地球变暖会引起大气环流气团向两极推移，
改变全球降雨格局，导致我国北方干燥地区将会进一步变干，故 Ｂ
错误；造成水体污染的污染物包括八类，即家庭污水、微生物病原

体、化学肥料、杀虫剂（还有除草剂和洗涤剂）、其他矿物质和化学

品、水土流失的冲积物、放射性物质、来自电厂的废热等，故 Ｃ 正

确；每一种野生生物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基因库，其特性绝不会同

其他任何生物重复，一种现在认为是毫无用处的物种，将来很可能

会出人意料地成为极有利用价值的生物，因此保持野生生物的多

样性，可以为人类提供广泛的选择余地，以应付未来世界的变化，
故 Ｄ 正确。

９．Ａ　 本题考查免疫缺陷，属于基础题。 艾滋病（ＡＩＤＳ）又称获得性

免疫缺陷综合征，通过体液传播，共有三种传播途径：①性接触、
②血液传播、③母婴传播，ＨＩＶ 不能经昆虫传播，故 Ａ 错误；ＨＩＶ 是

一种逆转录病毒，其遗传物质是 ＲＮＡ，在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中由于

逆转录酶的作用形成互补的 ＤＮＡ，并整合到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的

ＤＮＡ 中，故 Ｂ 正确；ＨＩＶ 除了能大量破坏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外，还
可以感染体内其他类型的细胞，如脑细胞、巨噬细胞，故 Ｃ 正确；由
于 ＨＩＶ 的破坏作用，艾滋病人的免疫功能严重衰退，便会招致一些

平时对免疫功能正常的人无害的感染，艾滋病人往往很消瘦，也可

能出现痴呆，故 Ｄ 正确。
１０．Ｂ　 本题考查细胞衰老和凋亡，属于基础题。 在细胞衰老过程中，

发生许多种生理和生化的变化，衰老细胞的分化程度较高而全能

性较低，故 Ａ 错误；衰老细胞新陈代谢速率下降，蛋白质合成减

少，即转录、翻译过程减少，ＲＮＡ 含量降低，故 Ｂ 正确；细胞凋亡又

称编程性细胞死亡，既受基因控制又受环境影响，是基因和内外

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故 Ｃ 错误；单细胞生物细胞的衰老和凋亡

意味着个体衰老和凋亡，而多细胞生物的细胞衰老和凋亡并不等

同于个体的衰老和凋亡，故 Ｄ 错误。
１１．Ｄ　 本题考查能量代谢，属于基础题。 腺苷三磷酸（ＡＴＰ）由腺苷

和磷酸基团构成，而腺苷由腺嘌呤和核糖组成，故 Ａ 错误；①过程

是 ＡＴＰ 合成反应，放能反应所释放的能量可用于 ＡＴＰ 的合成，细
胞中的放能反应主要是细胞呼吸，细胞呼吸所释放的能量绝大多

数以热能的形式散失（维持体温），少数以化学能的形式储存于

ＡＴＰ（即合成 ＡＴＰ）中，故 Ｂ 错误；腺苷三磷酸（ＡＴＰ）不仅是细胞

中吸能反应和放能反应的纽带，更是细胞中的能量通货，腺苷二

磷酸（ＡＤＰ）是 ＡＴＰ 的水解产物，故 Ｃ 错误；②过程是 ＡＴＰ 水解反

应，ＡＴＰ 水解所产生的能量用于吸能反应，光合作用能吸收太阳

能并将之转化为化学能，碳反应需要光反应产生的 ＡＴＰ 和

ＮＡＤＰＨ，是植物绿色细胞（含有叶绿素）中最重要的吸能反应，故
Ｄ 正确。

１２．Ｂ　 本题考查人类遗传病，属于基础题。 特纳氏综合征（４５，ＸＯ）
属于染色体异常遗传病，故 Ａ 错误；一般来说，染色体异常的胎儿

５０％以上会因自发流产而不出生，故 Ｂ 正确；新出生婴儿和儿童容

易表现单基因病和多基因病，各种遗传病在青春期的患病率很

低，成人很少新发染色体病，但成人的单基因病比青春期发病率

高，故 Ｃ 错误；羊膜腔穿刺用于确诊胎儿是否患染色体异常、神经

管缺陷，以及某些能在羊水中反映出来的遗传性代谢疾病，所以

羊膜腔穿刺能确诊胎儿是否患特纳氏综合征，故 Ｄ 错误。
１３．Ｃ　 本题考查细胞呼吸，属于基础题。 细胞呼吸就是细胞内进行

的将糖类等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或者小分子有机物，并且释放出

能量的过程，故 Ａ 错误；细胞呼吸第一阶段是糖酵解产生丙酮酸

和少量 ＡＴＰ，故 Ｂ 错误；电子传递链存在于线粒体内膜上，由 ３ 种

蛋白质复合体组成，每种复合体中又有一种以上的电子传递体，
故 Ｃ 正确；人和动物的骨骼肌细胞在缺氧条件下进行厌氧呼吸，
乳酸脱氢酶催化丙酮酸还原为乳酸，故 Ｄ 错误。

１４．Ｂ　 本题考查细胞的渗透与渗透系统，属于中等题。 动物细胞渗

透作用发生的两个条件：①具有完整的细胞膜，②具有浓度差，甲
中不存在浓度差，所以甲不能发生渗透作用，故 Ａ 错误；甲细胞无

变化，细胞内外水分子的相对数相等，发生等渗作用，甲溶液浓

度＝细胞内液浓度；乙细胞涨破，细胞外水分子的相对数较多，发
生低渗作用，乙溶液浓度＜细胞内液浓度；丙细胞皱缩，细胞外水

分子的相对数较少，发生高渗作用，丙溶液浓度＞细胞内液浓度，
所以丙溶液浓度＞甲溶液浓度＞乙溶液浓度，故 Ｂ 正确、Ｃ 错误；哺
乳动物红细胞膜由一层单位膜组成，但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不到

该亚显微结构，故 Ｄ 错误。
１５．Ａ　 本题考查环境容纳量，属于基础题。 环境容纳量是指在长时

期内环境所能维持的种群最大数量。 由于种群数量高于 Ｋ 值时

便下降，低于 Ｋ 值时便上升，所以 Ｋ 值就是种群在该环境中的稳

定平衡密度，故 Ａ 正确；一个地域的环境容纳量是由其有效资源

决定的，所以区域中每部分的环境容纳量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故 Ｂ
错误；当种群数量达到 Ｋ 值时增长速率为零，其数量在 Ｋ 值上下

波动，波动幅度有大有小，波动规律有周期波动和非周期波动，以
非周期波动最为常见，故 Ｃ 错误；环境容纳量的大小与环境的变

化有关，种间关系会影响环境容纳量的大小，故 Ｄ 错误。
１６．Ｃ　 本题考查植物激素，属于中等题。 在①～⑥系列实验中，①作

为单侧光的对照组（①与②的实验对照说明：幼苗的向光性是由

受单侧光刺激造成的），②作为单侧光的对照组，所以①②均为对

照组，③～⑥为实验组，故 Ａ 错误；②与③的实验对照说明：向光性

与苗尖端有关，故 Ｂ 错误；④⑤⑥的实验结果说明：苗尖端是感光

部位，而不能证明幼苗弯曲部位在苗尖端下面，故 Ｃ 正确；该一系

列实验结果证明苗尖端是感光部位，达尔文父子还观察到弯曲部

位在苗尖端下面，由此推测，有某种化学物质从苗尖端传递到了

下面，故 Ｄ 错误。

１７．Ｂ　 本题考查自然选择，属于中等题。 一个生物种群的全部等位

基因的总和称为基因库，故 Ａ 错误；生物进化为新物种的标志是

生殖隔离，突变产生黑色桦尺蠖只能说明基因频率发生变化，不
能说明桦尺蠖已进化为新物种，故 Ｂ 正确；人类将自己所需要的

变异个体挑选出来并保留后代，把其他变异个体淘汰掉，不让其

传留后代，这种过程属于人工选择。 而自然界中的物种，其个体

之间普遍存在变异，性状特征有助于其生存的个体比没有这种特

征的个体能繁殖出更多的后代，这种过程属于自然选择，所以黑

色突变型桦尺蠖数目增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故 Ｃ 错误；选择是

进化的动力，环境起到了选择的作用，环境的变化可以使种群中

频率很低的基因迅速增加，从而使生物性状朝一个方向迅速发

展，所以选择是造成黑色桦尺蠖取代灰色桦尺蠖的动力，故 Ｄ
错误。

１８．Ａ　 本题考查有关显微镜的观察类实验，属于中等题。 黑藻叶片

由单层细胞组成，实验时取一片幼嫩小叶直接放在载玻片的水滴

中，盖上盖玻片，制成临时装片，然后先用低倍镜后用高倍镜观察

叶绿体，故 Ａ 正确；洋葱外表皮细胞中没有叶绿体，故 Ｂ 错误；油
脂存在于细胞内，但在徒手切片时，难免将一部分细胞切破，细胞

内的油脂释放到细胞外，故 Ｃ 错误；根尖分生区细胞具有分裂能

力，是用来观察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常见材料。 在细胞周期中，
间期的时间总是长于 Ｍ 期，而染色体形成于 Ｍ 期，所以一个视野

