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六章 综合测试题 

[时间：90 分钟   满分：100 分] 

一、选择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5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 4

个选项中，只有 1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下列哪种现象属于生物的可遗传变异(  ) 

A．白菜因水肥充足比周围白菜高大 

B．变色龙在草地上显绿色，在树干上呈灰色 

C．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其形态结构差别大 

D．同一麦穗结出的种子长出的植株中，有抗锈病的和不抗锈病的 

答案 D 

解析 A、B 两项中性状的改变都是由外界环境决定的，而蝴蝶的成

虫和幼虫，其细胞中的遗传物质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在不同时期表达

不同。 

2．果蝇某染色体上的 DNA 分子中一个脱氧核苷酸发生了改变，其

结果是(  ) 

A．所属基因变成其等位基因 

B．DNA内部的碱基配对原则发生改变 

C．此染色体的结构发生改变 

D．此染色体上基因的数目和排列顺序发生改变 

答案 A 

解析 DNA 分子中一个脱氧核苷酸发生了改变是基因突变，结果是

所属基因变成其等位基因。 



3．在白花豌豆品种栽培园中，偶然发现了一株开红花的豌豆植株，

推测该红花表现型的出现是花色基因突变的结果。为了确定该推测是

否正确，应检测和比较红花植株与白花植株中(  ) 

A．花色基因的碱基组成   B．花色基因的碱基序列 

C．细胞的 DNA 含量   D．细胞的 RNA 含量 

答案 B 

解析 推测该红花表现型的出现是否为花色基因突变的结果，应检测

和比较红花植株与白花植株细胞中花色基因的不同，即基因的碱基序

列。 

4．下列关于生物变异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基因突变是随机的，可以发生在细胞分裂的任何时期 

B．二倍体植株加倍为四倍体，营养成分必然增加 

C．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都可能发生染色体变异 

D．单倍体植株长得弱小，高度不育，但有的单倍体生物是可育的 

答案 B 

解析 二倍体植株加倍为四倍体后，营养成分不一定增加，营养物质

的含量增加。 

5．依据基因重组的概念，下列生物技术或生理过程没有发生基因重

组的是(  ) 

 

答案 D 



解析 普通青霉菌诱变成高产青霉菌的原理是基因突变。 

6．下列关于染色体变异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染色体增加某一片段可提高基因表达水平，是有利变异 

B．染色体缺失有利于隐性基因表达，可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 

C．染色体易位不改变基因数量，对个体性状不会产生影响 

D．通过诱导多倍体的方法可克服远缘杂交不育，培育出作物新类型 

答案 D 

解析 A 项，染色体增加某一片段不一定会提高基因的表达水平，且

该基因的大量表达对生物体也不一定是有利的；B 项，若显性基因随

染色体的缺失而丢失，可有利于隐性基因表达，但隐性基因的表达不

一定能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C 项，染色体易位不改变细胞内基因的

数量，可能对当代生物体不产生影响，也可能产生影响，并且染色体

变异大多对生物体是不利的；D 项，不同物种作物可以通过杂交获得

不育的子一代，然后经秋水仙素诱导可得到可育的多倍体，从而培育

出作物新类型。 

7．如图所示的四个细胞中，属于二倍体生物精细胞的是(  ) 

 

答案 D 

解析 二倍体生物精细胞中应只有一个染色体组，不含同源染色体，



故排除 A、B 两项；精细胞中不含染色单体，故不会是 C 项。 

8．已知某物种的一条染色体上依次排列着 A、B、C、d、e 五个基

因，如图列出的若干种变化中，不属于染色体结构发生变化的是

(  ) 

 

答案 D 

解析 染色体结构变异是由染色体结构的改变引起的，其类型包括 4

种：缺失、重复、倒位、易位。从图上分析，A 项是缺失 d、e 基因；

B 项重复了 C 基因；C 项是 d、e 基因倒位；D 项是 C 基因变成 c 基

因，可能是基因突变或基因交换导致的。 

9．对下列细胞图中有关染色体变化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甲图细胞中有 3个染色体组，可能是体细胞，也可能是生殖细胞 

