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级“贵百河—武鸣高中”10 月高二年级新高考月考测试

生物学（答案在最后）

（考试时间：75 分钟；满分：100 分）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第 I 卷（选择题）和第 II 卷（非选择题）两部分。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

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第 I 卷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

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案标号。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回答第Ⅱ卷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4．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上交。

第 I 卷（选择题共 40 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题共 16 小题，共 40 分。第 1-12 小题，每小题 2 分；第 13-16 题，每小

题 4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 当实验动物缺乏某激素时，可通过“饲喂法”补充的是（    ）

①生长激素②甲状腺激素③胰岛素④性激素⑤抗利尿激素

A. ①③ B. ②④ C. ②⑤ D. ③④

【答案】B

【解析】

【分析】激素的化学本质有的是小分子物质，有的是大分子物质。由于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所以大分

子物质的激素如果通过“饲喂法”进行人为补充，则会被消化而失去功效。生长激素、胰岛素、促甲状腺激

素、抗利尿激素属于蛋白质类或多肽类激素，所以它们都不可以用“饲喂法”补充。甲状腺激素属于氨基酸

的衍生物，性激素属于脂质，可以通过“饲喂法”补充。

【详解】①生长激素属于蛋白质类激素，饲喂后会被消化道内的酶水解失去活性，①错误；

②甲状腺激素是氨基酸的衍生物，可以通过“饲喂法”补充，②正确；

③胰岛素是蛋白质类激素，饲喂后会被消化道内的酶水解失去活性，所以不可以用“饲喂法”补充，③错

误；

④性激素属于脂质，可以通过“饲喂法”补充，④正确；

⑤抗利尿激素是下丘脑分泌的，属于多肽类激素，饲喂后会被消化道内的酶水解失去活性，⑤错误。

B 正确，ACD 错误。

故选 B。



2. “酸碱体质理论”有两种错误观点：一是人的体质有酸性与碱性之分，酸性体质是“万病之源”，纠正偏酸

的体质就能维持健康；二是人若要想健康，应多摄入碱性食物。下列有关人体酸碱平衡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 血浆 pH 的维持与 NaHCO3和 H2CO3等缓冲物质有关

B. 丙酮酸在组织液中转化成乳酸会导致 pH 明显下降

C. 人体内环境的 pH 不会因食物的酸碱性而发生剧烈变化

D. 内环境稳态为细胞提供适宜的温度与 pH 等，保证生命活动正常进行

【答案】B

【解析】

【分析】1、关于“内环境稳态的调节”应掌握以下几点：（1）实质：体内渗透压、温度、pH 等理化特性和

化学成分呈现动态平衡的过程；（2）定义：在神经系统和体液的调节下，通过各个器官、系统的协调活

动，共同维持内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3）调节机制：神经-体液-免疫调节网络；（4）层面：水、无机

盐、血糖、体温等的平衡与调节；（5）意义：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

2、内环境的理化性质主要包括温度、pH 和渗透压：（1）人体细胞外液的温度一般维持在 37℃左右；（2）

正常人的血浆接近中性，pH 为 7.35～7.45。血浆的 pH 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与它含有的缓冲物质有关；

（3）血浆渗透压的大小主要与无机盐、蛋白质的含量有关。在组成细胞外液的各种无机盐离子中，含量

上占有明显优势的是 Na+和 Cl-，细胞外液渗透压的 90%来源于 Na+和 Cl-。

【详解】A、正常人血浆 pH 的维持与它含有 HCO3
-/H2CO3、HPO4

2-/H2PO4
-等离子有关，A 正确；

B、丙酮酸是在细胞质基质中转化成乳酸，由于缓冲对的存在，不会导致组织液 pH 明显下降，B 错误；

C、细胞外液中有缓冲对，能将人体的 pH 维持在 7.35～7.45 之间，不会因食物的酸碱性而剧烈变化，C 正

确；

D、内环境稳态为细胞代谢提供适宜的温度与 pH 等，保证细胞生命活动正常进行，进而保证机体生命活

动正常进行，D 正确。

故选 B。

3. “醉氧”是由于人的机体刚刚适应高原地区的低氧环境，重新进入氧气含量相对高的地区而发生的不适应，

有疲倦、无力、嗜睡、胸闷、头昏、腹泻等症状，被称为“脱适应反应”或“低原反应”。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 “醉氧”使机体内环境的氧气含量发生相应的变化

B. “醉氧”的发生说明内环境稳态的调节能力是有限的

C. “醉氧”后的恢复离不开器官、系统协调一致地活动

D. “醉氧”的发生与内环境中的血红蛋白含量较高有关



【答案】D

【解析】

【分析】正常机体通过调节作用，使各个器官、系统协调活动，共同维持内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叫做稳

态；内环境稳态是内环境中的成分和理化性质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或动态平衡）的状态。

【详解】A、“醉氧”是外界环境的变化即氧气含量的突然增加导致内环境中氧气含量发生变化的过程，即

其使机体内环境的化学成分发生相应的变化，A 正确；

 B、机体各种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醉氧”的发生说明内环境稳态的调

节能力是有限的，B 正确； 

C、正常机体通过调节作用，使各个器官、系统协调活动，共同维持内环境相对稳定的状态叫做稳态，故

“醉氧”后的恢复离不开器官、系统协调一致的活动，C 正确； 

D、血红蛋白位于红细胞中，不属于内环境的成分，D 错误。 

故选 D。

4. 下列关于人体内环境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当出现组织水肿时水分子只从血浆流向组织液

B. 肝脏是调节血糖浓度的重要器官

C. CO2作为体液中的化学信号分子刺激下丘脑中的呼吸中枢调节呼吸

D. 高强度运动产生的乳酸可以直接通过肾脏排出

【答案】B

【解析】

【分析】1、血浆、组织液和淋巴等细胞外液共同构成高等动物细胞赖以生存的内环境，机体细胞生活在

内环境中，通过内环境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同时也参与内环境的形成和维持。

2、内环境稳态是正常机体通过调节作用，使各个器官、系统协调活动，共同维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详解】A、当出现组织水肿时，水分子在血浆和组织液中双向流动，只是血浆流向组织液的水分子多于

组织液流向血浆的水分子，A 错误；

B、肝脏细胞通过合成或分解肝糖原来参与调节血糖浓度，因此是调节血糖浓度的重要器官，B 正确；

C、CO2作为体液中的化学信号分子刺激脑干中的呼吸中枢调节呼吸，C 错误；

D、高强度运动产生的乳酸先与血浆中的缓冲物质反应后，才能通过肾脏排出，D 错误。

故选 B。

5. 生活中有这么一种现象：没有吃过酸梅的人，看到酸梅时不会分泌唾液；吃过酸梅的人，看到甚至听到

别人说起酸梅时，就会分泌唾液。下列关于上述现象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吃酸梅时产生酸甜感觉属于非条件反射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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