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9 

2022北京海淀高二（上）期末 

生    物 

一、本部分共 20 题，每题 2 分，共 40 分。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下列关于人体内环境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血浆通过毛细血管壁渗出到组织细胞间形成组织液  

B．内环境成分中含有尿素、抗体、激素、神经递质等  

C．H2CO3/NaHCO3是维持细胞外液 pH 稳定的缓冲物质  

D．血浆渗透压与蛋白质含量有关，与无机离子含量无关 

2．将与生物学有关的内容按照序号填入如图中，隶属关系不正确的是（  ） 

序号选

项 

1 2 3 4～6 

A 体液 细胞内液 细胞外液 血浆、组织液、淋巴液 

B 神经系统的细胞 神经胶质细胞 神经元 胞体、树突、轴突 

C 中枢神经系统 脊髓 脑 大脑、小脑、脑干 

D 免疫细胞 浆细胞 淋巴细胞 B 细胞、辅助 T 细胞、细胞毒性 T 细胞 

 

A．A B．B C．C D．D 

3．如图为 a 处接受刺激时神经纤维上兴奋的产生和传导过程示意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a 处细胞膜对 K+的通透性增大使其内流  B．a 处处于兴奋状态，b、c 处处于静息状态  

C．兴奋在神经纤维膜内的传导方向为 a→c→b  D．兴奋由 a 向 c 传导后，a 处不再恢复静息电位 

4．为研究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对心脏搏动的支配作用，分别测定狗在正常情况、阻断副交感神经和阻断交感神

经后的心率，结果如表所示。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实验处理 心率（次/分） 

正常情况 90 

阻断副交感神经 180 

阻断交感神经 70 

A．副交感神经兴奋引起心脏搏动减慢  

B．阻断副交感神经对心率变化影响更大  

C．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作用是相互协同的  

D．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均属于自主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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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研人员分别在 1～5 时间段内以不同方式刺激图 1 中字母 A、B、C 对应的轴突末梢，通过微电极记录得到图 2

所示结果。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轴突末梢 C 的突触前膜释放的递质为抑制性递质  

B．输入胞体的 3 个突触传递的效应是叠加后输出的  

C．时间段 4 中膜电位变为外正内负是钠离子外流导致  

D．1～3 时间段未形成动作电位的原因是刺激未达到阈值 

6．如图示人体排尿反射的相关神经结构（虚线内为脊髓中的结构）。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①的功能是将刺激信号转化为神经兴奋  B．正常人的①产生兴奋，不一定引起⑤兴奋  

C．排尿反射不仅受脊髓控制也受大脑皮层调控  D．④处给予适宜电刺激，大脑皮层会产生感觉 

7．以下关于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都以反射弧为作用途径 B．都能实现远距离调控  

C．都存在分级调节的现象 D．都有传递信息的物质 

8．为研究某职业的职业紧张对甲状腺功能的影响，研究者调查从业者的职业紧张情况，检测他们的甲状腺相关激

素水平。研究者根据工作时长、工作强度和精神紧张程度等因素将这些被调查的从业者进行分组，每组相关激素水

平见表。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从业者 促甲状腺激素平均值（μIU/mL） 甲状腺激素含量平均值（μg/L） 

非职业紧张组 0.81 67.31 

轻度职业紧张组 0.82 68.99 

中度职业紧张组 0.71 74.24 

重度职业紧张组 0.65 77.52 

A．促甲状腺激素和甲状腺激素都是甲状腺分泌的  

B．检测甲状腺激素水平时通常抽取组织液来测定  

C．结果显示职业紧张能够使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  

D．结果表明从业者是甲状腺疾病高发的危险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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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体育课上某同学运动后大汗淋漓，对此时机体调节过程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运动时汗腺分泌增加，皮肤蒸发散热明显增加  

B．自主神经系统和肾上腺等的活动使皮肤血管舒张  

C．下丘脑分泌、垂体释放的抗利尿激素含量增加  

D．下丘脑渴觉中枢兴奋引起主动饮水行为的出现 

10．下列关于体液免疫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B 细胞激活的信号来自于抗原和辅助性 T 细胞  

