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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师大附中高一（上）期中 

生    物 

一、单项选择题 

1.用含
32
P的磷酸盐培养液培养动物细胞，一段时间后，细胞的结构以及化合物中可能具有放射性的是 

①脱氧核糖    ②核膜    ③ATP    ④脂肪    ⑤RNA 

A. ①③    B. ①③⑤    C. ②③⑤    D. ②③④⑤ 

2. 下列食物营养成分与鉴定试剂及显色反应之间的对应关系中，错误的是 

A. 淀粉：碘液，蓝色 

B. 还原糖:斐林试剂，砖红色 

C. 脂肪：苏丹Ⅲ染液，橘黄色 

D. 蛋白质：双缩脲试剂，黄绿色 

3.下列哪组糖类物质能分别对应以下叙述 

①存在于 RNA中而不存在于 DNA中的糖类 

②是细胞主要能源物质的糖类 

③存在于动物细胞中而不存在于植物细胞中的糖类 

A. 核糖、葡萄糖、糖原    B. 脱氧核糖、核糖、乳糖 

C. 核糖、脱氧核糖、纤维素    D. 脱氧核糖、葡萄糖、麦芽糖 

4.用化学分析法测得某有机物化学元素及含量如下表所示，该物质最可能是 

元素 C O N H S Fe 

含量（%） 55.64 19.8 16.64 7.34 0.39 0.34 

A. 核酸    B. 脂肪    C. 蛋白质    D. 糖类 

5.下列关于脂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脂质中的磷脂是细胞膜的组成成分 

B. 维生素 D和性激素不属于固醇类物质 

C. 脂肪比相同质量的多糖彻底氧化产能少 

D. 脂质在核糖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上合成 

6.下列生理活动与蛋白质功能无关的是 

A. 氧气在血液中的运输    B. O2进入线粒体 

C. 葡萄糖在细胞内氧化分解    D. 吞噬细胞识别细菌 

7. 微生物的种类繁多，下列微生物中属于原核生物的是（ ） 

①霉菌 ②酵母菌 ③蓝细菌 ④大肠杆菌 ⑤乳酸杆菌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③④⑤    D. ①④⑤ 

8.SARS 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其遗传物质是一条单链 RNA，下列关于 SARS病毒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 可独立生活和复制    B. DNA 和 RNA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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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含有简单的细胞器    D. 能在寄主细胞内合成多种蛋白质 

9.大肠杆菌在生长时，细胞内钾离子的质量分数是培养液的 3000倍。如果在培养液中加入某种不影响大肠杆菌细

胞能量供应又不影响细胞完整性的药物，大肠杆菌细胞内钾离子的质量分数立即下降，那么这种药物的作用是 

A. 使细胞膜不能将细胞与外界环境分隔开 

B. 使细胞无法进行细胞间信息的交流 

C. 改变了细胞的遗传特性 

D. 使细胞无法控制钾离子的进出 

10.下列哪种物质不是由核糖体合成的 

A. 血红蛋白    B. 胰岛素    C. 胆固醇    D. 唾液淀粉酶 

11.紫色洋葱的根尖成熟区细胞中不具有的结构是 

A. 叶绿体和中心体    B. 高尔基体和核糖体 

C. 液泡和中心体    D. 液泡和内质网 

12.紫色洋葱鳞片叶外表皮细胞的色素存在于细胞的 

A. 细胞膜    B. 细胞质基质    C. 液泡    D. 叶绿体 

13.将有关生物材料直接制成临时装片，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 

A. 菠菜叶片下表皮保卫细胞中具有多个叶绿体 

B. 花生子叶细胞中存在多个橘黄色脂肪颗粒 

C. 人口腔上皮细胞中线粒体数目较多 

D. 紫色洋葱鳞片叶外表皮细胞中细胞核清晰可见 

14.根据细胞器的功能推测，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 汗腺细胞（分泌汗液）比肠腺细胞（能产生分泌蛋白）具有更多的核糖体 

B. 心肌细胞比骨骼肌细胞具有更多的线粒体 

C. 胰腺细胞（能产生分泌蛋白）比心肌细胞具有更多的高尔基体 

D. 生命活动旺盛的细胞比衰老的细胞具有更多的线粒体 

15.下表是对 4种不同生物的细胞进行研究的结果（“√”表示有，“×”表示无），可能是水稻根尖细胞的是 

细胞 核仁 叶绿体 线粒体 中心体 核糖体 

A × × × × √ 

B √ × × √ √ 

C √ × √ × √ 

D √ √ √ √ √ 

A. A    B. B    C. C    D. D 

16.下表为线粒体膜的有关数据，结合表中数据，指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成分 蛋白质（质量分数/%） 脂类（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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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膜 52 48 