中只有少数细胞处于 Ｍ 期，Ｍ 期细胞中的染色体被染成深色的棒

状小体，故 Ｄ 错误。
１９．Ｃ　 本题考查中心法则，属于中等题。 大肠杆菌是细菌，属于原核

生物，没有染色体，只有裸露的 ＤＮＡ 分子，故 Ａ 错误；在真核细胞

中，细胞核内转录而来的 ＲＮＡ 产物经过加工才能成为成熟的

ｍＲＮＡ，然后转移到细胞质中，用于蛋白质合成，故 Ｂ 错误；劳氏肉

瘤病毒属于 ＲＮＡ 病毒，它能以 ＲＮＡ 为模板反向合成单链 ＤＮＡ，逆
转录现象的发现使得“中心法则”得到补充和完善，故 Ｃ 正确；分
裂间期包括一个合成期（Ｓ 期）和合成期前后的两个间隙期（Ｇ１ 期

和 Ｇ２ 期），ＤＮＡ 复制发生在 Ｓ 期，ＤＮＡ 含量明显上升。 Ｇ１期发生

的主要是合成 ＤＮＡ 所需蛋白质的合成和核糖体的增生，Ｇ２ 期发

生的是有丝分裂所必需的一些蛋白质的合成，所以间隙期细胞内

ＲＮＡ 含量明显上升，故 Ｄ 错误。

知识拓展 　 从中心法则的图解中看出，遗传信息的转移分为

两类：

（１）一类是以 ＤＮＡ 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包括具有细胞结构

的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以及 ＤＮＡ 病毒）遗传信息的传递。 用实

线箭头表示，包括 ＤＮＡ 复制、转录和翻译。
（２）另一类以 ＲＮＡ 为遗传物质的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 包

括虚线箭头表示过程，即 ＲＮＡ 复制、逆转录。 ＲＮＡ 的自我复制

和逆转录过程，在病毒单独存在时是不能进行的，只有寄生到寄

主细胞中后才发生。 ①ＲＮＡ 病毒（如烟草花叶病毒）遗传信息

传递过程：ＲＮＡ 复制到蛋白质合成。 ②逆转录病毒（如某些致

癌病毒）遗传信息传递过程：ＲＮＡ 逆转录到 ＤＮＡ 复制再到 ＲＮＡ
转录直至蛋白质合成。

２０．Ａ　 本题考查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属于中等题。 实验一和实

验二分别用３２ Ｐ、３５ Ｓ 标记了噬菌体的 ＤＮＡ 分子和外壳蛋白，故 Ａ
错误；用未经标记的大肠杆菌培养噬菌体，避免混淆第一步的标

记物，培养时间过长，将导致噬菌体在细胞内增殖后释放出子代，

经离心后分布于上清液中，故 Ｂ 正确；在搅拌器中搅拌，使细菌外

的噬菌体与细菌分离，离心是为了让大肠杆菌沉到底部，从而检

测悬浮液和沉淀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故 Ｃ 正确；３２Ｐ 标记的噬菌体

感染细菌时，放射性同位素主要进入宿主细胞内，并且能在子代

噬菌体中检测到３２Ｐ，则证明 ＤＮＡ 是遗传物质，故 Ｄ 正确。
２１．Ｄ　 本题考查验证细胞的选择性实验，属于中等题。 实验前将玉

米籽粒放在温水中浸泡适当时间，其目的是增强细胞活性，细胞

代谢速率加快，则吸收物质的速度也加快，故 Ａ 正确；沸水处理的

玉米籽粒作为对照组材料，而未煮过的玉米籽粒为实验组材料，
故 Ｂ 正确；煮沸的玉米籽粒细胞死亡，失去活性，染料分子能顺利

通过细胞膜，从而将细胞染色，故 Ｃ 正确；未煮熟的玉米胚细胞是

活细胞，由于细胞膜具有选择透性，不会染上颜色，煮熟的细胞失

去活性，被染色，说明活细胞吸收物质具有选择性，故 Ｄ 错误。
２２．Ｄ　 本题考查特异性免疫，属于中等题。 被动免疫是通过接种针

对某种病原体的抗体（抗血清）而获得免疫力，题中的人接种 ＥＢＶ
疫苗属于主动免疫，故 Ａ 错误；抗体与内环境中病毒类抗原和毒

素结合，致使病毒类抗原失去进入寄主细胞的能力，使一些细菌

产生的毒素被中和而失效，故 Ｂ 错误；在一次免疫应答中产生的

抗体不会全部用完，各种各样的抗体在血液中循环流动，因此检

查血液中的某一种抗体便可确定一个人是否曾经受到某种特定

的病原体的侵染，故 Ｃ 错误；所有的抗体分子都是蛋白质，而抗原

含有特异性化学物质，如蛋白质、大分子多糖、黏多糖等，故 Ｄ
正确。

知识拓展　 （１）主动免疫是指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某种传染性

疾病的方法，如接种牛痘来预防天花。 该方式可使机体产生更

多的效应细胞和记忆细胞，提供长期保护。 （２）被动免疫是指通

过接种针对某种病原体的抗体或血清而获得免疫力，如接种抗

破伤风抗体来医治破伤风杆菌感染者。 该方式可及时快速杀灭

病原体，但产生效应细胞和记忆细胞较少。

２３．Ｂ　 本题考查减数分裂，属于较难题。 甲属于间期，乙属于形成的

精细胞（或卵细胞），丙属于末期Ⅰ、前期Ⅱ、中期Ⅱ，丁属于前

期Ⅰ、中期Ⅰ、后期Ⅰ。 甲→乙的过程为性原细胞减数分裂形成

精、卵细胞，其中间期发生染色体的复制，可发生基因突变、基因

重组、染色体畸变等可遗传变异，故 Ａ 正确；减数第一次分裂时同

源染色体分离，丙中的前期Ⅱ、中期Ⅱ不含有同源染色体，故 Ｂ 错

误；甲、丁时期的染色体核型均与体细胞的染色体核型相同，故 Ｃ
正确；丙→乙过程发生姐妹染色单体分开，若前期Ⅰ四分体时期

发生交叉互换，丙→乙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等位基因分离，故 Ｄ
正确。

解题指导　 减数分裂和有丝分裂过程中染色体与核 ＤＮＡ 数量

变化可结合以下曲线解题：

２４．Ｃ　 本题考查细胞周期，属于中等题。 ① ～ ⑥分别表示 Ｓ 期、Ｇ２

期、前期、中期、后期和末期。 ⑤时期即后期，在有丝分裂的后期

或末期，细胞质开始分裂，③时期即前期，发生核膜解体、染色体

出现，染色后在显微镜下清晰可见，但不能观察到完整的染色体

组型，因为染色体随机排列，故 Ａ 错误；细胞分裂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这几个时期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数据的获取过程需选择

特殊细胞制作临时装片，例如根的分生区细胞，高度分化的细胞

不能作为观察材料（不能分裂），故 Ｂ 错误；在“观察细胞的有丝分

裂”活动中，统计每一时期细胞数占计数细胞总数的比例，能比较

细胞周期各时期的时间长短，故 Ｃ 正确；细胞分裂素促进细胞分

裂主要是缩短了间期，所以该细胞分裂间期时长小于 ３２ 小时，故
Ｄ 错误。

知识拓展　 （１）在 Ｓ 期之前，即前一次有丝分裂完成之后到 Ｓ 期

开始之间的时期，称为第一间隙期，简称 Ｇ１ 期。 细胞进入 Ｇ１ 期

后，即开始为下一次分裂做准备。 各种与 ＤＮＡ 复制有关的酶在

Ｇ１期明显增加，线粒体、叶绿体、核糖体都增多了，内质网扩大，
高尔基体、溶酶体等的数目都增加。 动物细胞的 ２ 个中心粒也

彼此分离和复制。 主要合成 ＲＮＡ 和核糖体。 （２）细胞分裂时的

ＤＮＡ 合成是在间期的一定时间内完成的，这一时期称为合成期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ｐｈａｓｅ），简称 Ｓ 期。 染色质中的组蛋白，也是在 Ｓ 期合