B．甲图所示的细胞如果是体细胞，该细胞可以进行有丝分裂 

C．乙图所示的细胞如果是二倍体生物的体细胞，则该生物含有两个

染色体组 

D．乙图中含有 4个 DNA 分子、4 个着丝点、4个中心粒 

答案 D 



解析 甲图所示的细胞如果是体细胞，则该细胞是三倍体生物的体细

胞，可以进行有丝分裂产生子细胞。乙图中含有 4 个 DNA 分子、2

个着丝点、4 个中心粒。 

10．人体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具有很强的摄碘能力。临床上常用小剂

量的放射性同位素 131I 治疗某些甲状腺疾病。但大剂量的 131I 对人体

会产生有害影响。积聚在细胞内的 131I 可能直接(  ) 

A．插入 DNA 分子引起插入点后的碱基序列改变 

B．替换 DNA 分子中的某一碱基引起基因突变 

C．造成染色体断裂、缺失或易位等染色体结构变异 

D．诱发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基因突变并遗传给下一代 

答案 C 

解析 131I 不能插入 DNA 分子中，也不能替换 DNA 分子中的碱基；

大剂量的放射性同位素 131I 会导致基因突变或染色体结构的变异；上

皮细胞属于体细胞，发生基因突变后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11．人类中有一种性别畸形 XYY 个体，外貌男性，有的智力差，有

的智力高于一般人。据说这种人常有反社会行为，富攻击性，在犯人

中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群，但无定论。有生育能力，假如有一个 XYY

男性与一正常女性结婚，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该男性产生的精子有 X、Y 和 XY 三种类型 

B．所生育的后代中出现 XYY 孩子的概率为 1/2 

C．所生育的后代中出现性别畸形的概率为 1/2 

D．所生育的后代智力都低于一般人 

答案 C 



解析 该男性产生 X、YY、XY、Y 四种类型的精子，分别占 1/6、

1/6、2/6、2/6；后代出现 XYY 孩子的概率为 1/6；后代中出现性别畸

形的概率为 1/2；后代智力有的低于一般人，有的高于一般人，有的

跟一般人相同。 

12．果蝇灰体对黄体为显性，相关基因 E、e 位于 X 染色体上。用 X

射线处理一只灰体雄蝇，然后将其与黄体雌蝇杂交，数千只子代 (F
1
)

中出现一只灰体雄蝇。检测发现，这只灰体雄蝇 Y 染色体上多了一

段带有 E 基因的片段。下列判断不正确的是(  ) 

A．亲代灰体雄蝇变异发生在胚胎时期 

B．实验结果说明突变具有低频性 

C．F
1
中灰体雄蝇的出现是染色体结构变异的结果 

D．F
1
灰体雄蝇与黄体雌蝇交配，后代雄蝇都是灰体 

答案 A 

解析 如果亲代灰体雄蝇变异发生在胚胎时期(此时 Y 染色体上多了

一段带有 E 基因的片段)，则后代中的雄蝇将均为灰体，这与题中信

息矛盾；数千只子代(F
1
)中出现一只灰体雄蝇，说明突变具有低频性；

Y 染色体上多了一段带有 E 基因的片段属于染色体结构变异；由于

F
1
灰体雄蝇的 Y 染色体上带有 E 基因，因此，该灰体雄蝇的后代中

雄性个体均为灰体。 

13．囊性纤维化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某对正常夫妇均有一

个患该病的弟弟，但在家庭的其他成员中无该病患者。如果他们向你

咨询他们的孩子患该病的概率有多大，你会怎样告诉他们(  ) 



A．“你们俩没有一人患病，因此你们的孩子也不会有患病的风险” 

B．“你们俩只是该致病基因的携带者，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孩子” 

C．“由于你们俩的弟弟都患有该病，因此你们的孩子患病的概率为

1/9” 

D．“根据家系遗传分析，你们的孩子患该病的概率为 1/16” 

答案 C 

解析 囊性纤维化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某对正常夫妇均有

一个患该病的弟弟，则这对夫妇是杂合子的概率均为2
3
(只有当这对夫

妇都是杂合子时，孩子才会得病)，则他们的孩子患该病的概率为2
3
×

2
3
×
1
4
＝1
9
。 

14．二倍体萝卜和二倍体甘蓝杂交得到杂种 F
1
，F

1
几乎不育，但偶

尔结了几粒种子，发芽后长成的植株 P 茎秆粗，叶片、种子和果实

都很大，而且是可育的。由此判断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能发育成植株 P 的种子一定发生了基因突变 