内膜 76 24 

A. 内膜含有许多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 

B. 内膜表面积大，导致蛋白质含量高 

C. 内膜、外膜的化学组成大致相同 

D. 内膜比外膜具有更多的功能 

17.一分子 CO2从叶肉细胞的线粒体基质中扩散出来，进入一相邻细胞的叶绿体基质中，共穿越几层磷脂分子层 

A. 4    B. 6    C. 8    D. 12 

18.分泌蛋白的运输方向是 

A. 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细胞膜 

B. 核糖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细胞膜 

C. 核糖体→高尔基体→内质网→细胞膜 

D. 内质网→核糖体→高尔基体→细胞膜 

19.细胞的生物膜系统指的是 

A. 由细胞膜、核膜以及由膜围成的细胞器形成的统一膜系统 

B. 由内质网、高尔基体和核膜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 

C. 全部的细胞膜 

D. 细胞膜和核膜 

20.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其结构和功能高度统一。下列有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A. 胰腺腺泡细胞内高尔基体膜与细胞膜相连通，有利于消化酶的分泌 

B. 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表面积与体积之比相对较大，有利于提高气体交换效率 

C. 小肠绒毛上皮细胞内有大量的线粒体，有助于物质运输的能量供应 

D. 哺乳动物成熟精子中细胞质较少，有利于精子运动 

21.菠菜叶肉细胞中的 DNA存在于 

A. 细胞核、叶绿体和高尔基体 

B. 内质网、线粒体和细胞核 

C. 线粒体、叶绿体和细胞核 

D. 细胞核、核糖体和线粒体 

22. 细胞核中行使主要功能的重要结构是 

A. 核膜    B. 核仁    C. 染色质    D. 核孔 

23.a、b、c表示某植物体三个相邻的细胞，它们的细胞液浓度为 a＞b＞c,它们之间的水分渗透方向是（   ） 

A.     B.     C.     D.  

24.下列有关质壁分离实验叙述中正确的是 

A. 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与复原实验可以证明细胞原生质层具有选择透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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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成了质壁分离的洋葱表皮细胞，水分既不进入细胞也不从细胞内渗出 

C. 质壁分离是指细胞质和细胞壁发生分离 

D. 发生质壁分离后，细胞壁和细胞膜之间充满了水 

25.物质进入细胞都要穿过细胞膜，不同物质穿过细胞膜的方式不同，下图中一定表示主动转运的是 

A.     B. C.     D.  

二、非选择题 

26.下图表示细胞内四种有机物的组成，请根据其生理功能分析回答： 

 

（1）A 是指____________；E在植物细胞内是指____________，在动物细胞内主要是指____________。 

（2）F 是指____________，其组成元素是____________。 

（3）C 的结构通式是____________，C形成 G过程的反应叫____________。 

（4）H 是指____________，D是指____________。 

（5）H 和 G共同组成细胞核内的重要物质____________。 

27.下图为细胞亚显微结构模式图，据图回答： 

 

（1）图示细胞是____________细胞，做出此判断的依据是此细胞具有[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等结构。 

（2）与能量转换有密切关系的细胞器是[  ]_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__，后者能把____________能转化成

化学能并储存在生物体中。 

（3）若该细胞是根尖分生区细胞，新细胞壁的形成与[  ]____________的活动有关。 

（4）结构[  ]____________与核糖体的形成有关。  

（5）该细胞与大肠杆菌在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磷脂是组成细胞膜的重要成分，这与磷脂分子的头部亲水、尾部疏水的性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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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研究小组发现植物种子细胞以小油滴的方式贮存油，每个小油滴都由磷脂膜包被着，该膜最可能的结构是

由____________（请选择：单／双）层磷脂分子构成，磷脂的尾部向着油滴____________（请选择：内／外）。 

（2）将一个细胞中的磷脂成分全部抽提出来，并将它在空气一水界面上铺成单分子层，结果发现这个单分子层的

表面积相当于原来细胞膜表面积的两倍。这个细胞很可能是____________（请选择：鸡的红细胞／人的红细胞／

人的口腔上皮细胞）。 

（3）下图表示细胞膜的亚显微结构图，请回答： 

 

①图中[1]表示____________，它构成膜的基本支架。 

②如果这是肝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膜上的胰岛素受体最可能是图中的[  ]___________，胰岛素受体与胰岛素特异

性结合后，能加快细胞摄取葡萄糖的速率。葡萄糖进入细胞的方向是_____→_______ （用图中字母表示）。上述

过程体现了细胞膜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的功能。 

③科研上鉴别死细胞和活细胞常用“染色排除法”。例如用台盼蓝染色，死的动物细胞会被染成蓝色而活的动物

细胞不着色，从而判断细胞是否死亡。这项技术所利用的是细胞膜的____________（功能特性）。 

④膜功能的复杂程度主要取决于膜成分中____________的种类和数量。 

29.下图表示白细胞吞噬并消灭细菌的过程，请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白细胞能吞噬细菌，与细胞膜具有_________的结构特性有关。 

