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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陷阱 1：曲线中分析到的实验自变量一定就是横轴对应的变量

【分析】有的实验的自变量不一定就是横轴对应的变量，还有的不只是横轴对应的

这一个自变量。

易错陷阱 2：实验没有设置空白对照说明这个实验无对照

【分析】实验中的对照分很多种：空白对照、自身前后对照、相互对照等。

易错陷阱 3：探究实验就是验证实验

【分析】探究实验往往结果未知，验证实验往往是验证已经确定的结论。

易错陷阱 4：实验思路也要描述所有的实验操作细节

【分析】实验思路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多数试题要求“写出”实验思路，很少要

求“补充”实验思路，得分点是：必须体现“自变量”和“因变量”,对“无关变量”

表述时注意体现“相同且适宜 ”。思路，是“想”法。

     实验步骤的特点就是精准细微。常常要求“补充”部分实验步骤，很少要求写

出“全部”实验步骤，得分点是：必须体现“自变量”如何设置、“因变量”如何检

测、“无关变量”如何保证相同且适宜。步骤，是“做”法。。



【易错点提醒一】自变量≠横轴标识

【例 1】兴趣小组在“模拟生物体维持 pH的稳定”的实验中，比较了清水、缓冲液

和生物材料（血浆）在加入碱后 pH的变化，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本实验中的自变量是实验材料类型和 NaOH的量

B．清水组中无维持 pH稳定的物质存在

C．图中的结果表明血浆的缓冲能力是有限的，缓冲液组维持 pH稳定的能力最强

D．虽然不同材料初始 pH不同，但对实验结论的影响不大

易错分析：自变量有两个：实验材料类型和 NaOH的量。

【答案】C

【解析】该实验比较了清水、缓冲液和血浆在加入碱后 pH变化情况，自变量是实验

材料类型，结合题图可知该实验中的另一自变量是 NaOH的量，A正确；加入 NaOH

后，清水组 pH立即发生了变化，可见清水组中无维持 pH稳定的物质存在，B正确；

结合题图曲线变化可知，与缓冲液组相比，血浆组 pH明显上升时所对应的 NaOH添

加量更多，表明血浆组维持 pH稳定的能力强于缓冲液组，C错误；该实验观察的是

pH前后变化，虽然初始 pH不同，但对实验结论影响不大，D正确。

【变式 1-1】某兴趣小组以洋葱为材料进行“探究 2，4-D对插枝生根的作用”实验，

实验中每天更换每一组中的蒸馏水和 2．4-D溶液。并测量每个洋葱根的总长度（将

几条根的长度加在一起），记录测量数据，获得下图所示结果。下列相关分析中错误

的是（　　）



A．该实验的自变量是 2，4-D溶液的浓度和培养时间

B．2．4-D对洋葱根的生长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抑制作用

C．促进洋葱生根的最佳条件是在 10-8mol/L的 2，4-D溶液中培养 6天

D．更换每一组中的 2，4-D溶液是为防止 2，4-D浓度变化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答案】C