B．T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可促进 B 细胞增殖、分化  

C．激活的 B 细胞增殖、分化为浆细胞和记忆 B 细胞  

D．浆细胞分泌的抗体可与细胞内、外的抗原结合 

11．T 细胞被 HIV 侵染与 T 细胞表面的 CCR5 蛋白有关，该蛋白由 CCR5 基因编码。某骨髓捐献 者先天性 CCR5 基

因突变，将其骨髓移植给一名患白血病并感染 HIV 的患者后，不仅治愈 了白血病，而且清除了患者体内的 HIV。

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白血病患者的 CCR5 蛋白可能参与 HIV 特异性侵染 T 细胞的过程  

B．HIV 不侵染白血病患者 B 细胞的原因是 B 细胞缺乏 CCR5 基因  

C．捐献者的造血干细胞增殖、分化产生 CCR5 基因突变的 T 细胞  

D．患者康复过程中，细胞毒性 T 细胞裂解了被 HIV 侵染的 T 细胞 

12．水稻种子胚乳的发育和营养物质积累决定水稻的产量和品质。研究发现，胚乳形成过程中不同激素间的相互作

用如图所示。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细胞分裂素能促进籽粒变短变窄   B．生长素与赤霉素表现出协同作用  

C．油菜素内酯能促进籽粒变长变宽   D．多种激素共同调控胚乳发育过程 

13．对某地黄胸鼠种群数量的研究结果如图所示。下列叙 述正确的是（  ） 

A．用样方法调查黄胸鼠的种群密度时，要注意随机取样  

B．调查结果显示黄胸鼠的种群数量在一年内呈“S”形增长  

C．温度等气候因素是影响黄胸鼠种群数量的密度制约因素  

D．可适当增加黄胸鼠天敌数量来降低环境容纳量控制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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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草方格沙障是用干的麦草、稻草、芦苇等扎成方格形状固定于沙中，并在方格中播撒固沙植物的种子，用来防

风固沙、涵养水分的一种治沙方法。某地用该方法治理正在沙化的土地并取得良好效果。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草方格能蓄积降水促进固沙植物生长   B．该过程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C．该方法可增大治理区域的物种丰富度   D．人类活动可改变群落演替的方向和速度 

15．豹猫是我国二级保护动物，体型比家猫略大，控制颌骨的肌肉坚强有力，犬齿长而发达。豹猫的食物包括鼠

类、兔类、蛙类、爬行类、小型鸟类、昆虫等，因此豹猫与赤狐、雪豹等一同成为我国西南山地的主要食肉物种。

据此作出的推测不成立的是（  ） 

A．控制颌骨的肌肉和犬齿发达与其食性相适应  B．豹猫与赤狐、雪豹可能有生态位的重叠  

C．被豹猫捕食的生物彼此间都是种间竞争关系   D．豹猫的存在有利于维持当地群落结构复

杂性 

16．一种角蝉幼虫和蚂蚁长期栖息在一种灌木上，角蝉幼虫分泌的含糖分泌物是蚂蚁的食物，同时蚂蚁也保护角蝉

幼虫不被跳蛛捕食。科学家随机选取样地中一半灌木，将上面的蚂蚁捕净，另一半灌木不做处理，统计角蝉幼虫数

量变化，结果如图，以下分析正确的是（  ） 

 

A．题中食物链是灌木→角蝉→蚂蚁→跳蛛  B．角蝉幼虫和蚂蚁的种间关系是互利共生  

C．蚂蚁所摄取的能量直接来源于灌木   D．有蚂蚁时角蝉幼虫数量将持续增加 

17．下列有关生态系统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生态系统需要来自系统外的能量补充，以维持正常功能  

B．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都是沿着食物链进行的  

C．负反馈调节是生态系统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  

D．处于生态平衡的生态系统有结构平衡、功能平衡和收支平衡的特征 

18．冬季生态型种植、养殖模式如图所示，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经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秸秆及牛粪中的有机物转变为无机物  

B．该种植、养殖模式遵循了生态工程的自生和整体等原理  

C．温室内温度较高降低了牛维持体温的能量消耗，使牛生长加快  

D．该种植、养殖模式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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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河流水电资源开发、居民用地扩张等大规模人类活动，往往造成物种生活环境的整体性被

割裂，栖息地碎片化。为了应对生境碎片化带来的环境问题，人们采取建设绿色生态廊道的措施。下列叙述不正确

的是（  ） 

A．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会增大生态足迹   B．栖息地碎片化会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C．建设生态廊道不利于濒危物种的保护   D．生态廊道为动植物的扩散、迁徙提供了通道 