（2）图中“小泡”是一种细胞器，该细胞器的名称是_________，其内部含有水解酶，这些水解酶先在

[  ]_________合成，再经内质网加工后运输到[  ]_______进一步加工，最后由小泡运到吞噬泡内，将细菌分

解。上述过程需要的能量主要由[  ]_________提供。 

（3）与植物叶肉细胞相比，白细胞中缺少的细胞器有_________和_________。 

30.下图为物质出入细胞膜的示意图，请据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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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a—e的五种过程中，代表被动转运的是____________，转运速率仅受膜两侧浓度差限制的是

____________。 

（2）可能代表氧气转运过程的是图中编号____________；植物的根从土壤溶液中吸收离子的过程是图中编号

____________；葡萄糖从肠腔进入小肠上皮细胞的过程是图中编号____________。 

（3）除上图所示物质出入细胞的方式外，吞噬细胞吞噬抗原，是通过____________的方式。消化酶等分泌蛋白的

分泌是通过____________的方式，上述两个过程____________（需要/不需要）消耗能量。 

31.在一些情况下，细胞可通过自噬作用降解自身的非必需成分来提供营养和能量。为研究自噬在肝癌发展不同时

期的作用，科学家进行了如下实验。 

①实验原理 

二乙基亚硝胺（DEN）可诱导肝细胞癌变；氯喹（CQ）是一种自噬抑制剂。 

②实验方法、现象及分析 

用 DEN诱发大鼠肝癌的同时，分别在肝癌起始期和发展期对大鼠进行 CQ处理，并且设置相应的对照组。一段时间

后观察各组大鼠肿瘤发生的情况。 

部分组别的实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起始期 发展期 

DEN＋CQ处理组 DEN处理组 DEN＋CQ处理组 DEN处理组 

肿瘤发生率（%） 90 30 60 90 

最大肿瘤体积（mm3） 17.1±5.6 3.5±2.5 8.3±6.0 312.0±132.9 

肿瘤数量（个） 2.5±0.6 0.6±0.4 1.6±0.6 3.6±0.7 

（1）上述实验中单独用 DEN处理组为对照组，本实验还另外设置了两组对照组。其中一组的处理是

____________，另一组是用____________作为对照，表中未列出的这两组对照组的肿瘤发生率均为 0。由表中结果

可知，在 DEN诱发的肝癌的起始期自噬会____________（填促进或抑制）肿瘤的发生，在肝癌的发展期自噬会

____________（填促进或抑制）肿瘤的发生。 

（2）结合此实验，你认为自噬对于机体的作用是有利还是有害：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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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师大附中高一（上）期中生物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答案】C 

【解析】 

脱氧核糖属于糖类，只含 C、H、O，不含 P 元素，不具有放射性，①错误；核膜的主要成分是磷脂（组成元素有 C、

H、O、N、P）和蛋白质（组成元素有 C、H、O、N），所以核膜的组成元素有 C、H、O、N、P 等，具有放射性，②正

确；ATP 中含有腺嘌呤、核糖和磷酸基团，则元素组成是 C、H、O、N、P，具有放射性，③正确；脂肪只含 C、H、

O，不含 P元素，不具有放射性，④错误；RNA的组成元素有 C、H、O、N、P，具有放射性，⑤正确，故选 C。 

【点睛】解答本题要理清细胞中物质的元素组成，总结如下： 

（1）糖类的元素组成是 C、H、O； 

（2）脂肪的元素组成是 C、H、O； 

（3）蛋白质的元素组成是 C、H、O、N等； 

（4）核酸的元素组成是 C、H、O、N、P； 

（5）ATP的元素组成是 C、H、O、N、P。 

2.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生物组织中化合物的鉴定：（1）斐林试剂可用于鉴定还原糖，在水浴加热的条件下，溶液的颜色变化

为砖红色（沉淀）．斐林试剂只能检验生物组织中还原糖（如葡萄糖、麦芽糖、果糖）存在与否，而不能鉴定非还

原性糖（如淀粉）．（2）蛋白质可与双缩脲试剂产生紫色反应．（3）脂肪可用苏丹Ⅲ染液（或苏丹Ⅳ染液）鉴定，

呈橘黄色（或红色）．（4）淀粉遇碘液变蓝．（5）甲基绿能使 DNA呈绿色，吡罗红能使 RNA 呈红色． 

解：A、淀粉遇碘液变蓝，A正确； 

B、斐林试剂可用于鉴定还原糖，在水浴加热的条件下，溶液的颜色变化为砖红色，B正确； 

C、脂肪可用苏丹Ⅲ染液（或苏丹Ⅳ染液）鉴定，呈橘黄色（或红色），C正确； 

D、蛋白质可与双缩脲试剂产生紫色反应，D错误． 

故选：D． 

考点：检测蛋白质的实验；检测还原糖的实验；检测脂肪的实验． 

3.  