【解析】从图中结果可看出，横坐标为 2，4-D溶液的浓度，为实验自变量，且图中

有培养 2、4、6天的三条曲线，说明培养天数（时间）也为实验变量，A正确；从

图中可看出，与对照组（蒸馏水）相比，当 2，4-D溶液浓度较低时，随着浓度升高

10-12~10-8mol/L），促进根生长的效果增强；当超过最适浓度，随着 2，4-D溶液浓度

升高（10-8~10-6mol/L）促进效果减弱；当 2，4-D溶液浓度为 10-4mol/L时，抑制根

的生长，B正确；植物生根既包括根的长度，也包括根的数目，本实验中测量的是

根生长的长度，10-8mol/L的 2，4-D溶液处理后最有利于根生长，不一定也最有利

于根数目的增多，另外，本实验对培养 5天、7天未进行研究，也不能获得培养 6

天就是最佳时间，C错误；实验每一组是在一定浓度的 2，4-D溶液中进行的，所以

要确保每一组的浓度稳定，所以需每天更换 2，4-D溶液以避免其浓度变化对实验结

果的影响，D正确。

【变式 1-2】鲜猪肉去筋腱和脂肪后用绞肉机绞碎，均分为甲、乙两组，每组分为

五等份，分别置于标准样品盒中，向甲组（CK）的五个样品盒中分别添加 0，10、

20、30、40g/kg的 NaCl；向乙组的五个样品盒中分别添加 0，10，20，30，40g/kg

的 NaCl和 10g/kg的谷氨酰胺转氨酶（TG），在一定条件下反应一段时间后，测定肉

糜的黏结性能，实验结果如图所示。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本实验的自变量是 NaCl含量，因变量是黏结性能

B．无 NaCl存在时，TG也能使肉块的黏结性能略有增强

C．一定范围内随 NaCl含量的增大，肉糜的黏结性能逐渐增强

D．实验结果说明适当提高 NaCl含量可促进 TG提高肉糜的黏结性能

【答案】A

【解析】由题意可知，本实验的自变量是 NaCl含量和 TG的有无，因变量是猪肉的

黏结性能，A错误；由实验结果可知，无 NaCl存在时，TG也能使肉块的黏结性能略

有增强，B 正确；在一定范围内随着 NaCl 含量的增大，肉块的黏结性能逐渐增强，

C正确；该实验说明适当提高 NaCl含量可促进 TG提高肉块的黏结性能，D正确。

【变式 1-3】对具有顶端优势的烟草分别进行打顶、顶芽涂抹三碘苯甲酸（TIBA，

能阻碍生长素从顶芽向下运输）处理，对照组不作处理，分别检测各组侧芽处生长

素（IAA）的含量，结果如图所示。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生长素从顶芽向下运输属于极性运输，消耗能量

B．本实验的自变量为不同的处理方法和处理时间



C．打顶和涂抹 TIBA均可抑制烟草植株的顶端优势

D．单侧光照时喷洒 TIBA，植株向光弯曲的角度增大

【答案】ABC

【解析】生长素从顶芽向下运输属于从形态学上端向下端的极性运输，极性运输是

一种主动运输，消耗能量，A正确；自变量是人为改变的量，由图可知，本实验的

自变量为不同的处理方法和处理时间，B正确；顶端优势产生的原因是：顶芽产生

的生长素逐渐向下运输，枝条上部的侧芽处生长素浓度较高，侧芽的发育受到抑制，

植株因而表现出顶端优势，所以解除顶端优势，应降低侧芽中 IAA的含量。由图可

知，打顶和涂抹 TIBA后在 1、5、9天测量时，侧芽中 IAA含量均低于对照组，所以

打顶和涂抹 TIBA均可抑制烟草植株的顶端优势，C正确；TIBA能阻碍生长素从顶芽

向下运输，但不影响生长素的横向运输，单侧光可导致生长素在背光侧的分布多于

向光侧，使背光侧生长速度大于向光侧，因此单侧光照射的条件下喷洒 TIBA不影响

植物向光弯曲的角度，D错误。

【易错点提醒二】无空白对照≠实验无对照

【例 2】下列关于“比较过氧化氢在不同条件下的分解”的实验叙述，错误的是

（    ）

A．该实验的自变量为反应条件的不同

B．1号试管为对照组，目的是排除无关变量对实验的影响

C．1、2、3号试管相互对照，说明催化剂为反应提供活化能的作用比加热显著

D．3、4号试管相互对比，证明了酶具有高效性

易错分析：3、4号试管均为实验组形成相互对照。

【答案】C



【解析】由题干信息可知，该实验的实验目的是是探究温度、FeCl3溶液、肝脏研

磨液（含有过氧化氢酶）对过氧化氢分解速率的影响，其中实验的自变量为为反应

条件的不同，因变量为过氧化氢的分解速率，A 正确；该实验的自变量是反应条件，

1号试管属于对照组，常温处理是为了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B正确；本实验中 1号