20．实施垃圾分类处理是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之一，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可实现资源循环再生利用  

B．避免有害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减少资源的浪费  

C．厨余垃圾都应直接就地填埋处理，增加土壤肥力  

D．控制城市填埋垃圾的总量，有助于降低土地占用 

二、本部分共 6 题，共 60 分。 

21．过度放牧使锡林郭勒草原牧草的年平均产量下降。为兼顾草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畜牧业的发展，科研人员选取

样地，探究不同放牧强度对草原群落特征的影响。 

（1）在所选研究样地的植被中，有禾本科、莎草科、菊科等植物类群，这些植物的高度各不相同，使群落在垂直

方向上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形成群落的         。 

（2）科研人员根据单位面积可承载的牲畜数量设定放牧强度，连续 3 年的 6～9 月份在牧草的生长季进行不同强度

放牧，测定得到的部分结果如表所示。  

 禁牧 轻度放牧 中度放牧 重度放牧 

高度平均值（cm） 第 2 年 25.77 17.55 16.62 13.72 

第 3 年 22.52 18.89 18.76 16.65 

多度平均值（个/m2） 第 2 年 399.33 366.33 479.67 312.33 

第 3 年 398.00 351.00 508.17 339.50 

盖度平均值（%） 第 2 年 60.83 68.33 51.67 49.17 

第 3 年 62.50 70.83 53.33 47.50 

植物的总物种数 第 2 年 33 34 36 31 

第 3 年 37 36 41 28 

注：多度代表物种个体数目的多少；盖度指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的面积占地面的比率。 

①样地内某种植物的出现频率、种群密度、植株高度等特征，以及它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等，称为这个物种的     

   。若进一步调查某物种的种群密度，可采用       法进行调查。 

②科研人员发现，样地内禾本科牧草植株高度最高、莎草科次之、菊科最矮。随放牧强度增加，牧草平均高度降

低，推测牲畜最可能优先采食      科的牧草。与禁牧组相比，轻度放牧组牧草      （选填下列字母），轻度放

牧组出现盖度变化的可能原因是       。 

a.多度升高、盖度下降    b.多度下降、盖度升高 

（3）在       放牧条件下，植物的总物种数达到最高，可能的原因是受采食影响，植物的高度和盖度降低，使

地表环境中        等非生物因素发生改变，有利于其他植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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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以上研究，请你对锡林郭勒草原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出一条建议：     。 

22．EPA（二十碳五烯酸）是人体健康需要的一种脂肪酸。为探究 EPA 对血糖调节的影响，科研人员利用小鼠进行

实验。 

（1）当机体血糖浓度高于正常值时，胰岛素分泌增加，     （选填下列字母），从而降低血糖。血糖调节过程

中，胰岛素的作用结果会反过来影响胰岛素的分泌，这一调节方式叫做      调节。 

a.促进血糖进入组织细胞进行氧化分解   b.促进血糖进入肝脏、肌肉细胞并合成糖原 

c.促进血糖进入脂肪组织转变为甘油三酯  d.抑制细胞内的非糖物质转变成葡萄糖 

（2）科研人员利用野生型小鼠和糖尿病模型小鼠（db）进行实验。甲组为野生型小鼠给予正常饮食，乙组为 db 给

予正常饮食，丙组为 db，但正常饮食中添加 1%EPA。10 周后，三组小鼠分别进行大量口服葡萄糖测试和血清胰岛

素浓度测定，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①本实验中的对照组是           。 