【答案】A 

【解析】 

【分析】 

糖类包括：单糖、二糖、多糖。  

单糖中包括五碳糖和六碳糖，其中五碳糖中的核糖是 RNA的组成部分，脱氧核糖是 DNA的组成部分，而六碳糖中

的葡萄糖被形容为“生命的燃料”；  

二糖包括麦芽糖、蔗糖和乳糖，其中麦芽糖和蔗糖是植物细胞中特有的，乳糖是动物体内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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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包括淀粉、纤维素和糖原，其中淀粉和纤维素是植物细胞特有的，糖原是动物细胞特有的。 

【详解】①核糖存在于 RNA 中而不存在于 DNA 中，DNA 中的五碳糖为脱氧核糖；②葡萄糖是细胞的主要能源物质，

③存在于动物细胞而不存在与植物细胞中的糖有乳糖和糖原，综合选项组合可知，A 正确，B、C、D 错误。  

故选 A。 

4.  

【答案】C 

【解析】 

【分析】 

几种化合物的元素组成：  

①蛋白质是由 C、H、O、N元素构成，有些还含有 P、S等；  

②核酸（包括 DNA和 RNA）是由 C、H、O、N、P元素构成；  

③脂质是由 C、H、O构成，有些含有 N、P，其中脂肪只含有 C、H、O三种元素；  

④糖类是由 C、H、O构成。 

【详解】核酸的组成元素为 C、H、O、N、P，不含 S，A错误；脂肪只含有 C、H、O三种元素，B错误；该物质的组

成元素为C、H、O、N，还含有少量的S，Fe，极有可能为血红蛋白，C正确；糖类含有C、H、O三种元素，D错误。 

故选 C。 

5.  

【答案】A 

【解析】 

脂质中的磷脂是细胞膜的组成成分，A 正确；脂质包括维生素 D 和性激素，B 错误；脂肪比相同质量的多糖彻底氧

化产能更多，C错误；脂质在内质网上合成，D错误。 

【考点定位】脂质的种类及功能。 

6.  

【答案】B 

【解析】 

氧气在血液中的运输需要血红蛋白，A 不符合题意；O2 进入线粒体属于自由扩散，不需要蛋白质的协助，B 符合题

意；葡萄糖在细胞内氧化分解需要酶（蛋白质）的参与，C 不符合题意；吞噬细胞识别细菌依靠的是细胞膜上的糖

蛋白，D不符合题意。 

7. 

【答案】C 

【解析】 

原核生物是由原核细胞组成的，细胞内没有以核膜为界限的细胞核，如蓝藻（蓝细菌）、细菌（大肠杆菌、乳酸杆

菌）、放线菌、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氏体等。C正确。 

【考点定位】原核生物 

【名师点睛】学生对原核生物理解不清 

关注原、真核细胞的 8个“不一定” 

（1）不属于真核生物的不一定就是原核生物，病毒没有细胞结构，既非原核生物也非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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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菌”的不一定都是细菌（原核生物），如酵母菌是真核生物。 

（3）带“藻”的不一定都是蓝藻（原核生物），如绿藻是真核生物。 

（4）细胞壁的主要成分不一定都是纤维素和果胶。植物细胞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果胶，而细菌细胞壁的

主要成分是肽聚糖。 

（5）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不一定都含有叶绿体，如蓝藻无叶绿体。 

（6）能进行有氧呼吸的细胞不一定都含有线粒体，如硝化细菌。 

（7）没有细胞核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原核细胞，如哺乳动物的成熟红细胞。 

（8）细胞不一定都是由细胞分裂产生的，如受精卵是通过受精作用产生的。 

8.  

【答案】D 

【解析】 

【分析】 

由题意可知，SARS病原体是 RNA病毒，体内只含 RNA，病毒是由蛋白质和核酸构成的、不具有细胞结构的生物，必

须依赖活细胞完成各项生命活动。 

【详解】病毒不能独立生活和复制，必须寄生在活细胞内，A错误；病毒体内只含有一种核酸，SARS病原体内的核

酸是 RNA，无 DNA，B 错误；SARS 病毒不具有细胞结构，不含任何细胞器，C 错误；SARS 病原体在寄主细胞内合成

自身的多种蛋白质，D正确。 

故选 D。 

9.  

【答案】D 

【解析】 

【分析】 

主动运输需要 2个条件：一是需要能量，二是需要载体；由于在培养液中加入某种不影响大肠杆菌细胞能量供应的

药物，所以应是抑制了细胞膜上载体的活性。 

【详解】根据题意可知，钾离子能够从低浓度一侧向高浓度一侧，说明钾离子的运输方式属于主动运输。主动运

输需要载体蛋白的协助，同时需要消耗能量。在培养液中加入不影响细胞呼吸作用的药物，大肠杆菌细胞内钾离

子质量分数立即下降，说明这种药物不影响能量的供应，则这种药物的作用是抑制细胞膜上载体蛋白的活性，使

细胞无法控制钾离子的进出，综上分析，D正确，A、B、C错误。 

故选 D。 

【点睛】本题考查了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考生要能够根据各种物质运输的特点进行判断；同时要求考生能够识

记主动运输的条件，再根据题意进行判断。 

10.  

