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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 

1．研究结果表明，人和类人猿的骨骼在结构上几乎完全相同，人和类人猿的盲肠相似，人

和类人猿的胚胎在五个月以前几乎完全一样……这些事实说明（    ） 

A．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 B．人比类人猿高等 

C．人和类人猿有共同的祖先 D．现代类人猿将来可以进化成人 

 

2．“血肉相连，血脉相通”是用来形容母子关系的赞美之词，这是因为，胎儿在母体内发育

所需营养物质是由母体提供的．他们进行物质交换的场所是（  ） 

A．胎盘 B．子宫 

C．输卵管 D．与子宫相连的血管 

 

3．淀粉：取面粉一匙，加水和成面团，用纱布包好后置于玻璃杯内的清水中揉洗，观察清

水变成乳白色液体；取洗液 5 毫升放入试管中加热煮成糊状，冷却后加几滴碘酒，观察颜

色变蓝色。 

 

4．为比较蔬菜中维生素 C含量，某同学根据维生素 C可使加碘的淀粉溶液褪色的原理，

设计了如下实验：在四只同样的洁净试管中分别加入 2 毫升相同浓度的加碘淀粉溶液，然

后用滴管分别向其中滴加黄瓜､青椒､芹菜､白菜的汁液，直至褪色为止。观察结果如表。据

表可知这四种蔬菜中维生素 C含量最少的是（    ） 

滴加的蔬菜汁及数量 黄瓜汁 青椒汁 芹菜汁 白菜汁 

高锰酸钾溶液(2毫升) 10 滴 6 滴 18 滴 11 滴 

 

A．青椒 B．芹菜 C．白菜 D．黄瓜 

 

5．如图是人体消化系统组成示意图。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A．唾液腺分泌的唾液中的酶能促进淀粉初步分解 



B．胃只能暂时贮存食物,不能初步分解蛋白质 

C．小肠皱襞和绒毛多,能扩大消化和吸收面积 

D．大肠能吸收少量水分、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 

6．如图是某生物兴趣小组的同学探究“淀粉在口腔内内的消化”的实验过程，下列分析中，

错误的是 

 

A．本实验是一组对照实验， 其探究的变量是睡液 

B．此实验说明了口腔中的唾液对淀粉有消化作用 

C．在步骤④ 中，滴加碘液后的现象是 1 号变蓝，2 号不变蓝 

D．在操作步骤③ 时，若将水温调为 15℃，对实验没有影响 

7．人体消化系统的组成是（  ） 

A．口腔、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 

B．肝脏、唾液腺、胃腺、肠腺、胰腺 

C．肠液、胰液、唾液、胆汁 

D．消化道和消化腺 

 

8．如图表示人体内肺泡周围气体交换和血液运输的过程示意图。下列叙述不正确的（   ） 

 

A．该过程是通过扩散作用来实现的 

B．肺泡中的氧气进入血液后，进入红细胞，并和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结合 

C．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很薄，有利于气体交换 

D．该过程是体循环的一部分 

9．如图为人体肺泡与血液气体交换示意图，下列正确的是（    ） 



 

A．甲处血液鲜红，乙处血液暗红 

B．乙处血液将汇集到肺静脉 

C．甲处二氧化碳都在血浆中 

D．甲与乙相比，甲处有二氧化碳， 

10．如图为模拟膈肌运动的示意图，下列相关说法错误的是（    ） 

 

A．甲图表示呼气，膈肌收缩 B．乙图表示吸气，膈肌收缩 

C．图中玻璃管模拟气管、支气管 D．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通过呼吸运动完成 

11．下列关于呼吸系统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呼吸道可以保证气体顺畅通过 

B．肺位于胸腔内，左右各一个 

C．左肺有三叶，右肺有两叶 

D．肺泡外缠绕着丰富的毛细血管 

12．下列对呼吸道结构和功能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吸烟产生的有害物质可被呼吸道阻挡，避免进入肺 

B．鼻腔内的鼻毛和黏液在阻挡灰尘、细菌时形成痰 

C．C形软骨保证了气体在气管内畅通 

D．喉是食物的通道，也是气体的通道 

 