②据图 1 结果分析，饮食中添加 EPA 能            。据图 2 结果推测，出现

图 1 所示结果是由于饮食中添加 EPA 增强了              。 

（3）已知 EPA 影响谷氨酸代谢，长期高浓度谷氨酸对胰岛 B 细胞产生细胞毒性作用。科研人员进一步检测上述 3

组小鼠体内谷氨酸水平和胰岛 B 细胞凋亡率。与图 1 和图 2 所示结果相符的预期结果应是，与乙组相比，丙组小鼠   

           。 

（4）饮食中补充 EPA 可改变 db 小鼠肠道菌群，肠道中红蝽菌菌群含量与肠道中谷氨酸水平呈负相关。据此，可

进一步研究的科学问题是                 。 

23．半个世纪前，科学家提出了生长素调控植物生长的“酸生长假说”，至今这一假说仍在不断发展。 

（1）植物激素是对植物生长具有      作用的微量有机物，是细胞间传递      的分子。 

（2）研究发现，胚芽鞘切段在无生长素的培养基中生长缓慢，加入生长素后大约 10 分钟，就可观察到胚芽鞘切段

快速生长。科学家提出“酸生长假说”解释这一现象，即生长素诱导的 H+外排促进细胞壁的伸展，生长素促进细胞膜

上 H+﹣ATP 酶（质子泵）的活性。 

①生长素对胚芽鞘切段生长的作用主要是促进细胞的      生长。当培养基中生长素浓度高于最适浓度时，随着生

长素浓度升高对胚芽鞘切段生长的作用表现为           。 

②依据“酸生长假说”，人们作出以下预测，其中与假说不相符的是        。 

a.中性缓冲液不能抑制生长素诱导的生长 

b.能促进 H+外排的膜蛋白复合物应该能促进生长 

c.若用含 H+的缓冲液处理细胞壁，则可能促进细胞的短期生长 

③科学家用生长素诱导玉米胚芽鞘的生长，得到图 1 所示结果。该结果是否可作为支持“酸生长假说”的 

证据？请作出判断并写出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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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结果：        （填“是”或“否”）。 

论证过程：                 

     。 

（3）为探究生长素激活细胞膜上 H+﹣ATP 酶的机制，研究者分别测定野生型、K 蛋白基因敲除型（K
﹣
）和 F 蛋白

基因敲除型（F
﹣
）拟南芥植株的下胚轴细胞壁 pH 和生长速率，结果如图 2。 

 

①据图 2 分析，        蛋白参与生长素激活 H+﹣ATP 酶的过程，且 F 蛋白与 K 蛋白在调控 H+

﹣ATP 酶激活方面的作用关系是            

      。 

②依据研究结果，在图 3 的空白处填写恰当内容，完善图的生长素作用机制模型。 

24． 

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入侵及治理 

我国是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一枝黄花于 1935 年作为庭院花卉引入我国，随后逸生

至野外，成为我国华东、华中、华北、华南等地区的恶性杂草。加拿大一枝黄花在入侵地往往迅速繁殖，形成单优

势种群落，威胁生物多样性，甚至导致本地物种局部灭绝，农田、果园减产。 

本地的竞争者、群落的物种多样性、食草动物等因素共同形成对外来植物入侵的抵抗能力。有学者认为，植物

多样性高，就会有更多竞争能力较强的本地植物，限制入侵种的进入，并且植物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也会加剧，从而

抑制外来物种的入侵。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入侵地多为荒地或受到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生境，如公路沿线、废弃农

田、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等。这些生境共同的特点是生物多样性低，系统稳定性差，这为加拿大一枝黄花的侵入、

适应和扩散提供了条件。也有学者认为在入侵植物原产地有许多天敌能够对其种群规模进行有效控制，这些天敌是

经过长期的协同进化产生的，而在新的生境能够调节其种群动态的食草动物或其他天敌数量大大减少，从而导致其

分布范围和种群密度增加。 

除生物因素外，气候、光照、入侵地的土壤条件等也是决定其可入侵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中性偏酸、通气良

好、低盐土壤，以及 20～30℃的温度有利于加拿大一枝黄花种子的萌发和植株生长。而土壤中各种营养元素、含水

量的变化也会影响入侵的发生。入侵种在竞争资源方面的能力比本地种要高得多。 

入侵种一旦成功“定居”，很难将其清除干净。目前对于加拿大一枝黄花连片生长区，针对其根系分布较浅的特

点，小范围内采用连根拔除后焚烧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较彻底，但费时费力、效率低，且焚烧带来环境污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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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枝黄花苗期可用除草剂进行化学防治，草甘膦类除草剂短期内使叶绿素含量明显降低，长期则植株枯萎死

亡，而 2，4﹣D 处理后植株迅速表现出生长受抑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即恢复生长。也有人考虑将原产地天敌或寄

生植物引入我国进行防治。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和化解生态安全风险，保障自然环境不受威胁和破坏，才能更好地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1）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初期，在入侵地的种群数量增长应接近      增长。在入侵地，加拿大一枝黄花逐渐形