【答案】C 

【解析】 

【分析】 

细胞中的核糖体是颗粒状小体，它除了一部分附着在内质网上之外，还有一部分游离在细胞质中。核糖体是细胞

内合成蛋白质的场所，被称为“生产蛋白质的机器”。判断物质是否在核糖体上合成，关键看是否属于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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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血红蛋白、胰岛素、唾液淀粉酶均属于蛋白质，蛋白质的合成场所是核糖体，胆固醇属于脂质，脂质的

合成场所是内质网，综上分析，C 符合题意，A、B、D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点睛】本题考查细胞中各细胞器的主要功能，要求考生识记细胞中各种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明确核糖体是合

成蛋白质的场所，再作出准确的判断即可。 

11.  

【答案】A 

【解析】 

【分析】 

叶绿体存在于光合细胞中，中心体存在于动物细胞和低等植物细胞中。核糖体是真核细胞核和原核细胞共有的细

胞器，高尔基体存在于真核细胞中，动植物细胞中的功能不同。液泡普遍存在于植物细胞中，成熟植物细胞含有

大液泡。内质网广泛分布在动植物细胞中。 

【详解】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洋葱根尖细胞含有液泡、内质网、核糖体、高尔基体等细胞器。但没有叶绿体；另

外洋葱属于高等植物，没有中心体。综上所述，A正确，B、C、D错误。 

故选 A。 

12.  

【答案】C 

【解析】 

细胞膜的主要成分为蛋白质和磷脂，不含色素，A 错误；细胞质基质中不含色素，B 错误；紫色洋葱外表皮细胞的

色素存在于液泡中，C正确；紫色洋葱外表皮细胞没有叶绿体，D错误。 

13.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叶绿体含有叶绿素，而且较大，普通光学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A 正确。脂肪要与苏丹 III 染液反应才

呈现橘黄色，B 错。线粒体要借助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C 错。细胞核要染色如用碱性染料龙胆紫染色才能观察

到，D错。 

考点：本题考查实验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能独立完成“生物知识内容表”所列的生物实验，包括理解实验目

的、原理、方法和操作步骤，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并能将这些实验涉及的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运用能力。 

14.  

【答案】A 

【解析】 

【分析】 

1、线粒体：具有双膜结构，内膜上和基质中存在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是有氧呼吸第二、三阶段的场所，生命体

95%的能量来自线粒体，又叫“动力工厂”。  

2、内质网：单层膜折叠体，是有机物的合成“车间”，蛋白质运输的通道。  

3、核糖体：无膜的结构，能将氨基酸缩合成蛋白质。是蛋白质的“装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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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详解】汗腺细胞分泌的是汗液，其中不含蛋白质，而肠腺细胞能分泌多种消化酶，因此肠腺细胞比汗腺细胞具

有更多的核糖体，A 错误；心肌细胞比骨骼肌细胞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含有更多的线粒体，B 正确；胰腺细胞

能合成和分泌消化酶和蛋白类激素，这些都需要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加工，因此胰腺细胞比心肌细胞具有更多的

高尔基体，C正确；线粒体是细胞的动力工厂，生命活动旺盛的细胞比衰老的细胞具有更多的线粒体，D正确。 

故选 A。 

【点睛】本题考查细胞结构和功能，重点考查细胞中的细胞器，要求考生识记细胞中各种细胞器的结构、分布和

功能，能根据不同细胞的功能推断其结构特点，再根据题干要求作出准确的判断。 

15. 

【答案】C 

【解析】 

A、水稻根尖分生区细胞含有核仁和线粒体，A错误； 

B、水稻根尖分生区细胞含有线粒体，不含中心体，B错误； 

C、水稻根尖分生区细胞含有核仁、线粒体和核糖体，不含叶绿体和中心体，C正确； 

D、水稻根尖分生区细胞不含叶绿体和中心体，D错误 

【考点定位】细胞的结构 

16.  

【答案】B 

【解析】 

【分析】 

线粒体是具有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膜的功能与膜上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有关。线粒体内膜和外膜的蛋白质含量

不同是因为内膜比外膜具有更多的功能，内膜含有许多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膜上蛋白质的相对含量与膜的表面

积无关。就成分看，内膜、外膜的化学组成大致相同，都是主要由蛋白质和脂质构成。 

【详解】内膜是有氧呼吸第三阶段的场所，含有很多的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外膜不含有，A 正确；内膜上蛋白质

含量高的原因是含有多种与有氧呼吸有关的酶，而不是因为其膜面积大，B 错误；根据表中数据得知内膜、外膜的

化学组成大致相同，但含量差异较大，C 正确；内膜上含有更多的酶，所以内膜比外膜具有更多的功能，D 正确。 

故选 B。 

17. 