13．下列关于输血和献血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安全输血应以输同型血为原则 

B．对于贫血和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应分别输入红细胞和血浆 

C．在没有同型血的紧急情况下，A 型血的人可以输入少量的 AB 型血 

D．健康成年人每次献血 200～300 毫升不会影响健康 

14．一位 B型血的患者急需输血急救，从血库中取血时首选的血液是（    ） 

A．O型血 B．B型血 C．A型血 D．AB型血 

15．图为心脏工作示意图，请据图分析，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A．该图表示心室收缩，血液泵至动脉 

B．心室四腔中流动脉血的是 B 和 C 

C．B、C 收缩时泵出的血液量相等 

D．从 C 流出的血液首先参与肺循环 

16．如图是人体肺泡和血液之间的气体交换示意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外界气体按照 c 方向进入肺泡时，膈肌处于收缩状态 

B．从 2 端流出的血液中氧气含量增加 

C．气体 a、b 的交换是通过呼吸肌的收缩和舒张实现的 

D．a 代表二氧化碳气体，其主要是在组织细胞内产生的 

17．如图为人体下肢某处血管内血流方向示意图，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A．A内流的是含氧丰富、颜色鲜红的动脉血 

B．B分布广，数量多，管壁极薄 

C．C内的血液最先流入心脏结构中的右心房 

D．下肢处的动、静脉内，都有防止血液倒流的瓣膜 

18．在低倍显微镜下“观察小鱼尾鳍内的血液流动”的实验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图甲中只能通过 a 调节亮度 

B．图乙中的② 是在使用低倍镜观察 

C．丙中的 b 为毛细血管 

D．图丙中为使 b 移到视野中央，载玻片需向下移 

19．在“观察小鱼尾鳍内血液的流动”实验中，血液流动情况如下图所示，下列对血管内型

判断正确的是 

 

A．① 是静脉 B．② 是毛细血管 

C．③ 是动脉 D．全是毛细血管 

20．经医生确诊某患者为急性炎症，然后对他进行消炎治疗，没过多久痊愈了，则下面能

正确表示他体内白细胞数目变化的图象是（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白细胞数）（  ） 

A．  B．  C．  D．  

 

21．下列与泌尿系统有关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肾单位是肾脏结构功能的基本单位，由肾小球、肾小囊、肾小管等部分组成 

B．泌尿系统的主要器官是肾脏，每天形成的尿液大约有 180 升 

C．肾小球和肾小囊有重吸收作用，重吸收葡萄糖等物质 

D．肾小管有滤过作用，血细胞等物质能被滤过到肾小管 

22．如图是尿液形成过程示意图。某人尿液中检出红细胞、蛋白质等成分，推断可能发生

病变的部位是 （    ） 



 

A．①  

B．②  

C．③  

D．④  

23．如图为人体内某结构的血流情况示意图，B代表这一结构，A、C代表与其相连的血

管，箭头代表血流方向。若 A中氧气含量比 C高，而 C的葡萄糖含量比 A高，则 B是

（    ） 

 

A．肺 B．小肠 C．肾 D．心脏 

24．肾的最主要的功能是（） 

A．形成尿液及将尿液不断地输入膀胱 

B．从人体血液中清除体内废物 

C．暂时储存尿液 

D．将尿液排出人体 

25．下列与尿液形成和排出过程无直接关系的器官是（ ） 

A．心脏 B．输尿管 C．肾脏 D．膀胱 

26．如图为肾单位模式图，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肾单位是肾脏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B．肾单位由②③④ 组成 

C．血液通过③ 后，尿酸、尿素减少，血液变成静脉血 

D．④ 把全部葡萄糖、大部分水和部分无机盐重新吸收进入①  

 



27．农民将人排出的尿液收集起来，经处理后浇在菜地里，能加快菜苗的生长。这主要是

因为尿液中含有（  ） 

A．葡萄糖 B．水 C．无机盐 D．蛋白质 

28．图曲线表示某人肾单位内葡萄糖含量变化， A．B．C表示肾单位的结构，那么 B内的

液体和 C结构名称分别是（） 

 