是室温条件，2号是水浴加热，3号是无机催化剂，由于 2号和 3号装置对比并不遵

循单一对照原则，故不能得出相关结论，且催化剂的作用是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

而非提供活化能，C错误；酶的高效性是指与无机催化剂相比，降低化学反应活化

能的效果更显著，3号试管加入无机催化剂，4号试管加入酶，两者对比，证明了酶

具有高效性，D正确。

【变式 2-1】．相互对照也叫对比实验，即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验组，而不另设

对照组，通过对实验结果的比较分析，来探究某种因素与实验对象的关系。下列不

属于对比实验的是（  ）

A．在“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时，设置有氧和无氧两种条件

B．鲁宾和卡门利用同位素标记法探究光合作用中 O2中的氧是来自 H2O还是 CO2

C．在“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时，对实验材料先后进行滴加蔗糖溶液和清水

处理

D．赫尔希和蔡斯利用同位素标记法探究噬菌体的遗传物质是 DNA还是蛋白质

【答案】C

【解析】根据题干信息可知，在“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时，设置有氧和无

氧两种条件，即有氧呼吸组和无氧呼吸组，属于对比实验，A错误；鲁宾和卡门利

用同位素标记法探究光合作用中 O2中氧的来源时，设置了给小球藻分别供应 H2
18O、

CO2和 H2O、C18O2两组，属于对比实验，B错误；在“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时，

对实验材料先后进行滴加蔗糖溶液和清水处理，构成了自身前后对照，不属于对比

实验，C正确；赫尔希和蔡斯利用同位素标记法探究噬菌体的遗传物质是 DNA还是

蛋白质，设置了 35S或 32P标记的噬菌体分别侵染未被标记的大肠杆菌，构成对比实

验，D错误。



【变式 2-2】设置对照是生物实验中常用的方法，下列有关的对照设置错误的是

（   ）

A．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时，通过自身前后对照达到实验目的

B．探索生长素类调节剂促进插条生根的最适浓度时，需要空白对照组

C．研究细胞核的功能时，将蝾螈的受精卵横缢成有核和无核的两部分

D．探究酵母菌呼吸方式实验中的两组实验为对比实验，没有对照

【答案】D

【解析】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时，通过自身前后对照达到实验目的，主要是

通过初始细胞形态、加入蔗糖后质壁分离及加入清水后质壁分离复原的对照实现的，

A正确；探究生长素类调节剂促进插条生根的最适浓度时，预实验需要设置空白对

照，以初步确定促进或抑制的生长素浓度范围，B正确；研究细胞核功能时，将蝾

螈的受精卵横缢成有核和无核两部分，实验的自变量是细胞核的有无，C正确；

探究酵母菌呼吸方式实验中的两组实验分别是有氧组和无氧组，为对比实验，是对

照实验的一种，D错误。

【变式 2-3】（22·23·汕头·三模）为制备圆褐固氮菌和巨大芽孢杆菌微生物菌剂，

以降解厨余垃圾废液中淀粉、蛋白质、脂肪等物质，研究人员探究了圆褐固氮菌和

巨大芽孢杆菌处理某厨余垃圾废液的最佳接种量比，将两种菌液进行了不同配比的

分组处理，如下表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编号 R0 R1 R2 R3 R4

圆褐固氮菌：巨大芽孢杆菌 1:0 2:1 1:1 1:2 0:1

A．微生物利用其合成分泌的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等分解废液中的相关物质

B．实验过程中需将上述菌液分别接种于相同体积的厨余垃圾废液中进行培养

C．可通过检测实验前后淀粉、蛋白质、脂肪的含量，确定适宜的配比

D．表中编号 R1、R2、R3组构成相互对照，编号 R0、R4组为空白对照

【答案】D



【解析】酶具有专一性，可分解相应的物质，微生物利用其合成分泌的淀粉酶、蛋

白酶、脂肪酶等分解废液中的相关物质，A正确；实验过程中，厨余垃圾废液的作

用类似于培养基，其体积是无关变量，应该保持相同，B正确；可通过检测实验前

后废液中淀粉、蛋白质、脂肪的含量，以确定适宜的配比，含量最少的比例最适宜，

C正确；表中实验均为实验组相互形成对比实验，空白实验为接种等量无菌水，D错

误。

【易错点提醒三】探究实验≠验证实验

【例 3】（22·23·江苏·三模）关于对照实验的设置，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