【答案】D 

【解析】 

一分子 CO2 从叶肉细胞的线粒体基质中扩散出来，进入一相邻细胞的叶绿体基质内，共穿过了线粒体内膜、外膜、

细胞膜、另一个相邻细胞的细胞膜、叶绿体外膜、内膜共 6层膜，即 12层磷脂分子层，故选 D。 

18.  

【答案】B 

【解析】 

【分析】 

分泌蛋白的合成过程：在核糖体上翻译出的肽链进入内质网腔后，还要经过一些加工，如折叠、组装、加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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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基团等，才能成为比较成熟的蛋白质。然后，由内质网腔膨大、出芽形成具膜的小泡，包裹着蛋白质转移到高

尔基体，把较成熟的蛋白质输送到高尔基体腔内，做进一步的加工，成为成熟的蛋白质。接着，高尔基体边缘突

起形成小泡，把蛋白质包裹在小泡里，运输到细胞膜，小泡与细胞膜融合，把蛋白质释放到细胞外，整个过程主

要由线粒体供能。 

【详解】分泌蛋白的合成与分泌过程：附着在内质网上的核糖体合成蛋白质→内质网进行粗加工→内质网“出芽”

形成囊泡→高尔基体进行再加工形成成熟的蛋白质→高尔基体“出芽”形成囊泡→细胞膜，综上分析，B 符合题意，

A、C、D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19.  

【答案】A 

【解析】 

生物膜系统是由细胞膜、核膜以及由膜围成的细胞器形成的统一膜系统，其组成是由细胞膜、核膜和各种细胞器

膜，故选 A。 

20.  

【答案】A 

【解析】 

在分泌蛋白的合成过程中，高尔基体以囊泡的形式向细胞膜运输分泌蛋白，内质网与细胞膜能够相连通，利于消

化酶的分泌，A 错误；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呈圆饼状，这样使表面积与体积之比相对较大，有利于提高气体交换

效率，B 正确；线粒体能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小肠绒毛上皮细胞内有大量的线粒体，这样有助于物质运输的能量

供应，C正确；哺乳动物成熟精子中细胞质较少，有利于精子运动，D正确。 

21.  

【答案】C 

【解析】 

【分析】 

真核细胞的 DNA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其次，线粒体和叶绿体也含有少量 DNA。 

【详解】A. 高尔基体中不含 DNA，A错误； 

B. 内质网中不含 DNA，B错误； 

C. 菠菜叶肉细胞中 DNA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线粒体和叶绿体中也有少量分布，C正确； 

D. 核糖体中不含 DNA，D错误。 

22.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染色质是遗传物质的主要载体，C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细胞核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对所列知识的识记能力。 

23.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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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运输方式是自由扩散，水从水浓度高的地方向水浓度低的地方运输，而水的浓度越高，则溶液中溶质的浓度

就越低，所以综合分析，水运输的方向就是溶液中溶质的浓度越高，水分运输的就越多。由于 a 细胞液浓度＞b 细

胞液浓度，所以水运输的方向b→a；由于 b细胞液浓度＞c细胞液浓度，所以水运输的方向 c→b；甲＜丙；由于 a

细胞液浓度＞c细胞液浓度，所以所以水运输的方向 c→a，D正确。 

24.  

【答案】A 

【解析】 

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与复原实验中，水可以进出细胞，但蔗糖分子不能穿过细胞，可以证明细胞原生质层具有选

择透过性，A正确；完成了质壁分离的洋葱表皮细胞，水分进出平衡， B错误；质壁分离是指原生质层和细胞壁发

生分离，C错误；细胞壁具有全透性，所以细胞壁和细胞膜之间充满了外界溶液，D错误； 

25. 

【答案】C 

【解析】 

【分析】 

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有 3种：自由扩散、协助扩散和主动运输。自由扩散是小分子物质进出细胞膜的方式，它总是

从高浓度一侧向低浓度一侧扩散，其扩散速度与物质浓度的高低成正比，表现出 A图所示的曲线；协助扩散是从浓

度高的一侧向浓度低的一侧扩散，但这种扩散必须由载体来转运，当细胞膜上的载体达到饱和时，其扩散速度就

会受到限制，表现为 B 图的曲线；主动运输是物质进出细胞的主要方式，该过程需要载体和能量，逆浓度梯度进

行，在能量充足、载体没有达到饱和之前，运输速度随离子浓度的升高而加快，当载体饱和或能量不足时，主动

运输就会减弱，表现为 C图曲线。一般不会出现细胞外浓度增加，运输速度减慢的 D图，除非是浓度过高，导致细

胞失水，代谢减慢，可能会出现外界浓度增加，运输速率减慢。 

【详解】主动运输可以按照细胞的需要主动选择吸收物质，一般可以逆着浓度梯度进行运输，需要载体，消耗能

量，在能量充足、载体没有达到饱和之前，运输速度随离子浓度的升高而加快，当载体饱和或能量不足时，主动

运输就会减弱，而且当细胞内浓度高于细胞外浓度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运输，综合分析内容可知，只有 C图一定可

以表示主动运输，故 C正确，A、B、D错误。 

故选 C。 

二、非选择题 

26.  