成的。 （３）从 Ｓ 期结束后到有丝分裂开始之间的时期称为第二

间隙期，即 Ｇ２期。 在 Ｇ１ 期和 Ｇ２ 期中，细胞不合成 ＤＮＡ，但损伤

的 ＤＮＡ 可在此时修复。 在 Ｇ２期，中心粒完成复制而形成两对中

心粒，微管蛋白以及一些与细胞分裂有关的物质也在此时期大

量合成，是有丝分裂的准备期。 （４）另外，有些细胞会暂时离开

细胞周期，停止细胞分裂，但受到适当剌激时又可重新进入细胞

周期，该细胞称为 Ｇ０ 期细胞。

２５．Ｃ　 本题考查群落和生态系统，属于基础题。 群落的主要类型有

森林、草原、荒漠、苔原等。 其中热带雨林雨量充沛，动植物种类

丰富，是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基因库，故 Ａ 错误；群落演替分原生

演替和次生演替，原生演替经历的时间比较长，而次生演替经历

的时间比较短，故 Ｂ 错误；在任何生态系统中都存在着两种类型

的食物链，即捕食食物链（以活的动植物为起点的食物链）和腐食

食物链（以死亡生物或现成有机物为起点的食物链），陆地生态系

统通常以腐食食物链为主，而海洋生态系统则以捕食食物链为

主，故 Ｃ 正确；一般来说，营养级的位置越高，归属于这个营养级

的生物种类、数量和能量就越少，当某个营养级的生物种类、数量

和能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可能再维持另一个营养级的存

在了，故 Ｄ 错误。
２６．Ｂ　 本题考查必修 １ 中环境因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以及对图示信

息的获取能力，需要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属于难题。 由图 １ 可知

转双基因水稻和原种水稻的呼吸作用相同（均为 ２），说明 ＰＥＰＣ
酶基因与 ＰＰＤＫ 酶基因不影响水稻的呼吸强度，故 Ａ 正确；由图 １
可知 Ａ 点对应的光照强度为 １ ０００ μｍｏｌ·ｍ－２·ｓ－１，Ａ 点为原种水

稻 光 饱 和 点 所 对 应 的 净 光 合 速 率， 其 值 为

２０ μｍｏｌ ＣＯ２·ｍ－２·ｇ－１。 图 １ 中的 Ａ 点的净光合速率对应图 ２
中原种水稻 ３０ ℃时的净光合速率，如果用温度 ２５ ℃重复图 １ 相

关实验，据图可知，温度降低，光合作用是减弱的，Ａ 点会向左下方

移动，故 Ｂ 错误；由图 １、２ 可知，两者的呼吸速率相同、净光合速率

对应的最适温度相同，但转双基因水稻的光饱和点更大，因此转

双基因水稻可提高对 ＣＯ２ 的利用而增强光合速率，故 Ｃ 正确；由
图分析可知转双基因水稻的光饱和点、最适温度更大，因此更适

合栽种在高温、强光照环境中，故 Ｄ 正确。
２７．Ａ　 本题考查必修 ３ 中神经调节和图示分析，属于较难题。 神

经冲动产生的负电波就是动作电位，动作电位传导的本质是

局部电流触发邻近质膜依次产生新的负电波的过程，故 Ａ 正

确；图中神经冲动在此轴突上的传导方向由左向右，ｃ→ｂ→ａ
的过程分别是去极化、反极化、复极化的过程，也就是动作电

位的形成和恢复的过程，全部过程只需数毫秒的时间，故 Ｂ 错

误；产生 ａ 段是由于 Ｋ ＋经通道蛋白易化扩散外流造成的，故 Ｃ
错误；若将该神经纤维置于更高浓度的 Ｎａ＋溶液中进行实验，ｄ
点不会下移，故 Ｄ 错误。

２８．Ｄ　 本题考查遗传与变异，属于较难题。 Ⅰ－１ 和Ⅰ－２ 均不患甲

病，但生出Ⅱ－２ 患甲病，无中生有为隐性，隐性遗传看女病，女病

父子病，且Ⅲ－１ 不携带致病基因，所以甲病是伴 Ｘ 隐性遗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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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１ 和Ⅰ－２ 均患乙病，但生出Ⅱ－２ 不患乙病，有中生无为显性，
显性遗传看男病，男病母女病，且Ⅲ－１ 为纯合子，所以乙病是伴 Ｘ
显性遗传病，推导出遗传图谱的基因型如图所示。

甲病和乙病的致病基因都位于 Ｘ 染色体上，属于连锁遗传现象，
不符合孟德尔自由组合定律，故 Ａ 错误；Ⅲ－３ 和Ⅲ－６ 表现型均为

两病不患，基因型均可表示为 ＸＡｂＸａｂ，故 Ｂ 错误；Ⅰ－１ 的基因型为

ＸＡＢＸａｂ，其母亲的基因型为 ＸＡＢＸ＿ ＿（患乙病）或 ＸａｂＸ＿ ＿（可能不患

病），故 Ｃ 错误；Ⅲ－１ 和Ⅲ－２ 的基因型分别为 ＸＡｂＹ 和 ＸａＢＸａｂ，两
者再生一个正常女孩 ＸＡｂＸａｂ的概率为 １ ／ ２，故 Ｄ 正确。

知识拓展　 产生配子类型总结：
（１）两对等位基因位于两对同源染色体上：①一个基因型为

ＡａＢｂ 的精原细胞一次减数分裂可产生 ２ 种（ＡＢ，ａｂ 或 Ａｂ，ａＢ）、
４ 个精细胞，一种基因型为 ＡａＢｂ 的精原细胞可产生 ４ 种精细胞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 ②一个基因型为 ＡａＢｂ 的卵原细胞一次减数

分裂可产生 １ 种（ＡＢ 或 ａｂ 或 Ａｂ 或 ａＢ）、１ 个卵细胞，一种基因

型为 ＡａＢｂ 的卵原细胞可产生 ４ 种卵细胞（ＡＢ，ａｂ，Ａｂ，ａＢ）。
（２）基因连锁：若两对等位基因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上，则基因

型为 ＡａＢｂ 的精原细胞产生的精细胞基因型为 ＡＢ，ａｂ 或 Ａｂ，ａＢ。
（３）基因连锁且交叉互换：若两对等位基因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

上，且 Ｂ 基因和 ｂ 基因在减Ⅰ前期发生交叉互换，则基因型为

ＡａＢｂ 的精原细胞产生的精细胞基因型为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
（４）三体 Ｄｄｄ 产生的配子基因型及比例为 Ｄ ∶ ｄ ∶ Ｄｄ ∶ ｄｄ ＝ １ ∶ ２ ∶
２ ∶ １。
（５）缺体 ＡａＢ 产生的配子基因型及比例为 ＡＢ ∶ ａＢ ∶ ＡＯ ∶ ａＯ ＝
１ ∶ １ ∶ １ ∶ １。
（６）四倍体 ＤＤｄｄ 产生的配子基因型及比例为 ＤＤ ∶ Ｄｄ ∶ ｄｄ ＝ １ ∶
４ ∶ １。
（７）染色体缺失导致产生配子异常类型。

二、非选择题

２９． 答案　 （１） ６ 　 七 　 （ ２）负反馈 　 对鼠和蜘蛛的捕食压力 　
（３）偏高　 （４）移动（或浓缩）
解析　 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能量流动、稳态调节、种

群密度、生物放大，属于基础题。 （１）从图中的食物网可知，草固

定的能量可沿 ６ 条食物链传递给鹰，分别为“草→鼠→蛇→鹰”
“草→食草昆虫→蛙→蛇→鹰”“草→食草昆虫→蜘蛛→蛙→蛇→
鹰”“草→食草昆虫→蜘蛛→蛇→鹰” “草→食草昆虫→肉食昆