A．验证促甲状腺激素的作用时，需设置保留甲状腺和去除甲状腺的两组

B．探索 NAA对扦插枝条生根的最适浓度的预实验中,需要设置空白对照

C．用过氧化氢为实验材料探究酶的高效性时，需设置分别加过氧化氢酶和清水的两

组

D．验证茎的感光部位是茎尖时，需设置保留茎尖和去除茎尖的两组

易错分析：验证实验结果已知。

【答案】B

【解析】促甲状腺激素是由垂体分泌的，验证促甲状腺激素的作用时，需要排除

实验动物本身产生的该激素对实验的影响，应去除垂体，A错误；验证 NAA对扦

插枝条生根的作用具有两重性，需要在预实验中设置空白对照组，正式实验可以

不设置对照组，B正确；酶的高效性是指酶与无机催化剂相比，降低化学反应活

化能的效果更显著，用过氧化氢为实验材料探究酶的高效性时，需设置分别加过

氧化氢酶和无机催化剂的对照，C错误；验证茎的感光部位是茎尖时，感光部位

是自变量，故需要设置茎尖能够感受光照和茎尖不能感受光照的两组，D错误。

【变式 3-1】（22·23·哈尔滨·一模）孟德尔说：“任何实验的价值和效用，取决

于所使用材料对于实验目的的适合性。”下列实验（观察）材料选择不适合的是（　　）

A．萨顿通过研究蝗虫体细胞及生殖细胞中染色体的数目和形态，推测基因在染

色体上



B．科学家通过烟草花叶病毒验证了遗传物质除 DNA外，还有 RNA

C．可选用金黄色葡萄球菌来探究抗生素对细菌的筛选的作用





D．梅塞尔森和斯塔尔以大肠杆菌为实验材料，运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技术，证

明了 DNA进行半保留复制

【答案】D

【解析】萨顿通过研究蝗虫体细胞及生殖细胞中染色体的数目和形态，对比基因和

染色体的行为，得出它们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推测基因在染色体上（类比

推理法），A正确；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DNA或 RNA，科学家通过烟草花叶病毒（遗传

物质为 RNA）感染烟草的实验，验证了遗传物质除 DNA外，还有 RNA，B正确；金黄

色葡萄球菌是细菌，可选用金黄色葡萄球菌来探究抗生素对细菌的筛选的作用，C

正确；梅塞尔森和斯塔尔以大肠杆菌为实验材料，运用同位素标记技术，证明了 DNA

进行半保留复制，D错误。

【变式 3-2】某同学为研究酶的特性开展了一系列实验，有关这些实验的叙述，错

误的是（    ）

A．在过氧化氢溶液中分别加入 FeCl3溶液、过氧化氢酶，可通过比较气泡产生

速率验证酶的高效性

B．探究淀粉酶对淀粉和蔗糖的作用时，可用碘液对实验结果进行检测

C．探究温度对酶活性的影响时，可选用淀粉和淀粉酶作为材料

D．探究 pH对酶活性的影响时，可选用过氧化氢和过氧化氢酶作为材料

【答案】B

【解析】酶与无机催化剂催化同一化学反应相比较能反映酶的高效性，所以在过氧

化氢溶液中分别加入 FeCl3溶液、过氧化氢酶，可通过比较气泡产生速率验证酶的

高效性，A正确；碘液只可检测出淀粉是否水解，不能检测出蔗糖是否水解，所以

利用淀粉、蔗糖和淀粉酶探究酶的专一性时，可使用斐林试剂检测实验结果，B错

误；在“探究温度对酶活性的影响”实验中，先将淀粉液与淀粉酶液分别置于不同

温度条件下，然后再将同一温度下的淀粉液与淀粉酶液混合，以保证反应在设定条

件下进行，C正确；pH不影响过氧化氢的分解，所以可以用过氧化氢和过氧化氢酶

作为材料，探究 pH对酶活性的影响，D正确。

【变式 3-3】下列有关生物学实验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用黑藻叶片做细胞的质壁分离实验时，叶绿体的存在有利于观察实验现象