B．二倍体萝卜和二倍体甘蓝不存在生殖隔离 

C．萝卜和甘蓝的染色体能进行正常的联会 

D．由 F
1
种子发育成的植株 P 可能是四倍体 

答案 D 

解析 正常情况下，杂种 F
1
含有两个染色体组，一个来自萝卜，一

个来自甘蓝，F
1
中无同源染色体，故理论上不会结出种子，偶尔结了

几粒种子，发育成的植株 P 的茎秆粗，叶片、种子和果实都很大，且

是可育的，说明 P 为偶然情况下染色体加倍了的四倍体，即发生了染



色体变异，故 A 项错误、D 项正确。二倍体萝卜和二倍体甘蓝杂交

产生的 F
1
几乎不育，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生殖隔离，B 项错误。萝卜

和甘蓝的染色体形态、大小和携带的遗传信息各不相同，不是同源染

色体，不能进行联会，C 项错误。 

15．在生产实践中，人们早就知道，要挑品质好的个体传种，这样利

用生物的变异，经过长期选择，就能培育出许多品种，这种方法称为

选择育种。许多地方品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培育而成的。你认为它与

杂交育种和诱变育种的主要区别是(  ) 

①选择育种周期长 ②杂交育种和诱变育种不需要选择 ③可选择

的范围有限 ④选择育种利用的变异是自然变异 

A．①②④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 

答案 B 

解析 选择育种是利用了自然变异，在本物种内选择品质好的个体，

自然变异的频率很低，可选择的范围有限，时间也长。 

16．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方法使生物产生可遗传的变异，在育种上已有

广泛的应用。下列关于育种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秋水仙素在多倍体育种和单倍体育种中都有使用，作用原理相同 

B．X 射线可能改变基因的结构，能够定向获得优良的变异类型 

C．杂交育种实现了不同亲本间性状的组合，其原理是基因重组，体

现在两亲本的受精作用中 

D．可以使生物产生新基因的育种方法有杂交育种和诱变育种 

答案 A 



解析 多倍体育种中需要使用秋水仙素处理萌发的种子或幼苗，单倍

体育种在获得单倍体植物后，需要使用秋水仙素处理其幼苗，使其染

色体组加倍，获得纯合子，在这两种育种方法中秋水仙素都能抑制有

丝分裂中纺锤体的形成，A 项正确；X 射线可能改变基因的结构，诱

发基因突变，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B 项错误；基因重组体现在亲本

通过减数分裂产生配子的过程中，C 项错误；可以使生物产生新基因

的育种方法是诱变育种，杂交育种不产生新基因，只是实现原有基因

的重新组合，D 项错误。 

17．某科技活动小组将二倍体番茄植株的花粉按如图所示的程序进行

实验。 

 

请根据图中所示实验，分析下列哪一项叙述是错误的(  ) 

A．在花粉形成过程中发生了等位基因分离，非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

位基因自由组合 

B．花粉通过组织培养形成的植株 A 为单倍体，其特点之一是高度不

育 

C．秋水仙素的作用是：在细胞分裂时抑制纺锤体的形成，使细胞内

的染色体数目加倍 

D．在花粉形成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基因突变，从而导致生物性状的改



答案 D 

解析 花粉经组织培养形成的植株称为单

倍体，其特点之一是高度不育；秋水仙素的作用是使细胞内染色体数

目加倍；基因突变虽然普遍存在，但突变率很低。 

18．某生物的基因型为 AaBB，通过下列技术可以分别将它们转变为

以下基因型的生物：①AABB ②aB ③AaBBC ④AAaaBBBB。

则下列排列正确的是(  ) 

A．诱变育种、转基因技术、花药离体培养、多倍体育种 

B．杂交育种、花药离体培养、转基因技术、多倍体育种 

C．花药离体培养、诱变育种、多倍体育种、转基因技术 

D．多倍体育种、花药离体培养、诱变育种、转基因技术 

答案 B 

解析 已知某生物的基因型是 AaBB，若要获得 AABB 可采用杂交育

种的方法；若要获得 aB 适宜采用花药离体培养；若要获得 AaBBC

适宜采用转基因技术；若要获得 AAaaBBBB 则采用多倍体育种的方

法，故 B 项正确。 

19．下列有关育种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用生长素处理番茄(2N)花蕾，获得的无子番茄为单倍体，利用了

染色体变异原理 

B．八倍体小黑麦由普通小麦(6N)和黑麦(2N)培育而成，利用了体细

胞杂交原理 

C．诱变育种提高了变异频率，有利变异比有害变异多，利用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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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4501133323

4011313

https://d.book118.com/145011333234011313
https://d.book118.com/145011333234011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