虫→蜘蛛→蛙→蛇→鹰” “草→食草昆虫→肉食昆虫→蜘蛛→
蛇→鹰”，其中最长的食物链为“草→食草昆虫→肉食昆虫→蜘

蛛→蛙→蛇→鹰”，此时鹰处于第七个营养级。 （２）蛙、蛇、鹰在生

态系统成分中属于消费者。 在正常情况下，蛙、蛇、鹰的数量可通

过负反馈调节方式保持相对稳定。 蛙、鼠、蜘蛛三者与蛇均存在

捕食关系，蛙的数量大量减少，则蛇会增加对鼠和蜘蛛的捕食压

力。 （３）调查活动范围较大的动物如兔的种群密度，常用标志重

捕法，种群中的个体总数＝（初次标记个体数×重捕个体数） ÷重捕

中标记个体数，若标记个体更易被天敌发现而被捕食，则会使重

捕中标记个体数变小，导致种群密度估算结果偏高。 （４）食物链

是物质移动和能量流动的通道，也是杀虫剂和各种有害物质移动

（或浓缩）的通道。
３０． 答案　 （１）ＣＯ２ 变化速率 　 减小 　 细胞溶胶、线粒体和叶绿体

（写全才给分） 　 ２ａ
（２）增加　 光饱和　 ＣＯ２ 浓度升高，其固定生成三碳酸（３－磷酸甘

油酸）的量增多，需要光反应提供的 ＮＡＤＰＨ 和 ＡＴＰ 增多，需要更

强的光照强度

解析　 本题考查环境因素对光合速率的影响，属于中等题。

（１）在本实验中，自变量是台灯与叶室的距离，即光照强度；因变

量是封闭叶室中 ＣＯ２ 变化速率，也是 ＣＯ２ 分析仪测定的检测指

标。 ｔ０ ～ ｔ１ 时间段，ＣＯ２ 变化速率恒定为 ａ，即只进行细胞呼吸，呼

吸速率＝ａ。 ｔ２ 时 ＣＯ２ 变化速率为 ０，说明该叶片的净光合速率为

零，即呼吸速率＝光合速率＝ａ；ｔ２时叶肉细胞同时进行光合作用和

细胞呼吸，光合作用和细胞呼吸的场所分别是叶绿体和细胞溶

胶、线粒体，均能产氢。 ｔ３时叶片光合作用固定 ＣＯ２的速率 ＝总光

合速率＝净光合速率＋呼吸速率 ＝ ａ＋ａ ＝ ２ａ。 （２） ｔ４后，加入 ＣＯ２使

ＣＯ２浓度升高，ＣＯ２固定增强，ＲｕＢＰ 消耗增加，故短时间内 ＲｕＢＰ

合成速率增加。 此外，ＣＯ２固定生成三碳酸的含量增多，需要光反

应提供的 ＮＡＤＰＨ 和 ＡＴＰ 增多，需要更强的光照强度，故补充 ＣＯ２

后显著提高了该叶片的光饱和点。

３１． 答案　 （１）Ｐ２对 Ｐ３完全显性， Ｐ３对 Ｐ１完全显性　 Ｘ

（２）Ｐ２Ｐ１Ｘ
ＡＹ　 １ ／ ４

（３）１ ／ ６４

（４）遗传图解如下

解析　 本题考查基因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的应用，属于较难

题。 （１）毛色与性别无关，控制毛色的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 从

杂交组合甲中得知，黄色毛与黄色毛杂交得到子一代黄色毛 ∶ 黑

色毛＝ ２ ∶ １，所以黄色毛对黑色毛完全显性，推测亲本 Ｐ２＿×Ｐ２＿杂

交得到 Ｐ２Ｐ２ ∶ Ｐ２＿ ∶ ＿ ＿＝ １ ∶ ２ ∶ １，根据题意推测 Ｐ２Ｐ２纯合致死，

＿表示 Ｐ１，所以甲组的亲本基因型分别为 Ｐ２ Ｐ１、Ｐ２ Ｐ１。 从杂交组

合乙中得知，灰色毛与黄色毛杂交得到子一代黄色毛 ∶ 灰色毛 ∶

黑色毛＝ ２ ∶ １ ∶ １，推测亲本 Ｐ３ ＿×Ｐ２ ＿杂交得到（Ｐ２ Ｐ３ ∶ Ｐ２ ＿） ∶

Ｐ３＿ ∶ ＿ ＿＝ ２ ∶ １ ∶ １，＿表示 Ｐ１，所以乙组的亲本基因型分别为

Ｐ３Ｐ１、Ｐ２ Ｐ１，黄色对灰色完全显性，灰色对黑色完全显性。 因此，

控制小鼠毛色的基因 Ｐ１、Ｐ２和 Ｐ３之间的显隐性关系为 Ｐ２对 Ｐ３完

全显性， Ｐ３对 Ｐ１完全显性。 从杂交组合乙的 Ｆ１中得知，雌小鼠均

为弯曲尾形，雄小鼠均为正常尾形，所以尾形的相对性状与性别

有关，控制尾形的基因位于 Ｘ 染色体上，弯曲尾形为显性，其亲本

的基因型分别为 ＸａＸａ、ＸＡＹ。 从杂交组合甲的 Ｆ１中得知，弯曲尾

形雌小鼠 ∶ 正常尾形雌小鼠 ∶ 弯曲尾形雄小鼠 ∶ 正常尾形雄小

鼠＝ １ ∶ １ ∶ １ ∶ １，所以甲组亲本的基因型分别为 ＸＡ Ｘａ、Ｘａ Ｙ。

（２）杂交组合乙的亲本基因型分别为 Ｐ３Ｐ１Ｘ
ａＸａ、Ｐ２Ｐ１Ｘ

ＡＹ，Ｆ１中雄

小鼠的基因型有 Ｐ２Ｐ３Ｘ
ａＹ ∶ Ｐ２Ｐ１Ｘ

ａＹ ∶ Ｐ３Ｐ１Ｘ
ａＹ ∶ Ｐ１ Ｐ１Ｘ

ａＹ＝ １ ∶

１ ∶ １ ∶ １，其中纯合子 Ｐ１ Ｐ１Ｘ
ａＹ 占 １ ／ ４。 （３）乙杂交组合 Ｆ１中的黄

色毛弯曲尾形雌小鼠的基因型为 １ ／ ２Ｐ２Ｐ３Ｘ
ＡＸａ或 １ ／ ２Ｐ２Ｐ１Ｘ

ＡＸａ，

黄色毛正常尾形雄小鼠的基因型为 １ ／ ２Ｐ２Ｐ３Ｘ
ａＹ 或 １ ／ ２Ｐ２Ｐ１Ｘ

ａＹ，

两者杂交，获得 Ｆ２黑色毛正常尾形雌小鼠 Ｐ１ Ｐ１ Ｘ
ａ Ｘａ 的组合只有

１ ／ ２ Ｐ２Ｐ１Ｘ
ＡＸａ×１ ／ ２Ｐ２Ｐ１Ｘ

ａＹ，所以其概率为 １ ／ ２×１ ／ ２×１ ／ ４×１ ／ ４ ＝

１ ／ ６４。 （４）甲杂交组合 Ｆ１ 中黄色毛弯曲尾形雄小鼠的基因型为

Ｐ２Ｐ１Ｘ
ＡＹ，为验证其产生配子的种类及比例，应用双隐性的雌小鼠

进行测交。

知识拓展　 遗传中的致死作用

致死作用指某些致死基因的存在使配子或个体死亡。 常见致死

基因的类型如下：
（１）隐性致死：指隐性基因存在于一对同源染色体上时，对个体

有致死作用。 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症（ＨｓｂＨｓｂ）。 植物中白化基

因（ｂｂ），使植物不能形成叶绿素，植物因此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而

死亡；正常植物的基因型为 ＢＢ 或 Ｂｂ。
（２）显性致死：指显性基因具有致死作用，通常为显性纯合致死。
如人的神经胶质症（皮肤畸形生长，智力严重缺陷，出现多发性

肿瘤等症状）。
（３）配子致死：指致死基因在配子时期发生作用，从而不能形成

有活力的配子的现象。
（４）合子致死：指致死基因在胚胎时期或成体阶段发生作用，从

而不能形成活的幼体或个体早夭的现象。

３２． 答案　 （一）（１）酿酒的前阶段和制醋的全过程　 液体　 改变细

胞膜的通透性

（２）单菌落的分离　 Ｄ
（３）酶的固定化　 ７．０
（二）（１）多级利用　 物质循环利用　 清洁及可再生能源

（２）套种　 土壤肥力　 经济效益　 农药化肥

解析　 （一）泡菜制作中的主要微生物是假丝酵母和乳酸杆菌，
酿酒用酵母菌，制醋用醋杆菌。 酿酒时先进行需氧呼吸，使酵母

菌快速繁殖，然后进行厌氧呼吸获得酒精。 醋杆菌在有氧条件下

进行需氧呼吸产生醋酸。 故酿酒的前阶段和制醋的全过程需要

消耗氧气。 目的菌株筛选后应该利用液体培养基进行扩大培养，
解题时抓住关键词“扩大培养”就要利用液体培养基。 制作泡菜

时，往往将蔬菜在开水中浸泡 １ 分钟后入坛，其目的是改变细胞膜

的通透性，加快发酵过程。 单菌落的分离是消除污染杂菌的通用

方法。 在配制培养基时不需要在酒精灯火焰旁操作，因为后面还

有灭菌的过程，玻璃刮刀的灭菌方式往往采用高压蒸汽灭菌法，
制作棉塞的棉花往往不使用脱脂棉，因为其易吸水，造成污染。
故选 Ｄ。 醋的制作中发酵瓶中装锯末至八分满，装锯末是为了使