A．血液 肾小球 B．原尿 肾小囊 C．原尿 肾小管 D．尿液 肾小管 

 

29．医生常用膝跳反射(如下图)来检测人体神经系统对刺激发生反应的状况，下列说法错

误的是(  ) 

 

A．实验时，小锤应叩击膝盖下面的韧带 

B．膝跳反射的神经冲动传导路径为⑥→④→B→③→⑤  

C．若① 处受损，其他部分正常，迅速叩击后不能完成膝跳反射 

D．膝跳反射属于简单反射，不受大脑控制 

30．下列关于神经系统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大脑皮层是调节人体生理活动的最高级中枢 

B．神经系统是由脑、脊髓和它们发出的神经组成的 

C．神经中枢都位于大脑皮层里 

D．脊髓能对外界或体内的刺激产生有规律的反应 

31．如图是有关反射弧的模式图，其中说法正确的是（  ） 

 

A．如果该图表示缩手反射的反射弧，则若 a 受损，则手被针扎后，人既无感觉，也不能

缩手 

B．如果该图表示与视觉产生有关的反射弧，若 a 受损，则既不能形成物像，也不能产生视

觉 

C．如果该图表示排尿反射的反射弧，若 b 受损，则既不能排尿，也无尿意 

D．如果该图表示吃酸梅分泌唾液的反射弧，则图中箭头表示酸梅的酸味的传导方向 

32．我们的脑由很多图所示的细胞构成。以下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该细胞叫神经元，是由细胞体和突起构成 

B．该细胞是构成神经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C．该细胞生有许多突起，数量多而短的叫轴突 

D．该细胞接受刺激后能产生兴奋，并能把兴奋传导到其他神经元 

33．人产生听觉的大致过程是（    ） 

A．声波→鼓膜→外耳道→听小骨→耳蜗→听觉神经→大脑 

B．声波→鼓膜→外耳道→耳蜗→听觉神经→大脑→听小骨 

C．声波→外耳道→鼓膜→听小骨→耳蜗→听觉神经→大脑 

D．声波→外耳道→听小骨→鼓膜→耳蜗→听觉神经→大脑 

34．如图所示耳的结构，下列关于耳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长时间戴耳机听音乐，会对[2]造成损伤 

B．晕车与[4]对头部位置变化过于敏感有关 

C．人的听觉感受器和形成听觉的部位都是[6] 

D．鼻咽部感染，病菌可通过咽鼓管引发中耳炎 

 

35．进入 20 世纪后，几乎每年至少有一种鸟类或哺乳动物从地球上消失，造成野生动物濒

危或绝灭的主要原因是（  ） 

A．自然灾害 B．天敌过多 

C．人为破坏生态环境 D．动物瘟疫 

 

36．人体的肝脏位于右上腹，呈红褐色，质地柔软，在消化、解毒、免疫调节等方面起着

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关注肝脏的健康。  

 

（1）肝脏是人体消化系统中最大的消化腺，可以分泌________（消化液的名称），对脂肪

起乳化作用。  



（2）近年来，我国由酒精所致肝损伤的发病率逐年上升， 成为继病毒性肝炎后导致肝损

伤的第二大病因。为研究酒精对肝脏的损伤情况，科研人员进行了如下实验。  

Ⅰ.取 100 只健康状况一致的同种小鼠，随机分为两组，编号 A和 B。  

Ⅱ. A组小鼠每天灌胃 2 次 54 度白酒，第 1-3周按 8mL/kg灌胃，第 4-7周按 10mL/kg 灌

胃，第 8-16周按 12 mL/kg灌胃，同时以 10%的白酒为唯一“饮用水”。B组小鼠每天灌胃 2

次等量蒸馏水，饮用水为自来水。  

Ⅲ.在第 4、8、12、16 周随机取样观察小鼠肝脏以及肝细胞的形态、结构，检测小鼠血清

中反映肝功能的生化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① 实验中 B组起_______作用。 