【答案】    (1). 葡萄糖    (2). 淀粉    (3). 糖原    (4). 脂肪    (5). C、H、O    (6).     

(7). 脱水缩合    (8). DNA    (9). 脱氧核苷酸    (10). 染色体（染色质） 

【解析】 

【分析】 

分析题图可知，糖类是主要的能源物质，因此 E 表示多糖，A 为葡萄糖；脂肪是良好的储能物质，因此 F 是脂肪，

B 是甘油和脂肪酸；蛋白质是重要的结构物质，因此 G 是蛋白质，C 是氨基酸；细胞内的遗传物质是 DNA，因此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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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DNA，D是脱氧核苷酸，可据此分析答题。 

【详解】（1）由于糖类是主要的能源物质，因此 E 表示多糖，A 为葡萄糖。动物体内的多糖为糖原；植物体的多糖

包括淀粉和纤维素，由于纤维素不能提供能量，不属于能源物质，因此植物中的 E主要指淀粉。 

（2）脂肪是主要的储能物质，因此 F是脂肪，组成元素是 C、H、O。 

（3）蛋白质是重要的结构物质，因此 G是蛋白质，C是氨基酸，氨基酸的结构通式为： 。氨基

酸通过脱水缩合形成蛋白质。 

（4）细胞生物的遗传物质是 DNA，因此 H是 DNA，其基本组成单位 D是脱氧核糖核苷酸。 

（5）H 是 DNA，G是蛋白质，由 DNA和蛋白质共同组成细胞核内的重要物质是染色体。 

【点睛】本题结合概念图，考查组成细胞的化合物，要求考生识记细胞中重要化合物的功能及化学组成，能根据

图中信息准确判断各字母的含义，能结合所学的知识准确答题。 

27.  

【答案】    (1). 植物    (2). 2细胞壁    (3). 4叶绿体    (4). 14液泡    (5). 11线粒体    (6). 4叶

绿体    (7). 光    (8). 5高尔基体    (9). 6核仁    (10). 有由核膜包围的细胞核（有成形的细胞核） 

【解析】 

【分析】 

图中 1是细胞膜，2是细胞壁，3是细胞质，4是叶绿体，5是高尔基体，6是核仁，7是染色质，8是核膜，9是核

基质，11是线粒体，12是内质网，13是游离的核糖体，14是液泡，15是附着型核糖体。 

【详解】（1）图示细胞含有 2细胞壁、4叶绿体、14液泡等结构，属于植物细胞。 

（2）线粒体是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是细胞的“动力车间”，叶绿体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场所，是植

物细胞的“养料制造车间”和“能量转换站”，故与能量转换有密切关系的细胞器是 11线粒体和 4叶绿体。后者

能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并储存在生物体中。 

（3）5 高尔基体与植物细胞壁的形成有关。动物细胞中的高尔基体与细胞分泌物的分泌有关。 

（4）6 核仁与某种 RNA的合成以及核糖体的形成有关。 

（5）该细胞为真核细胞，大肠杆菌为原核细胞，该细胞与大肠杆菌在结构上的最大区别是有由核膜包围的细胞核

（有成形的细胞核）。 

【点睛】本题考查细胞的亚显微结构的有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的识图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学会分析图形，

能利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28.  

【答案】    (1). 单    (2). 内    (3). 人的红细胞    (4). 磷脂双分子层    (5). 4糖蛋白    (6). A    

(7). B    (8). 进行细胞间信息交流    (9). 控制物质进出    (10). 选择透过性    (11). 蛋白质 

【解析】 

【分析】 

由题图可知，4 是糖蛋白，2、3 是蛋白质，1 是磷脂双分子层，磷脂双分子层是细胞膜的基本支架。膜的功能主要

由蛋白质承担，功能越复杂的细胞膜，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越多。细胞膜的结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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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的功能特点是具有选择透过性。 

【详解】（1）磷脂分子由亲水性头部和疏水性尾部组成，由于磷脂分子头部亲水，尾部疏水，而细胞中的小油滴

疏水，外部溶液亲水，所以磷脂膜应该由单层磷脂分子构成，头部在外，尾部向着油滴。 

（2）生物膜为磷脂双分子层构成，口腔上皮细胞和鸡的红细胞中的提取出来的脂质，除了细胞膜中的外，细胞器

和核膜中也有脂质，因此单分子层的表面积大于原来细胞膜表面积的两倍 。而人的成熟红细胞没有细胞器和细胞

核，提取出来的脂质只有细胞膜的脂质，故单分子层的表面积相当于原来细胞膜表面积的两倍。 

（3）①图中[1]表示磷脂双分子层，它构成膜的基本支架。 

②糖蛋白具有识别作用，如果这是肝细胞的细胞膜，细胞膜上的胰岛素受体最可能是图中的[4]糖蛋白，胰岛素受

体与胰岛素特异性结合后，能加快细胞摄取葡萄糖的速率。糖蛋白分布在细胞膜的外侧，故 A侧为细胞膜外侧，B

侧为细胞膜内侧，故葡萄糖进入细胞的方向是 A→B。上述过程体现了细胞膜进行细胞间信息交流和控制物质进出

的功能。 

③台盼蓝能给死细胞染色，活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台盼蓝不能进入细胞，故死的动物细胞会被染成蓝色而活