酶固定于锯末上，其目的类似于酶的固定化技术。 将适量的醋化

醋杆菌培养物加在酒—水混合物中，混匀，并调 ｐＨ 至 ７．０ 后，倒入

发酵瓶。 （二）（１）现代农业中，将农业废弃物和生活污水的转化、
再生及资源化等综合起来，实现对能量的多级利用，大大提高了

生态系统的能量利用率。 这种做法正是建立生态农业发展循环

经济的一种模式，遵循的基本原理是能量多级利用和清洁及可再

生能源。 （２）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上分析，果树、甘薯、油菜属

于生产者。 由于果树幼苗间空间很大，农场主将甘薯、油菜套种

在果园中。 打落菜籽以后，农场把这些油菜秸秆置还果园地，覆
盖在果树的根部上，又把榨油以后的菜籽饼施入果园，保持土壤

肥力，提高水果的品质，求得最大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

生态农场能生产出无公害水果的原因是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

量，减少了环境污染。

命题意图　 该题主要考查微生物的利用和生物技术在食品加工

中的应用。 该块内容的特点为依托书本，重视实验原理、流程以

及相关操作的考查，总体难度较大，近年来的命题趋势为书本内

容的细化，建议考生回归课本，重视实验操作。
学法点拨　 对选修教材的学习，要注重教材文本的解读与记忆

和理解应用。 可设置简洁的情境，将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基本方法、基本过程、基本实验生活化、情境化、流程化、网络

化、考核化。 解决所有薄弱环节，扫除一切盲点，切实提高选考

成绩。

３３． 答案　 ①利用浓度为 ４００ μｇ ／ ｍＬ 的铁皮石斛多糖溶液和生理盐

水配制（０．５ 分）２５ μｇ ／ ｍＬ、５０ μｇ ／ ｍＬ、１００ μｇ ／ ｍＬ、２００ μｇ ／ ｍＬ 的铁

皮石斛多糖溶液。 （０．５ 分）（共 １ 分，仅答稀释，未提浓度 ０．５ 分）
②表：多糖浓度和处理时间对小鼠胚胎干细胞（ｍＥＳ）增殖影响的实

验分组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Ｄ 组 Ｅ 组 Ｆ 组 Ｇ 组

０μｇ ／ ｍＬ ２５μｇ ／ ｍＬ ５０μｇ ／ ｍＬ １００μｇ ／ ｍＬ ２００μｇ ／ ｍＬ ４００μｇ ／ ｍＬ 生理盐水

２４ ｈ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无 ｍＥＳ

４８ ｈ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无 ｍＥＳ

７２ ｈ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ｍＥＳ 无 ｍＥＳ

（表格共 ３ 分，三种以上不同的浓度 １ 分，空白对照 ０．５ 分，３ 个时

间段 １ 分，表头 ０．５ 分）
③按上述分组，用移液器取等量的小鼠胚胎干细胞和细胞培养液

加到 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的 Ａ～ Ｆ 组中培养（０．５ 分），每个浓度做 ４
个重复（０．５ 分）。 同时 Ｇ 组设置为不加 ｍＥＳ 的空白对照组

④将 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置于 ３７ ℃、５％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０．５ 分），
每 ２４ ｈ 取对应组细胞用 ０．０５％胰蛋白酶处理（０．５ 分），测定每组

细胞的 ＯＤ 值，并记录（０．５ 分）
⑤分析统计实验数据（０．５ 分）
（２）曲线图：

（共 ３ 分，横纵坐标 ０．５ 分，横坐标要标出具体浓度或组别，标题

０．５分，每条曲线及图例各 １ 分。 要求 ２４ ｈ、４８ ｈ、７２ ｈ 的 ＯＤ 值呈

正相关，且浓度为 １００ μｇ ／ ｍＬ 时达到最高点。）
解析　 本题考查实验设计的能力，属于难题。 （１）该实验已知

铁皮石斛多糖对细胞增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实验目的是研究

铁皮石斛多糖不同浓度、不同处理时间对小鼠胚胎干细胞（ｍＥＳ）
增殖的促进效果。 衡量其促进效果的指标是 ＯＤ 值。 自变量有两

个：多糖浓度、处理时间。 实验材料提供的是 ４００ μｇ ／ ｍＬ 的铁皮

石斛多糖溶液、生理盐水。 故首先需要配制或稀释成不同浓度的

溶液。 配制成几组？ 一般来说多于 ３ 组即可。 但是，本实验使用

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实验思路③中告知了同时设置 Ｇ 组为不加 ｍＥＳ
的空白对照组。 说明 Ｇ 组前面还应该有 Ａ～ Ｆ ６ 组不同的浓度。
通常配制成一定浓度梯度的溶液。 所以应对“４００ μｇ ／ ｍＬ”这个数

据进行分析。 应将其配制成 ２５ μｇ ／ ｍＬ、５０ μｇ ／ ｍＬ、１００ μｇ ／ ｍＬ、
２００ μｇ ／ ｍＬ的 ４ 组溶液，另外还有不含多糖（即为 ０ μｇ ／ ｍＬ）以及

本身浓度（４００ μｇ ／ ｍＬ）这 ２ 组。 然后设计上述表格，用移液器取

等量的小鼠胚胎干细胞和细胞培养液加到 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的Ａ～
Ｆ 组中培养，每个浓度做 ４ 个重复，如 Ａ 组 １～ ４ 号孔：０ μｇ ／ ｍＬ 多

糖溶液＋ｍＥＳ 培养 ２４ ｈ，５ ～ ８ 号孔 ０ μｇ ／ ｍＬ 多糖溶液＋ｍＥＳ 培养

４８ ｈ，９～１２ 号孔 ０ μｇ ／ ｍＬ 多糖溶液＋ｍＥＳ 培养 ７２ ｈ，其他各组以此

类推。 同时设置 Ｇ 组为不加 ｍＥＳ 的空白对照组。 细胞培养需要

适宜的条件，如温度、ＣＯ２ 浓度等，故将 ９６ 孔细胞培养板置于

３７ ℃、５％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每 ２４ ｈ 取对应组细胞用 ０．０５％胰蛋

白酶处理，测定每组细胞的 ＯＤ 值，并记录。 最后对所获得的实验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在已提供的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对实验结

果进行图表处理是常考点。 据铁皮石斛多糖浓度在 ５０ μｇ ／ ｍＬ ～
２００ μｇ ／ ｍＬ 时，处理 ２４ ｈ、４８ ｈ、７２ ｈ 均对 ｍＥＳ 的增殖有促进效果，
处理时间与效果呈正相关，且浓度为 １００ μｇ ／ ｍＬ 时达到最高点。
故在绘制坐标曲线图时要把握好这些细节：横纵坐标及意义，尤
其是横坐标要标出具体浓度或组别，图示的标题往往容易忘写，
每条曲线的趋势及图例要清晰。 要求 ２４ ｈ、４８ ｈ、７２ ｈ 的 ＯＤ 值呈

正相关，且浓度为 １００ μｇ ／ ｍＬ 时达到最高点。

方法点拨　 实验题的解题策略：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分析实验

材料、变量及个数，材料处理与分几组？ 如何对照？ 如何测？ 实

验思路的书写有条理、逻辑顺序正确等。 对实验结果的处理，一
要看清题目要求，是文字、表格、曲线还是柱形图？ 二要做到规

范、完整、清晰。
在制作表格时，要注意自变量（有时有 １ 个或 ２ 个）以及施

加自变量、分组、检测指标等在表格中的布局。 此外，还要注意

表格的标题、单位等细节。 有些表格是用于记录数据的空表，有
些要将数据填写在其中，还有些是分组表。 在绘制坐标时应严

格把握两点：一是将坐标名称写准确；二是曲线的起点在哪、自

变量的作用点及说明、因变量的拐点、终点、趋势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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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Ａ Ｃ Ｃ Ｂ Ｃ Ｄ Ｃ Ｂ Ａ Ｃ Ｂ Ｂ Ｃ Ｂ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Ｄ Ｂ Ｃ Ｄ Ｃ Ｂ Ｄ Ａ Ｂ Ｂ Ｄ Ｂ Ｄ Ａ

１．Ａ　 本题考查细胞学说。 胡克是第一个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细胞的

人，但是观察到的是死细胞；施莱登在 １８３８ 年提出“所有的植物都

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是植物各种功能的基础”的观点，德国人施

万提出“所有的动物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菲尔肖提出“所有的细胞

都必定来自已存在的活细胞”，所以 Ｂ、Ｃ、Ｄ 三位都是细胞学说的

提出者。
２．Ｃ　 本题考查主要的陆地生物群落类型。 苔原由于低温低湿等极

端环境，以矮小的低等植物为主，几乎完全依靠营养繁殖，选 Ｃ。
３．Ｃ　 本题考查显性的相对性。 完全显性是指杂合子完全表现出显

性基因所控制的性状，隐性基因被掩盖；不完全显性是指杂合子表

现出双亲的中间类型；ＩＡ、ＩＢ这两个基因互不遮盖，各自发挥作用，
属于共显性；相对显性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选 Ｃ。

４．Ｂ　 本题考查内环境。 肝糖元属于动物多糖，储存于肝脏细胞内，
不属于内环境成分；Ｏ２能够溶解于内环境中进行运输，属于内环境

成分；生长素是植物激素，不属于内环境；唾液淀粉酶是外分泌腺

分泌的消化酶，不属于内环境，因此选 Ｂ。
５．Ｃ　 本题考查体液调节。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促甲状腺激素和