② 对肝细胞形态、结构的观察需要借助_______。通过观察发现，实验早期肝细胞以酒精

性脂肪肝（肝脏细胞中出现脂滴）为主，而实验末期肝细胞出现肿胀，有不同程度的坏

死。该结果说明随着饮酒时间的延长和饮酒浓度的增高，酒精对肝脏的损伤程度

________。  

③ 酒精对小鼠血清中 ALT和 AST的影响结果如下图。  

 

由图可知，酒精处理后，小鼠血清中_______的含量增多更加明显。ALT和 AST主要存在于

肝细胞中，肝细胞的________结构受到损伤后，通透性增加，会导致二者释放进入血液 ，

因此可作为反映肝细胞受损程度的指标。 

 

37．下图是呼吸系统及内部结构示意图和平静呼吸过程中肺内气压的变化曲线图，请据图

回答： 

 



）呼吸道中胸廓的变化与呼吸的关系密切，图 2 所示的外界气体按照 c 方向进入肺泡

时，图 1 中[③]____（填名称）应处于________状态。  

（2）人体支气管最细的分支末端膨大形成了肺泡，肺泡的数量非常多，如图 2 所示，肺泡

壁很薄，由__层扁平上皮细胞构成，其外面包绕着丰富的毛细血管，这样的结构有利于

__。   

（3）图 3 中曲线 BC段表示_____，其中肋间肌和膈肌处于_________状态，此时肺内气压

的值_____大气压。当我们刚下水游泳时，如果水漫过胸部，会感觉呼吸有些吃力，这是因

为水的压迫使胸廓无法顺利______（选项：扩张/回缩），导致肺内气压_______，气体不

易进入。 

38．如图是人体吸气和呼气时胸廓与膈肌的状态，以及肺泡与血液间的气体交换示意图，

请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甲图表示_状态，此时膈肌_，膈的顶部下降，胸廓容积扩大，肺内气体压力小于外界

气体压力。 

（2）乙图表示________状态，此时胸廓的上下径_。 

（3）丙图表示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的气体交换，交换后，_血就变为含氧丰富的_____血。

 

39．心脏是人体血液循环的根本动力来源，小腿腓肠肌也能为血液循环提供部分动力，常

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请根据图 1 和图 2 回答下列问题。 

 

（1）心脏共有四个腔，其中肌肉组织最发达的是[   ]_______，能强有力地收缩，将血液泵

入______血管中。 

（2）上、下腔静脉中的血液是______（动脉血/静脉血），流入图 1 中心脏的

[   ]_________中，再经[   ]_________将这些血液泵入肺动脉。由肺静脉流回心脏的是______

（动脉血/静脉血）。 

（3）人类直立行走后，心脏远离地面，在地球引力的影响下，腿部血液返回心脏变得更加

困难。如图 2，人在行走时，腓肠肌交替__________。其中腓肠肌处于图 2 中的______

（填字母）状态时，能挤压血管，推送血液；同时__________能防止血液倒流，两者配合

不断推动腿部血液流回心脏，这个过程与心脏泵血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工器官应用更加广泛，人工心肺机就是其中一种，它主要由

“电动泵”、“氧合器”、“热交换器”三部分构成。如图为人工心肺机救治病人示意图，请据图

回答问题。 

 

（1）图中 A为“电动泵”，相当于人的心脏，推动血液循环。人体中专门调节心跳的神经中

枢位于______。 

（2）图中 B为“氧合器”，相当于人的______，对血液供氧，排出二氧化碳，完成血液与外

界气体的交换。 

（3）图中 C为“热交换器”用于提供热量，调节体温。人体维持体温的能量主要来自细胞的

______作用。 

（4）图中营养补充液可以提供葡萄糖。人体调节血糖浓度的激素主要是______。 

（5）图中的“流回血液”应该是______血。

 

41．读图理解 

如下图为人体消化、呼吸、循环和排泄等生理活动示意图。其中的 A、B、C、D 表示人体

的四大系统，① ～⑥ 表示人体的某些生理过程。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 A系统是________ 系统，C系统是________系统。 