B．在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方式的实验中，重铬酸钾溶液由灰绿色变成橙色可证

明有酒精的产生

C．在验证酶的专一性实验中，选择淀粉、蔗糖、淀粉酶和碘液是最佳的实验试

剂组合

D．赫尔希和蔡斯以 T2噬菌体和大肠杆菌为实验材料，采用同位素标记法和对比

实验法证明了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答案】A

【解析】黑藻叶片细胞属于成熟的植物细胞，细胞中的叶绿体具有颜色，有利于质

壁分离现象的观察，A正确；在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方式的实验中，重铬酸钾溶液

由橙色变成灰绿色可证明有酒精的产生，B错误；如果用碘液检验，无论淀粉酶是

否能水解蔗糖，反应前后蔗糖遇碘液都不会呈蓝色或其他显色反应，也就是根本没

法判断淀粉酶是不是能水解蔗糖，所以该实验一般用检测还原糖的方法即斐林试剂

进行检测，C错误；赫尔希和蔡斯以 T2噬菌体和大肠杆菌为实验材料，采用同位素

标记法和对比实验法，进而证明 DNA是遗传物质，但是没有证明 DNA是主要的遗传

物质，D错误。

【易错点提醒四】实验思路≠实验步骤

【例 4】小麦是我国北方主要的农作物，研究环境条件变化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可指

导农业生产。某研究团队测定了小麦植株在不同程度水淹胁迫、高浓度 CO2处理条

件下的相关生理指标，实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分组
对照

组

轻度胁

迫

中度胁

迫

重度胁

迫

大气 CO2浓

度
0.072 0.038 0.029 0.026

气孔开度（mol·m2s）

高 CO2浓度 0.061 0.057 0.039 0.035

净光合速率（μmol·m-²s）
大气 CO2浓

度
6.82 4.23 3.89 1.92



高 CO2浓度 7.84 5.76 4.05 3.73

回答下列问题：

(1)欲提取小麦叶片的光合色素，在叶片量一定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提取液色素浓度，

除了适当减少无水乙醇的用量、添加 SiO2充分研磨外，还可以             （写 1

点即可）。

(2)据表分析，水淹胁迫下光合速率下降的原因是             此外，水淹胁迫还

会导致小麦根系缺氧，产生对根系有毒害作用，而产生             不足，还会影

响植物对矿质元素的吸收。

(3)在其他条件适宜的情况下，高浓度 CO2会引起气孔开度             ，但净光

合速率             

(4)水涝发生后会严重影响小麦的产量，在小麦结实前可通过适当增施钾肥进行一些

补救，实验发现增施组小麦植株干重增加不显著，但籽实的产量却明显高于未增施

组，可能的原因是             。

(5)研究者推测：高浓度的 CO2会抑制植物细胞的需氧呼吸。写出用于验证该假设的

实验思路。             （注；利用氧气传感器记录容器内氧气含量的变化）

易错分析：思路是分组、自变量处理和观察因变量即可。

【答案】(1)加入碳酸钙、粉碎或剪碎、烘箱中烘干/减少水分/晾干/干燥、取用新

鲜绿叶/成熟绿叶

(2) 水淹胁迫导致气孔开度下降，碳反应固定 CO₂减少，光合速率下降     ATP

(3) 下降     增大

(4)增施钾肥小麦植株的（净）光合作用速率没有显著增加，但向籽实运输的有机物

量增加

(5)将同种小麦植株均分成甲、乙两组，分别放置在大气 CO2条件和高浓度 CO2条件

下，在黑暗的环境中分别利用氧气传感器测定单位时间内氧气含量的变化。

【解析】（1）为了提高提取液中色素的浓度，除了适当减少无水乙醇的用量，添加

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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