生长激素都是蛋白质，甲状腺激素是氨基酸衍生物，是小分子衍生

物，所以选 Ｃ。

知识归纳　 激素的化学本质有多种，主要有蛋白质、氨基酸衍生

物、固醇等，下丘脑和垂体分泌的激素都属于蛋白质类，胰岛素

和胰高血糖素（多肽）也属于蛋白质类；甲状腺激素包括三碘甲

腺原氨酸和甲状腺素，都是含碘的氨基酸衍生物；雄激素、雌激

素、孕激素都属于固醇。 另外，植物激素都是小分子有机物。

６．Ｄ　 本题考查细胞器的结构与功能、酶的本质。 核糖体由蛋白质和

核糖体 ＲＮＡ（ｒＲＮＡ）组成，用蛋白酶处理核糖体之后，蛋白质已经

被水解，但仍具有催化功能，说明发挥作用的物质是 ｒＲＮＡ；ｍＲＮＡ
是蛋白质合成的模板；ｔＲＮＡ 是转运氨基酸的工具。 所以选 Ｄ。

７．Ｃ　 本题考查染色体畸变。 果蝇 Ｘ 染色体上某个区段发生重复时，
果蝇的复眼由正常的椭圆形变成条形的“棒眼”，Ｃ 正确。

８．Ｂ　 本题考查生物圈。 生物圈是指地球有生物存在的部分，包括所

有生物及其生存环境，它是地球表面不连续的一个薄层，Ａ 正确；地
球上生物最适宜的栖息地有热带雨林、珊瑚海等，Ｂ 错误；生物圈的

分布高度最高可达到离地面 １０ ０００ ｍ 处或更高，那里是副生物圈

带，主要生命形式是细菌和真菌孢子，Ｃ 正确；生物圈最低可达地下

植物最深的根际处和深海地壳的热裂口，Ｄ 正确。
９．Ａ　 本题考查艾滋病。 ＨＩＶ 侵入人体后能识别并结合细胞表面的

受体，进入细胞，ＨＩＶ 感染的细胞主要是辅助性 Ｔ 细胞，还有脑细胞

和巨噬细胞，神经细胞不是 ＨＩＶ 感染的靶细胞。 所以选 Ａ。
１０．Ｃ　 本题考查细胞凋亡的实例。 细胞凋亡是细胞发育过程中的必

然步骤，是某种基因引发的，是由机体主动引发的，属于细胞的正

常死亡，对机体有利，它不同于病变或伤害导致的死亡。 Ａ、Ｂ、Ｄ
属于细胞的正常死亡，属于细胞凋亡，Ｃ 是由病变引起的，不属于

细胞凋亡，所以选 Ｃ。
１１．Ｂ　 本题考查细胞与能量。 光合作用中的光反应有 ＡＴＰ 的形成，

能量来源是光能，不是有机物的分解，Ａ 错误；ＡＴＰ 是细胞内的能

量载体，只存在于细胞中，所以 ＡＴＰ 参与的反应一定发生于细胞

内部，Ｂ 正确；物质运输中，主动转运和胞吞、胞吐都需消耗 ＡＴＰ，Ｃ
错误；细胞呼吸包括需氧呼吸和厌氧呼吸，需氧呼吸三个阶段都

能产生 ＡＴＰ，厌氧呼吸只有第一阶段产生 ＡＴＰ，Ｄ 错误。
１２．Ｂ　 本题考查人类遗传病。 红绿色盲属于伴 Ｘ 染色体隐性遗传，

性状表现与性别相联系，但红绿色盲基因与性别决定无关，Ａ 正

确；白化病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近亲结婚能显著提高隐性

遗传病的发病率，Ｂ 错误；先天愚型属于染色体异常遗传病，多一

条 ２１ 号染色体，无致病基因，但是基因数目增加，Ｃ 正确；外耳道

多毛症属于伴 Ｙ 染色体遗传，家族中只有男性才会患病，Ｄ 正确。

方法技巧　 遗传病实例的巧记方法：单基因遗传病的名称一类

题目较常见，因为遗传定律常以单基因遗传病为例，如白化病、
红绿色盲等，一类不常见，因为单基因遗传病属于罕见病，如高

胆固醇血症等；多基因遗传病由于涉及多种环境因素，因此与后

天疾病不易区分，如高血压病、冠心病等；染色体异常遗传病的

名称常以“征”结尾，而不是“症”，如猫叫综合征、特纳氏综合

征等。

１３．Ｃ　 本题考查厌氧呼吸。 厌氧呼吸最常见的产物是乳酸、乙醇和

ＣＯ２，Ａ 错误；线粒体是需氧呼吸的主要场所，厌氧呼吸只在细胞

溶胶中进行，Ｂ 错误；厌氧呼吸是人体一种克服暂时缺氧的措施，
肌肉细胞可以靠厌氧呼吸维持短暂的活动，Ｃ 正确；植物细胞产生

乙醇的厌氧呼吸不可称为乙醇发酵，Ｄ 错误。

易错警示　 区分需氧呼吸和厌氧呼吸：需氧呼吸和厌氧呼吸的

第一阶段都是糖酵解，需氧呼吸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线粒体

中进行的，厌氧呼吸第二阶段是在细胞溶胶中进行的。 需氧呼

吸的产物 ＣＯ２ 和 Ｈ２ Ｏ 是在线粒体中产生的，厌氧呼吸的产物

ＣＯ２是在细胞溶胶中产生的，而且动物不能产生 ＣＯ２。

１４．Ｂ　 本题考查被动转运和主动转运。 葡萄糖进入红细胞是易化扩

散，需要载体蛋白；变形虫的摄食过程是胞吞，不需要载体蛋白；


























































































































































































































































































































































































·１０· ·１１· ·１２·

植物根从土壤中吸收离子是主动转运，需要载体蛋白；海水鱼的

鳃将体内的盐排到海水中是主动转运，需要载体蛋白，所以选 Ｂ。
１５．Ｄ　 本题考查种群特征。 种群的很多特征是种群内个体特征的统

计值，如出生率、死亡率、年龄结构和性比率等，而种群密度和分

布型则是种群所特有的，因此选 Ｄ。

知识拓展　 种群特征间的相互关系：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

量特征，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种群密度，年龄结构通过未来的出

生率和死亡率预测种群密度，性比率通过出生率影响种群密度。

１６．Ｂ　 本题考查生长素的发现过程、作用及特点。 甲组尖端产生生

长素，生长素向下运输，使尖端下部右侧的生长素浓度高于左侧，
因此甲组向左生长；乙组尖端套上不透光的小帽，尖端不能感受

光，生长素分布均匀，直立生长；丙组在单侧光的照射下生长素向

背光侧转移，在尖端和下部之间插入的明胶片不会阻挡生长素向

下运输，所以向左弯曲生长；丁组在尖端中间插入云母片，阻止生

长素横向运输，因此直立生长；戊组无尖端，不能感受单侧光，直
立生长，所以选 Ｂ。

１７．Ｃ　 本题考查生物进化理论。 种群中存在的可遗传变异是自然选

择的前提，也是生物进化的前提，Ａ、Ｂ 正确；自然选择不是进化的

唯一因素，但却是适应进化的唯一因素，Ｃ 错误；达尔文认为自然

选择是进化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机制，Ｄ 正确。
１８．Ｄ　 本题考查教材活动。 “观察多种多样的细胞”观察的是植物细

胞、动物细胞的永久装片，是死细胞；“验证活细胞吸收物质的选

择性”观察的是玉米的胚的染色，不需要使用显微镜；“制作并观

察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临时装片”在解离的时候已经把细胞杀

死；“观察洋葱表皮细胞的质壁分离及质壁分离复原”可以验证活

细胞，并需要使用显微镜观察，因此选 Ｄ。
１９．Ｃ　 本题考查豌豆的特点、可遗传变异。 豌豆是雌雄同花植物，无

性染色体，雌蕊、雄蕊的形成与基因的选择性表达有关，Ａ 错误；基
因重组发生于有性生殖生物的减数分裂过程中，自花授粉的植物

也能减数分裂产生配子，Ｂ 错误；豌豆虽是闭花授粉的植物，但是

花冠的形状便于人工去雄和授粉，Ｃ 正确；可遗传变异是指遗传物

质发生改变而引起的变异，可遗传变异不一定通过有性生殖遗传

下去，也可以通过无性生殖遗传下去。

知识拓展　 可遗传变异包括基因重组、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
基因重组：①交叉互换类型，同源染色体上的非姐妹染色单体片