成单优势种群落，这表明入侵地发生了群落的      。与非入侵地相比，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地所在生态系统的自

我调节能力        。 

（2）在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中，加拿大一枝黄花属于         ，其光合作用固定的能量，一部

分在呼吸作用中以          形式散失，一部分          。 

（3）请结合文中信息，从生物因素角度，列举一条加拿大一枝黄花成功入侵的原因     

    。 

（4）根据文中信息，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控制方法有机械防治、      和生物防治。研究发现，日本菟丝子（一

种杂草）寄生于加拿大一枝黄花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净光合速率大幅下降、植株生长受阻、花期延后甚至不能开

花。请阐述入侵地引入日本菟丝子进行防治可能产生的弊端：        

              。 

25．Ⅰ型单纯疱疹病毒（HSV﹣1）是一种 DNA 病毒，它能入侵神经系统并长期潜伏感染。研究人员对 HSV﹣1 的

感染机制进行了探究。 

（1）在正常个体中，入侵机体的感染性病毒颗粒迅速被清除，这体现免疫系统的      功能。HSV﹣1 侵染时，抗

原呈递细胞（APC）能      抗原，并将抗原信息暴露在细胞表面呈递给辅助 T 细胞，引起特异性免疫反应。体内

的 APC 细胞有         。 

（2）在未被免疫系统完全清除的情况下，HSV﹣1 会侵染上皮细胞，自上皮细胞释放后进一步侵染神经元。已知正

常神经元中细胞核至神经末梢的物质运输是通过驱动蛋白沿着微管蛋白运输的，研究人员因此提出，HSV﹣1 需招

募上皮细胞中的驱动蛋白，帮助病毒自身运输至细胞核。为验证该假设，研究人员进行实验。 

①研究人员首先培养 HSV﹣1，实验组用        培养 HSV﹣1，对照组用        培养 HSV

﹣1。 

②用实验组和对照组培养的 HSV﹣1 分别侵染正常神经元，以           作为检测

指标，确认假说是否成立。 

③HSV﹣1 利用驱动蛋白将病毒自身运输到细胞核是由于病毒需要在细胞核内         。 

（3）HSV﹣1 通过其衣壳上的 P 蛋白结合并“捕获”上皮细胞的驱动蛋白。你认为预防或阻断 HSV﹣1 对神经元的侵

染，有哪些可行的药物研发思路：             （请写出两

条）。 

26．记忆最初在海马体（大脑皮层的一个区域）中形成，然后转移到其他大脑区域进行长期存储。海马体中可塑性

突触的形成、巩固和消除对记忆起着关键作用。 

（1）学习与记忆产生过程中，当兴奋传至轴突末端时，引起突触小泡与突触前膜融合，       ，改变突

触后膜（海马体细胞膜）对离子的通透性，引发突触后膜电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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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发现，重复刺激海马体突触前神经元时，位于树突上的突触后膜出现如图 1 所示变化，从而建立神经元

之间稳定的增强联系，形成记忆。请据图 1 描述，记忆形成过程中突触后神经元发生的变化是     

              。 

 

（3）科研人员通过一定的技术得到实验小鼠（M 鼠），当启动特定光发射器使 M 鼠的海马体细胞暴露在光下时，

能消除新建立的增强联系，抹除记忆。如图 2 所示，盒子 A 与盒子 B 右半部分的情境（背景、空间等）不同，会被

M 鼠识别为不同的盒子。当 M 鼠进入两个盒子的左半部分时，均会受到电击刺激。实验分两天进行，记录在不同

处理下，实验组和对照组 M 鼠放入盒子右侧后，从右侧穿越中间的小门进入左侧前所用的时间，得到图 3 所示结

果。 

 

①第 1 天，盒子 A、B 中对照组与实验组 M 鼠穿越小门前所用时间        。 

②第 1 天，盒子 A 中的 M 鼠两小时后被转移到盒子 B 中，发现穿越小门进入盒子左侧前所用的时间与盒子 A 相

近，说明 M 鼠              。 

③结合第 1 天和第 2 天的实验结果，可初步形成的结论是             。 

（4）进一步研究发现，小鼠在接受学习任务刺激时以及随后的睡眠休息阶段都可以激活图 1 所示过程，并且二者

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独立的。这对你健康有效地学习生活的启发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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