的动物细胞不着色，从而判断细胞是否死亡。这项技术所利用的是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 

（4）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承担者，膜功能的复杂程度主要取决于膜成分中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 

【点睛】本题考查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以及细胞膜的成分和功能，意在考查考生识记并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

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分析理解能力。 

29.  

【答案】    (1). 流动性    (2). 溶酶体    (3). D 核糖体    (4). A 高尔基体    (5). B 线粒体    (6). 

叶绿体    (7). 液泡 

【解析】 

试题分析：图示表示白细胞吞噬并消灭细菌过程的示意图，其中 A 表示高尔基体，B 表示线粒体，C 表示内质网，

D表示核糖体。 

（1）吞噬细菌的吞噬作用属于胞吞，体现了细胞膜具有流动性的结构特点。 

（2）图中“小泡”内含有消化酶，因此是溶酶体，这些水解酶先在[D]核糖体合成，再经内质网运输到[A]高尔基

体加工，最后由小泡运到吞噬泡内，将细菌分解，这些过程均需[B]线粒体提供能量。 

（3）动物与植物叶肉细胞相比，没有叶绿体、液泡等细胞器。 

30.  

【答案】    (1). bcd    (2). b    (3). b    (4). a    (5). a     (6). 胞吞    (7). 胞吐    (8). 需要 

【解析】 

【分析】 

据图分析，A 表示蛋白质，B 表示磷脂双分子层，D 表示糖蛋白（膜外）；a、e 代表主动运输，其中 a 表示运进细

胞，e 表示运出细胞；b 运输方向是高浓度一侧运输到低浓度一侧，不需要载体和能量，表示自由扩散；c、d 运输

方向是高浓度一侧运输到低浓度一侧，需要载体，不需要能量，表示协助扩散。 

【详解】（1）被动转运包括自由扩散和协助扩散，根据分析可知，b代表自由扩散、c 和 d 代表协助扩散，a、e代

表主动运输，故 b、c、d表示被动运输。转运速率仅受膜两侧浓度差限制的是 b自由扩散。 

（2）氧气进入细胞为自由扩散，可用 b表示。植物的根从土壤溶液中吸收离子的方式为主动运输，需要载体，消

耗能量，可用图中编号 a表示；葡萄糖从肠腔进入小肠上皮细胞的过程是主动运输，为图中编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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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分子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为胞吞胞吐，依赖膜的流动性，吞噬细胞吞噬抗原属于胞吞，消化酶等分泌蛋白

的分泌是通过胞吐的方式，上述两个过程均需要消耗能量。 

【点睛】本题主要考查了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特点及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等相关知识，掌握细胞膜结构和功能特

点及物质跨膜运输方式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31. 

【答案】    (1). 单独使用 CQ处理    (2). 正常大鼠    (3). 抑制    (4). 促进    (5). 有些阶段有利有些

阶段有害 

【解析】 

【分析】 

实验原理：致癌因子可以导致正常细胞的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发生突变，从而使细胞癌变形成癌细胞。 

二乙基亚硝胺（DEN）作为致癌因子，可诱导细胞的遗传物质（或“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发生改变，导致肝细

胞癌变；氯喹（CQ）是一种自噬抑制剂。 

【详解】根据实验原理设计实验如下： 

（1）上述实验除设置表中已有的单独用 DEN处理作为对照组外，还应另外设置对照组。其中一组是相应时间段单

独使用 CQ处理组（作为条件对照），另一组是用正常大鼠作为对照（作为空白对照），表中未列出的这些对照组的

肿瘤发生率均为 0。由表中结果可知，在起始期的 DEN+CQ处理组的肿瘤发生率高于 DEN处理组，说明在 DEN诱发

的肝癌的起始期自噬会抑制肿瘤的发生；在肝癌的发展期，DEN+CQ 处理组的肿瘤发生率反而低于 DEN处理组，说

明自噬会促进肿瘤的发生。 

（2）结合图中自噬的过程，推测在肝癌发展期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癌细胞可利用自噬过程的水解产物作为

自身细胞代谢的原料，以满足其持续增殖和生长的需要。结合此实验，关于自噬对于机体的作用，自噬对机体的

作用具有两面性，有些阶段有利有些阶段有害。 

【点睛】本题考查细胞结构和功能以及细胞癌变，要求考生能够识记细胞癌变的机理，掌握对照实验设计的原

则，能结合表格信息准确答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