段交叉互换导致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重新组合，发生于

减数第一次分裂的前期，②自由组合类型，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

合导致非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重新组合，发生于减数第

一次分裂的后期，基因重组的结果是导致生物性状多样性；基因

突变：是指基因内部的碱基对发生改变，产生新的基因，新基因

是原来基因的等位基因，基因突变是生物变异的根本来源；染色

体畸变：①结构变异：缺失、重复、倒位、易位，由于染色体断裂后

错误连接形成的，②数目变异：整倍体变异和非整倍体变异。
易错警示　 ①区分基因突变的碱基缺失和染色体畸变的染色体

片段缺失：对象不同，前者缺失的是碱基，后者缺失的是染色体

片段，后果不同，前者是产生新的等位基因，基因数目不变，但是

种类改变，后者是造成基因缺失，基因数目改变；②区分交叉互

换和易位：交叉互换是同源染色体上的非姐妹染色单体之间片

段互换，染色体结构未改变，易位是非同源染色体上的片段互

换，染色体结构改变。

２０．Ｂ　 本题考查遗传物质。 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包括体内转化实

验和体外转化实验，体内转化实验发现 Ｓ 型菌能使 Ｒ 型菌发生转

化，说明 Ｓ 型菌中有转化因子，为了弄清楚 Ｓ 型菌中的转化因子是

什么，做了体外转化实验，Ａ 错误；烟草花叶病毒只由 ＲＮＡ 和蛋白

质组成，烟草花叶病毒的感染和重建实验证明了在没有 ＤＮＡ，只
有 ＲＮＡ 的情况下，ＲＮＡ 是遗传物质，Ｂ 正确；原核细胞中既有

ＤＮＡ 又有 ＲＮＡ，原核细胞的遗传物质是 ＤＮＡ，Ｃ 错误；基因是核酸

上有遗传效应的片段，作为遗传物质的核酸既有 ＤＮＡ 又有 ＲＮＡ，
Ｄ 错误。

２１．Ｄ　 本题考查制作并观察有丝分裂的临时装片。 用 １０％的盐酸处

理能使植物细胞的果胶质层松散，不能使马蛔虫的受精卵解离，Ａ
错误；解离后用清水漂洗去酸性物质，便于碱性染料染色，染色后

不需要再漂洗，Ｂ 错误；染色体能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Ｃ 错误；染
色体的形态是线状或棒状，有该种形态染色体的细胞是分裂期细

胞，只占少部分，Ｄ 正确。
２２．Ａ　 本题考查特异性免疫。 成熟的 Ｔ 淋巴细胞和成熟的 Ｂ 淋巴细

胞表面只有一种抗原受体，但有多种其他类型的受体，Ａ 错误；成
熟的 Ｔ 淋巴细胞和成熟的 Ｂ 淋巴细胞都能被相应的抗原刺激，Ｂ
正确；细胞毒性 Ｔ 细胞只能识别呈递在抗原－ＭＨＣ 上的抗原，Ｃ 正

确；成熟 Ｂ 淋巴细胞表面的受体就是相应的抗体分子，每个抗体

能结合两个抗原，Ｄ 正确。

知识归纳　 淋巴细胞归类：淋巴干细胞进入胸腺发育为成熟的 Ｔ
淋巴细胞（或称 Ｔ 淋巴细胞），Ｔ 淋巴细胞分为细胞毒性 Ｔ 淋巴

细胞和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受到相应抗原刺

激后分化为活化的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产生多种蛋白质作用于

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在受到相应抗原和

多种蛋白质的刺激下，分化成效应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活化的

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和记忆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所有同一类

型的 Ｔ 淋巴细胞表面有相同的抗原－ＭＨＣ 受体，能识别巨噬细

胞表面呈递出的抗原－ＭＨＣ 复合体并受到刺激，也能识别靶细

胞表面的抗原－ＭＨＣ 复合体并消灭之。 淋巴干细胞在骨髓中发

育为成熟的 Ｂ 淋巴细胞（Ｂ 淋巴细胞），Ｂ 淋巴细胞直接接受抗

原的刺激成为致敏 Ｂ 细胞，致敏 Ｂ 淋巴细胞在活化的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分泌的白细胞介素－２ 的作用下分化成效应 Ｂ 淋巴细

胞（浆细胞）和记忆 Ｂ 淋巴细胞，Ｂ 淋巴细胞、致敏 Ｂ 淋巴细胞、
记忆 Ｂ 淋巴细胞能产生抗体，但不分泌，因此成为细胞膜表面的

受体，浆细胞能产生并分泌抗体，细胞膜表面无受体，无识别

功能。

２３．Ｂ　 本题考查细胞分裂。 纵坐标是细胞内同源染色体对数，在 ＡＦ
段一直存在同源染色体并出现对数增加，说明是有丝分裂，ＧＨ 同

源染色体对数为 ０，说明减Ⅰ使同源染色体分别进入次级精母细

胞，Ａ 错误；经过减数分裂，该动物应该产生 ＴＲ、Ｔｒ、ｔＲ 和 ｔｒ 四种正

常配子，现在产生 Ｔｔｒ 的异常配子，说明等位基因未分离，等位基

因位于同源染色体上，不考虑交叉互换和基因突变，说明同源染

色体未分离，则异常发生在减Ⅰ，即 ＦＧ 段，Ｂ 正确；ＨＩ 段是减Ⅱ，
等位基因已分离分别进入不同的次级精母细胞中，但是每个次级

精母细胞应该含两个相同的基因，所以基因型应为 ＴＴＲＲ、ｔｔｒｒ 或
ＴＴｒｒ、ｔｔＲＲ，Ｃ 错误；ＡＦ 段是有丝分裂，有同源染色体，但是无同源

染色体的行为，Ｄ 错误。

疑难突破　 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的区别：精原细胞（卵原细胞）
既能进行有丝分裂增加细胞数量，也能进行减数分裂产生配子。
一看染色体数目，如果是奇数，则是减Ⅱ，如果是偶数，二看同源

染色体，无同源染色体，则是减Ⅱ，有同源染色体，三看同源染色

体行为，有同源染色体行为，则是减Ⅰ，无同源染色体行为，则是

有丝分裂。

２４．Ｂ　 本题考查遗传信息。 只有分裂的细胞能进行 ＤＮＡ 复制，人体

只有少数细胞能进行分裂，但是转录、翻译是所有细胞都能进行

的，Ａ 正确；每一种 ＲＮＡ 病毒只能进行一种遗传物质的增殖方式，
如 ＨＩＶ 只能逆转录而不能进行 ＲＮＡ 的复制，ＴＭＶ 只能进行 ＲＮＡ
复制而不能逆转录，Ｂ 错误；ｃ 过程是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合成

的场所只有核糖体，Ｃ 正确；以 ＤＮＡ 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只能进行

ａ、ｂ、ｃ，以 ＲＮＡ 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只能进行 ｅ、ｃ 或者 ｄ、ａ、ｂ、ｃ。
２５．Ｄ　 本题考查反射的概念、过程及结构基础。 膝反射的传入神经

元又称感觉神经元，胞体位于神经节，传出神经元又称运动神经

元，胞体位于脊髓，Ａ 错误；膝反射的反射中枢在脊髓，就是传入神

经元和传出神经元的突触，属于简单的反射，Ｂ 错误；肌梭是膝反

射的感受器，股四头肌是膝反射的效应器，所以刺激肌梭引起股

四头肌收缩，属于膝反射，Ｃ 错误；膝反射的反射弧由传入神经元

和传出神经元组成，属于二元反射弧，Ｄ 正确。
２６．Ｂ　 本题考查环境因素对光合速率的影响。 曲线Ⅱ表示真正光合

速率，ｂ 点光合作用刚开始进行，所以 ｂ 点之前只进行细胞呼吸，ａ
点 ＣＯ２ 释放量减少是因为晚上温度降低，呼吸作用减弱，Ａ 正确；
曲线Ⅲ在 ｄ 点出现下降，但是在相应时间曲线Ⅱ上升，说明随着温

度的升高，呼吸速率的增加大于光合速率的增加，导致曲线Ⅲ下

降，Ｂ 错误；ｃ、ｅ 两点时该植物的呼吸速率等于光合速率，但是对

于叶肉细胞来说，光合速率大于呼吸速率，Ｃ 正确；ｅ 点与 ｄ 点相

比较，ＣＯ２ 浓度和温度变化不大，但是光强变化很大，所以可以认

为 ｅ 点光强减弱，此时光反应减弱，碳反应不变，ＡＴＰ 的产生量小

于消耗量，ＡＴＰ 的含量下降，光反应减弱导致碳反应减弱，ＲｕＢＰ
的合成速率下降，Ｄ 正确

疑难突破　 解答此类题目时先列出环境影响因素，如光强、ＣＯ２

浓度、温度，然后再根据图表进行分析，看环境因素的改变是否

与图表中光合速率（真正光合速率和表观光合速率） 的改变

一致。

２７．Ｄ　 本题考查种群的存活曲线、种群的数量波动。 图甲 Ａ 曲线表

示存活曲线的凸型，可表示人和高等动物的存活曲线，但是不能

预示未来的种群数量，Ａ 错误；种群的存活曲线反映了各物种的死

亡年龄分布状况，Ｂ 错误；图乙是雪兔和猞猁的种群数量波动，属
于 Ｓ 形曲线，所以 ａ、ｂ、ｃ 的形成都符合 Ｓ 形增长曲线，Ｃ 错误；任
何波动只要在两个波峰之间相隔的时间相等就可称之为周期波