(2)在 B系统中能进行气体交换的器官是______，外界的氧气通过过程② 进入 B系统时，膈

肌处于_______状态。  

(3)氧气从 B系统通过③ 过程进入 C系统是通过______作用实现的。 气体交换后，血液发

生的变化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次经过心脏才能到达病灶。 

(5)D系统中形成尿液的器官是_____，若尿液中发现血细胞和大分子蛋白质，则发生病变的

部位可能是肾单位的___________ 。 

(6)图中所示与外界相连的②④⑤⑥ 途径中，不属于排泄的是____。

 

42．每年 12 月 2 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遵守交通规则应成为我们的行为规范。请据图，

结合所学生物知识回答有关问题： 

 

（1）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是必须遵守的准则，在城区内行车要做到礼让行人，少鸣笛，车辆

的“鸣笛声”会刺激甲图一定的区域内的听觉感受器，产生神经冲动，神经冲动通过

[    ]______传递，最终在乙图 A处形成听觉。 

（2）司机看到红灯刹车这一反射属于______反射，形成视觉的感受器位于丙图上，红灯发

出的光线主要经过晶状体的折射，最终在______（填文字）形成物像。 

（3）当救护车停在远方再缓缓向你开过来的途中，③ 的变化是______。 

（4）某司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医生用针刺其指尖，他能缩手也有痛觉，其产生疼痛的神

经冲动传导途径是______（请用乙图和丁图中的字母和箭头表示）。 

（5）司机在行车过程中能够有意识的控制排尿说明：______。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C 

解析：C 

【分析】 

人和猿的共同特征多，亲缘关系近，是近亲，有共同的原始祖先。 

【详解】 

人和猿的骨骼在结构上几乎完全相同；人和猿的盲肠相似；人和猿的胚胎在五个月以前完

全一样。这些事实说明人和猿的共同特征多，亲缘关系近，是近亲，有共同的原始祖先是



符合题意。 

故选 C。
 

 

2．A 

解析：A 

【详解】 

受精卵在输卵管内发育成胚泡，胚泡移入子宫，埋入子宫内膜继续发育成胚胎，8 周左右

发育成胎儿，胎儿通过胎盘和脐带从母体获得营养物质和氧气，并将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

和其他废物排入母体血液。各种养料和氧气：母体→胎盘→脐带→胎儿；二氧化碳和其他

废物：胎儿→脐带→胎盘→母体。胎盘是胎儿和母体物质交换的场所。 

 

 

3．无 

 

4．B 

解析：B 

【分析】 

根据所学知识可知：维生素 C溶液能使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褪色这一特性，利用这一特性

我们就可以测定出蔬菜或水果中维生素 C的含量了。 

【详解】 

高锰酸钾溶液的颜色是紫色，维生素 C可以使高锰酸钾溶液褪色，高锰酸钾溶液容积相等

的情况下，滴加汁液滴数少的，说明该液体含维生素 C较多；滴加汁液滴数多的，说明该

液体含维生素 C较少。据此判断：青椒汁用了 6 滴就使高锰酸钾溶液褪色，为最少的，所

以青椒汁维生素 C的含量最多；芹菜汁用了 18 滴高锰酸钾溶液褪色，说明芹菜汁维生素 C

的含量最少。 

故选 B。 

【点睛】 

维生素 C能够使紫色的锰酸钾溶液褪色这一重要特性是解答此题的关键点。 

 

 

5．B 

解析：B 

【分析】 

人体的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两部分；消化道包括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

肠、肛门；消化腺主要有唾液腺、胃腺、肠腺、胰腺、肝脏等，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消化

腺。 

【详解】 



正确； 

胃内有胃腺，能分泌胃液，胃液里面含有胃蛋白酶，能对蛋白质进行初步消化，B错误； 

小肠是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小肠皱襞和绒毛多，能扩大消化和吸收面积，C正确； 

大肠能吸收少量水、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D正确。 

【点睛】 

解答此题的关键是熟练掌握消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6．D 

解析：D 

【分析】 

（1）对照实验：在探究某种条件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时，对研究对象进行的除了该条件不同

以外，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实验。根据变量设置一组对照实验，使实验结果具有说服力。一

