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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物质的输入与输出



【核心素养目标
】

课标要求 核心素养要求
物质通过被动运输、主动运输
等方式进出细胞，以维持细胞
的代谢。
1.阐明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
2.举例说明有些物质顺浓度梯
度进出细胞，不需要提供能量
；有些物质逆浓度梯度进出细
胞，需要能量和载体蛋白
3.举例说明大分子物质可以通
过胞吞、胞吐进出细胞

1.从细胞的整体协作关系，认可生物膜能够对物
质出入进行控制，是以细胞中多种结构和生理过
程为基础的。建立生命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点
(生命观念)

2.利用物质跨膜运输的相关原理，对其他成分物
质出入细胞的方式进行推理和判断(科学思维)

3.通过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与复原以及模拟
探究膜透性的实验，掌握探究性实验设计的一般
程序(科学探究)

4.渗透作用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社会责任)



Ø思考：漏斗管内的液面为什么会升高
？单位时间内水分子由烧杯透过半透膜进入漏斗
内的数量多于水分子由漏斗进入烧杯中的数量。

1．渗透作用

半透膜

浓度差

是               薄膜，物质能否通过取决于    

。                   

无生命的物理性
微粒大小

一.水进出细胞的原理

Ø液面不再上升的原因是？                                    半

透膜两侧的渗透压相等

方向：



1

细胞质

细胞膜

细胞核

二.水进出细胞的实例 Ø 动物和成熟植物细胞主要通过_____作用
   吸水或失水。

渗透

细胞膜 原生质层

外界溶液 细胞质  外界溶液 细胞液

失水皱缩

吸水膨胀，    
甚至涨破

质壁分离

一定程度膨胀，   
 不会涨破

Why

？

植物细胞壁，
对细胞结构和形态
起支持与保护作用。

注意①对于成
熟的植物细胞，
细胞内的液体
环境主要是液
泡中细胞液。
  ②水进出细
胞主要指水经
过原生质层进
出液泡。



  在渗透装置中，当液面不再升高时，水分子不再通过半透膜  （  

）

  质量分数为10%葡萄糖溶液和10%蔗糖溶液渗透压相等 （ ）

  渗透平衡时，半透膜两侧浓度一定相等（  ） 

  1mol/LNaCl溶液和1mol/L蔗糖溶液的渗透压相等  （  ）   

概念辨析：
①
②
③

④

⑤在渗透作用中，当半透膜两侧溶液浓度相等时，
  水分子不再通过半透膜 （  ）

×
×

×
× 平衡时，半透膜两侧

水分子移动速率相等。

×



教材延伸
______________，浓度高的饮料不能很好地起到补充体内

水分的作用，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体内水分

                 

浓度高的饮料的浓度大于血浆的浓度，喝下后，由于细胞的渗透作用，不但不能补充水

分，还会使细胞失水

2.对动植物细胞来说，单位时间内，水分子进出细胞的数量相等时，细胞内
外液体的浓度一定相等吗？并说明理由。
不一定。对动物细胞来说，水分子进出细胞的数量相等时，细胞内外溶液的
浓度相等；但植物细胞的细胞壁有支持、保护作用，当单位时间内水分子进
出植物细胞数量相等时，有可能细胞内溶液浓度大于细胞外溶液浓度。



3.细胞吸水和失水原理的应用实例

（1）对农作物的合理灌溉的意义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盐碱地中的植物不易存活或一次施肥过多造成“烧苗”现象的原因都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糖渍、盐渍食品不易变质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土壤溶液浓度过高（甚至超过了根细胞细胞液浓度），导致根细胞不易吸水
（甚至失水）。

高浓度的外界溶液使微生物不能在其中生存
和繁殖。

                                             既满足了农作物对水份的需要，
同时也降低了土壤溶液的浓度，有利于水分的吸收。



【例】（2017年新课标Ⅱ卷，4）将某种植物的成熟细胞放入一定浓度的物

质A溶液中，发现其原生质体（即植物细胞中细胞壁以内的部分）的体积变化

趋势如图所示。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0~4 h内物质A没有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