动，Ｄ 正确。
２８．Ａ　 本题考查可遗传变异。 如果抗病突变体为 １ 条染色体片段缺

失所致，说明缺失染色体上的基因为显性基因，未缺失染色体上

的基因为隐性基因，并且为完全显性，Ａ 正确；如果突变是由染色

体片段重复所致，可通过缺失再恢复为感病型，Ｂ 错误；基因突变

具有可逆性，Ｃ 错误；如果发生碱基对缺失，会使蛋白质的氨基酸

数量改变，Ｄ 错误。

二、非选择题
２９． 答案　 （１）３　 增加　 自我调节

（２）物质移动

（３）次生演替　 均匀

解析　 本题考查生态系统。 （１）该食物网中共有食物链 ５ 条，
其中两条与狐有关，三条与鹰有关，鹰在不同的食物链中处于第

三、四营养级，若蛇灭绝，则鹰只处于第三营养级，获得的能量更

多，鹰的数量增加，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可以防止生态系

统遭到破坏，但是具有一定限度。 （２）食物链不仅是能量流动和

物质移动的通道，而且也是杀虫剂和各种有害物质移动和浓缩的

通道。 （３）在原来有生物生存的基质上所进行的演替就是次生演

替，沙漠中的灌木为了竞争水分和营养倾向于均匀分布。
３０． 答案　 （１）ＣＯ２ 　 ＡＴＰ 和 ＮＡＤＰＨ　 氢（Ｈ＋＋ｅ－）

（２）叶绿体内膜　 脂溶性

（３）脂质　 下降

解析　 本题考查光合作用的过程。 碳反应是 ＣＯ２进行一系列的

转化、还原反应，最终形成糖类等有机物，还原需要 ＡＴＰ 和

ＮＡＤＰＨ，ＮＡＤＰＨ 是氢的载体。 从图中可知，磷酸转运器存在于叶

绿体内膜中，膜蛋白有水溶性部分和脂溶性部分，三碳糖磷酸在

叶绿体内能转化形成淀粉、蛋白质和脂质，光反应和碳反应是相

互联系的两个过程，碳反应速率下降，光反应速率也下降。
３１． 答案　 （１）自由组合　 Ｂ、ｂ 位于常染色体上，Ａ、ａ 位于 Ｘ 染色

体上（两对等位基因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
（２）ＢｂＸＡＸａ 　 ０ 或 １ 或 ２

（３）１ ／ ５２
（４）

解析　 本题考查孟德尔定律的应用。 （１） Ｆ１ 中雌性全为圆眼，
雄性中有棒眼，性状与性别有关系，眼形基因位于 Ｘ 染色体上，两
对等位基因位于两对同源染色体上，符合自由组合定律。 （２） Ｆ１

中的残翅棒眼雄果蝇（ｂｂＸａＹ）占后代雄果蝇的 １ ／ ８，拆分成 １ ／ ４ｂｂ
和 １ ／ ２ＸａＹ，可推出亲本的翅形基因型为 Ｂｂ，因为 Ｆ１的雌性全为圆

眼，可推出眼形的基因型为 ＸＡ Ｘａ 和 ＸＡ Ｙ，所以亲本的基因型为

ＢｂＸＡＸａ和 ＢｂＸＡＹ，雄性亲本的次级精母细胞中可能含有 Ｘ 染色

体，也可能含有 Ｙ 染色体，在减Ⅱ前期、中期着丝粒未分裂，最多

有 １ 条 Ｘ 染色体，在后期着丝粒分裂，最多有 ２ 条 Ｘ 染色体。
（３）若ＢＢＸＡ ＸＡ 基因型致死，则长翅圆眼雌果蝇还有 ＢＢＸＡ Ｘａ、
ＢｂＸＡＸＡ、ＢｂＸＡＸａ三种基因型的个体，比例为 １ ∶ ２ ∶ ２，长翅圆眼雄

果蝇还有 ＢＢＸＡＹ 和 ＢｂＸＡＹ 基因型的个体，比例为 １ ∶ ２，产生的

雌配子及比例为 ２ ／ ５ＢＸＡ、１ ／ ５ＢＸａ、３ ／ １０ｂＸＡ和 １ ／ １０ｂＸａ，产生的雄

配子及比例为 １ ／ ３ＢＸＡ、１ ／ ３ＢＹ、１ ／ ６ｂＸＡ和 １ ／ ６ｂＹ，雌雄配子结合后

残翅棒眼雄果蝇（ｂｂＸａ Ｙ）占 １ ／ ６０，致死个体（ＢＢＸＡ ＸＡ ）占 ８ ／ ６０，
存活 个 体 占 ５２ ／ ６０， 所 以 存 活 个 体 中 残 翅 棒 眼 雄 果 蝇 占

（１ ／ ６０） ／ （５２ ／ ６０）＝ １ ／ ５２。
３２． 答案　 （一）（１）先打开阀 ２ 后打开阀 １　 黑曲霉

（２）酵母菌　 ２５ ℃ ～３０ ℃
（３）需氧呼吸（有氧呼吸） 　 出现气泡

（４）虹吸法

（二）（１）胰蛋白酶　 克隆培养法（细胞克隆） 　 重组 ＤＮＡ 的构建

（２）灭活的仙台病毒　 既能无限增殖，又能产生特异抗体 　 抗原

抗体　 定位

解析　 本题考查果胶酶、固定化酶、葡萄酒的制作、基因工程、
动物细胞培养、单克隆抗体的制备。 （一）（１）从题图中可以发现，
要使浑浊的葡萄汁澄清，需用果胶酶处理，所以先打开阀 ２，使果

胶酶固定，再打开阀 １，澄清葡萄汁，果胶酶可以从黑曲霉、苹果青

霉等微生物中提取。 （２）酒精发酵利用的微生物是酵母菌，酵母

菌发酵的最适温度是 ２５ ℃ ～３０ ℃，温度过高会影响葡萄酒口感，
温度过低需延长发酵时间。 （３）发酵前一阶段，微生物进行需氧

呼吸，吸收 Ｏ２，产生 ＣＯ２，ＣＯ２溶于水中，使瓶内气压降低，产生负

压，发酵时能产生 ＣＯ２，有气泡出现，若停止出现气泡，说明 ＣＯ２不

再产生，发酵结束。 （４）酵母菌沉淀后，上清液即为葡萄酒，可通

过虹吸法吸出。 （二）（１）内细胞团是一群胚胎干细胞，要从内细

胞团中获得一个胚胎干细胞，需要用胰蛋白酶消化成单细胞，②
过程是将一个胚胎干细胞进行克隆形成一群胚胎干细胞，该技术

称为克隆培养法或细胞克隆，④过程是转基因，核心步骤是构建

重组 ＤＮＡ 分子。 （２）动物细胞杂交的生物融合剂是灭活的仙台

病毒，融合形成的丙细胞既能无限增殖，又能产生特异抗体。 单

克隆抗体的应用中，利用抗原抗体反应，可以诊断和防止多种疾

病，可以研究抗原物质在细胞中的定位及其功能。
３３． 答案　 （１）①将高浓度的水杨酸甲酯用蒸馏水稀释成低浓度水

杨酸甲酯和中浓度水杨酸甲酯；②将枇杷果实随机分为四组，分
别放入塑料筐中，编号甲、乙、丙、丁，检测硬度和褐化程度，并记

录；③将乙组、丙组、丁组枇杷果实分别在低、中、高浓度的水杨酸

甲酯溶液中浸泡 １０ ｍｉｎ，然后晾干，甲组枇杷果实不做处理（在蒸

馏水中浸泡 １０ ｍｉｎ，然后晾干），低温储藏柜中 １ ℃保存 １５ 天，每
天检测硬度和褐化程度，并记录；④１５ 天后转移到 ２５ ℃室温中放

置 ２ 天，每天检测硬度和褐化程度，并记录；⑤分析数据。
（２）

解析　 本题考查实验设计。 要探究不同浓度的水杨酸甲酯溶

液的作用，但是材料中只提供了高浓度的水杨酸甲酯，因此要对

水杨酸甲酯溶液进行稀释，得到低浓度水杨酸甲酯溶液和中浓度

水杨酸甲酯溶液，再加上对照组，共需分成 ４ 组；研究枇杷果实在

保鲜过程中质地的变化，需要每天检测（包括处理前、冷藏期和货

架期）。

方法技巧　 实验步骤四步法：第一步，分组编号；第二步，施加自

变量；第三步，相同且适宜的环境中培养一段时间，检测，记录结

果；第四步，分析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