般来说，对实验变量进行处理的，就是实验组。没有处理是的就是对照组。 

（2）唾液中的唾液淀粉酶将馒头中的淀粉分解成麦芽糖；淀粉遇碘变蓝色是淀粉的特性，

因此常用碘液来验证淀粉的存在。 

（3）消化酶的特性：一、专一性：一种特定的酶只能催化一种特定的底物 二、高效性：

酶的催化效率比其他无机催化剂要高 三、酶有个最适温度（或者范围）。 

【详解】 

A．试管 1 号与 2 号是一组对照实验，其探究的变量是唾液，A正确。 

B．1 号试管滴加碘液变蓝；2 号试管滴加碘液不变蓝，此实验说明了口腔中的唾液对淀粉

有消化作用，B正确。 

C．1 号试管中清水对淀粉没有分解作用，因此滴加碘液变蓝；2 号试管中唾液淀粉酶把淀

粉全部分解为麦芽糖，因此滴加碘液不变蓝，所以在步骤④ 中，滴加碘液后的现象是 1 号

变蓝，2 号不变蓝，C正确。 

D．唾液淀粉酶的消化作用需要适宜的温度，37 时唾液淀粉酶活性最强，在操作步骤③

时，若将水温调为 15℃，唾液淀粉酶的活性降低，不能将淀粉全部消化导致 2 号试管滴加

碘液变蓝，而不是对实验没有影响，D错误。 

故选 D。 

7．D 

解析：D 

【分析】 

人体的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两部分。 

【详解】 

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消化道包括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消

化腺包括大消化腺和小腺体，大消化腺位于消化道外，包括唾液腺、肝脏和胰腺；小腺体

包括位于消化道内，包括胃腺和肠腺，D正确。 

【点睛】 

人体消化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D 

解析：D 

【分析】 

人体的呼吸过程包括四个过程：分别为肺的通气；肺泡内的气体交换；气体在血液中的运

输；组织里的气体交换。 

【详解】 

A．在人体内包括肺泡内的气体交换和组织里的气体交换，通过扩散作用来实现的，A正

确。 

B．肺泡中的氧扩散进入血液，与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结合，静脉血就变成含氧丰富、颜色

鲜红的动脉血，B正确。 

C．肺由许多肺泡构成，外面包绕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和弹性纤维，肺泡的壁和毛细血管壁都

很薄，只有一层上皮细胞构成，这些特点都有利于气体交换，C正确。 

D．肺泡中的氧气进入血液后，经肺静脉最先到达左心房，该过程是肺循环的一部分，D错

误。 

故选 D。 

【点睛】 

掌握肺泡内气体交换的过程、结果及原理是关键。 

9．B 

解析：B 

【分析】 

本题考查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 

肺泡里的气体交换发生在肺泡与血液之间，当血液流经肺泡时，肺泡中氧的浓度高，周围

血液中氧的浓度低，这时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扩散进入肺泡，肺泡中的氧扩散进入血液。这

样血液由含氧少的静脉血变成含氧丰富的动脉血。根据图中血液流动方向可知，甲为肺动

脉，其内流静脉血；乙为肺静脉，其内流动脉血；甲肺动脉内血液来自心脏的右心室；乙

肺静脉内血液将流回心脏的左心房。 

【详解】 

A．根据血液流动方向可知，甲为肺动脉，其内流静脉血，血液暗红；乙为肺静脉，其内

流动脉血，血液鲜红，A错误。 

B．乙处血液将汇集到肺静脉内血液流回心脏的左心房，B正确。 

C．甲处的血液中的血浆的功能是运输血细胞，运输养料和二氧化碳等废物；红细胞的功能

是运输氧，还能运输部分二氧化碳。故二氧化碳大部分在血浆中，少部分在红细胞中，C

错误。 

D．甲与乙相比，甲处既有二氧化碳也有氧气，只是二氧化碳比乙处高，乙处二氧化碳和

氧气都有，D错误。 

故选 B。 

【点睛】 

解此题的关键是理解肺泡与血液的气体交换及血液的变化。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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