 B.0~1 h内细胞体积与原生质体体积的变化量相等

 C.2~3 h内物质A溶液的渗透压小于细胞液的渗透压

 D.0~1 h内液泡中液体的渗透压大于细胞质基质的渗透压

渗透作用原理运用：判断溶液的类型。KNO
3
、甘油、尿素、

NaCl等溶液（适宜浓度）可使细胞发生质壁分离后自动复原。
为什么？

C



例2.[不定选]将萝卜条放在不同浓度的蔗糖溶液中进行实验,在保持细胞存活的

条件下,蔗糖溶液浓度与萝卜条细胞液的浓度变化的关系如图,其中b点代表实验

前细胞液的浓度,且a=b。假设实验前所选的各组萝卜条的细胞液的浓度均相同。

下列有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蔗糖溶液浓度小于a时,萝卜条细胞失水,发生质壁分离现象

B.蔗糖溶液浓度为a时,萝卜条细胞内外的水分子无跨膜运输 
C.蔗糖溶液浓度大于a点时,萝卜条细胞失水,质量将减少

D.将处于a浓度蔗糖溶液中的萝卜条移入清水中,则该萝卜

条细胞会发生吸水涨破

ABD



(2014·全国卷Ⅱ，4)将某植物花冠切成大小和形状相同的细条，分为a、b、c、d、e和
f组(每组的细条数相等)，取上述6组细条分别置于不同浓度的蔗糖溶液中，浸泡相同时
间后测量各组花冠细条的长度，结果如图所示。假如蔗糖溶液与花冠细胞之间只有水分
交换，则(　　)

A. 实验后，a组液泡中的溶质浓度比b组的高
B. 浸泡导致f 组细胞中液泡的失水量小于b组的
组细胞在蔗糖溶液中失水或吸水所耗ATP大于b组
D.使细条在浸泡前后长度不变的蔗糖浓度介于～0.5(mol·L－1)之间

读纵坐标

吸水 失水

越大失水越多

越小吸
水越多

D



将水稻和番茄分别在相同的培养液中培养一段时间，实验结束后测定培养液

中各种离子的浓度。图中表示实验结束后培养液中各种离子的浓度占实验开

始时的浓度的百分比。分析此图，回答问题：

(1)图中的结果能说明的问题有

①                             ；                                        

②                                        。

(2)从图中可以看出培养液中有些离子的浓度比培养前还高，原因是

                                                                           

(3)上述实验及结果在农业生产上的指导意义是          。

(4)方法启示：在研究矿质元素吸收量时，直接测定植物对某离子的吸收量比

较困难，通常利用测定   中该离子的含量变化来间接推知植物对其的吸收量 

植物对矿质离子的吸收具有选择性

植物对水分和矿质元素的吸收是相对独立的  

植物吸收水分的相对速率比吸收该离子的相对速率快，使培养液

中该离子浓度升高

合理施肥

溶液



三.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

质壁
分离
原理

概念 指                和          分离

原因
                                                                                                                 

实验
探究

选材
具有                    的成熟植物细胞。
如                          、              等。

实验
思路

 

步骤

制片→观察→滴加蔗糖溶液→ 观察→滴加清水→观察。

（引流法：在             滴入XX,在               用       引流
）

①外界溶液浓度大于细胞液浓度
②原生质层是半透膜，原生质层的伸缩性大于细胞壁的伸缩性

原生质层 细胞壁

中央大液泡
紫色洋葱鳞片叶外表皮细胞 黑藻叶肉细胞

先后将紫色洋葱鳞片叶细胞浸润在清水、较
高浓度的蔗糖溶液和清水中，用显微镜观察
紫色中央液泡的大小和原生质层的位置变化。

盖玻片的一侧 盖玻片的另一侧 吸水纸

对照组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组  

Ø 滴清水引流后不复原的原因：外界溶液浓度过高，细胞失水过多死亡
质壁分离时间过长，细胞失水过多死亡



教材延伸
______________，浓度高的饮料不能很好地起到补充体内

水分的作用，因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补充体内水分

                 

浓度高的饮料的浓度大于血浆的浓度，喝下后，由于细胞的渗透作用，不但不能补充水

分，还会使细胞失水
2.温度变化会影响水分子通过半透膜的扩散速率吗?请你提出假设，并写出实验思路。

（1）实验假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温度变化会影响水分子通过半透膜的扩散速率。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提高温度会加

快水分子通过半透膜的速率；而降低温度则会减缓水分子通过半透膜的速率

（2）实验思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准备三套渗透装置，在烧杯中装清水、漏斗装蔗糖溶液。第一组的烧杯外用酒精灯

或水浴锅加热升温；第二组在烧杯外加冰块降温；第三组作对照。三组装置同时开

始实验，记录液面变化及时间



1.根据题意明确实验目的、实验材料、实验方法以及实验要求等。                                  

2.根据实验目的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              

3.根据实验材料、实验方法、实验要求等确定设置自变量和检测因变量

的方法。4.分组设置自变量后，再检测因变量(有些自变量的设 置，可

不分组，进行自身前后对照即可)5.预期实验结果和结论(往往与实验目

的呼应)遗传类实验思路的题，往往不需要实验变量分析， 主要是选择

合适的杂交亲本。

“实验思路”答题技巧



【考向分析】

稿定PPT
稿定PPT，海量素材持续更
新，上千款模板选择总有一
款适合你

02

例7（2019全国1，12 分）将生长在水分正常土壤中的某植物通过减少浇水
进行干旱处理，该植物根细胞中溶质浓度增大，叶片中的脱落酸（ABA）含
量增高，叶片气孔开度减小，回答下列问题。
（1）经干旱处理后，该植物根细胞的吸水能力            。 
（2）与干旱处理前相比，干旱处理后该植物的光合速率会           ，出现这
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

增强 

降低
气孔开度减小使供应给光合作用所需的 CO2减少

（3）有研究表明：干旱条件下气孔开度减小不是由缺水直接引起的，而是
由 ABA 引起的。请以该种植物的 ABA 缺失突变体（不能合成 ABA）植株
为材料，设计实验来验证这一结论。要求简要写出实验思路和预期结果。
       取 ABA 缺失突变体植株在正常条件下测定气孔开度，经干旱处理后，
再测定气孔开度，预期结果：是干旱处理前后气孔开度不变。
      将上述干旱处理的 ABA 缺失突变体植株分成两组，在干旱条件下，一
组进行 ABA 处理，另一组作为对照组，一段时间后，分别测定两组的气孔
开度，预期结果：是 ABA 处理组气孔开度减小，对照组气孔开度不变。



实验目的：验证干旱条件下气孔开度减小不是由缺 水直接引起的，而是由 ABA 　　　　　　　　　　
引起的。实验材料：ABA 缺失突变体植株。实验目的 1 ：验证干旱条件下气孔

开度减小不是由 缺水直接引起的。(1)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

 取 ABA 缺失突变体
植株在正常条件下测定
气孔开度，经干旱处理
后，再测定气孔开度，

预期结果：是干旱处
理前后气孔开度不变。(3)预期实验结果

(2)设置自变量、检测因变量

处理前后，两组的气孔开度不变



实验目的 2 ：验证干旱条件下气孔开度减小是由 ABA 引起的。(1)确定自

变量和因变量

(2)设置自变量、检测因变量

(3)预期实验结果： 

            将上述干旱处理的 ABA 缺失突变体植株分成两组，在干旱条件下，
一组进行 ABA 处理，另一组作为对照组，一段时间后，分别测定两组的气
孔开度，预期结果：是 ABA 处理组气孔开度减小，对照组气孔开度不变。

添加 ABA 后，气孔开度减小。



3.测定细胞液浓度范围：（写出实验思路）   

4.比较不同植物细胞的细胞液浓度大小：（写出实验思路）

配制一系列浓度梯度的蔗糖溶液，分别与同种待测植物细胞
制成临时装片，显微镜下观测质壁分离的情况。细胞液的浓
度介于未发生质壁分离和刚发生质壁分离的蔗糖溶液之间。

用同一浓度的蔗糖溶液，分别与不同的待测植物细胞制成临
时装片，显微镜下观测质壁分离的情况。相同时间内质壁分
离程度大（发生质壁分离时间短）的细胞液浓度越小，反之，
细胞液浓度越大。



1.加清水后不复原的原因：                         

曲线在用清水处理前即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原因是                                     

，                         
细胞重新吸水；与之相关的细胞器有                             。

四组长度为3 cm的鲜萝卜条分别使
用清水、0.3 g/mL蔗糖，0.5 g/mL
蔗糖，0.3 g /mLKNO3  处理，第20
分钟时用清水处理，定时测量每组
萝卜条的长度

外界溶液浓度过高，细胞失水过多死亡

细胞主动运输吸收K＋、NO3
-离子，细胞液浓度上升

核糖体、线粒体、液泡

清水

0.3 g /mLKNO3

0.3 g/mL蔗糖

0.5 g/mL蔗糖

质壁分离后自动复原的溶液：KNO3、 NaCl、氨基酸、尿素、乙二醇、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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