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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宁夏·学业考试）下列关于酶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酶的基本单位都是氨基酸

B．酶只能在生物体内起催化作用

C．酶在代谢中提供能量

D．酶与底物结合形成酶—底物复合物，该复合物会发生一定的形状变化

【答案】D

【详解】A、绝大多数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其基本单位是氨基酸，少数酶的化学本质是 RNA，是基本

单位是核糖核苷酸，A错误；

B、酶也可以在生物体外发挥催化作用，B错误；

C、酶只能起催化作用，不能提供能量，C错误；

D、酶通过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而加快反应速度，酶与底物结合形成酶-底物复合物，该复合物会发生一

定的形状变化，D正确。故选 D。

2．酶是细胞代谢中的催化剂，其活性对于细胞完成正常的代谢至关重要。下列关于酶的实验中，说法正确

的是（ ）

A．选择淀粉酶探究 pH对酶活性的影响时，H+可以促进淀粉水解，不会影响实验效果



B．若用淀粉、蔗糖以及淀粉酶来探究酶的专一性，用碘液无法检验蔗糖是否被分解

C．若用蛋白酶和蛋白质、淀粉探究酶的专一性，可用双缩脲试剂检验淀粉是否被分解

D．若探究温度对过氧化氢酶的影响时，温度升高会促进过氧化氢分解、不会影响实验效果

【答案】B

【详解】A、H+可以促进淀粉水解，所以用淀粉酶和淀粉探究 PH对酶活性的影响时，会影响实验结果，A

错误；

B、碘液可以检测是否含有淀粉，但不能检测蔗糖，所以用淀粉、蔗糖以及淀粉酶来探究酶的专一性时，不

宜用碘液作为检测试剂，B正确；

C、双缩脲试剂可以用来检测蛋白质，不能检测淀粉，C错误；

D、过氧化氢在高温条件下会加速分解，会影响酶促反应的效果，D错误。故选 B。

3．（2022·重庆·高考真题）植物蛋白酶M和 L能使肉类蛋白质部分水解，可用于制作肉类嫩化剂。某实验

小组测定并计算了两种酶在 37℃、不同 pH下的相对活性，结果见如表。下列叙述最合理的是（ ）

pH酶相对活性 3 5 7 9 11

M 0.7 1.0 1.0 1.0 0.6

L 0.5 1.0 0.5 0.2 0.1

A．在 37℃时，两种酶的最适 pH均为 3

B．在 37℃长时间放置后，两种酶的活性不变

C．从 37℃上升至 95℃，两种酶在 pH为 5时仍有较高活性

D．在 37℃、pH为 3~11时，M更适于制作肉类嫩化剂

【答案】D

【详解】A、根据表格数据可知，在 37°C时，M的适宜 pH为 5~9，而 L的适宜 pH为 5左右，A错误；

B、酶适宜在低温条件下保存，在 37°C长时间放置后，两种酶的活性会发生改变，B错误；

C、酶发挥作用需要适宜的温度，高温会导致酶变性失活，因此从 37°C上升至 95°C，两种酶在 pH为 5时

都已经失活，C错误；

D、在 37°C、pH为 3~11时，M比 L的相对活性高，因此M更适于制作肉类嫩化剂，D正确。故选 D。

4．（2023·天津·高考真题）癌细胞来源的某种酶较正常细胞来源的同种酶活性较低，原因不可能是（ ）

A．该酶基因突变 B．该酶基因启动子甲基化

C．该酶中一个氨基酸发生变化 D．该酶在翻译过程中肽链加工方式变化



【答案】B

【详解】A、基因控制蛋白质的合成，基因突变是指 DNA分子中碱基对的增添、替换和缺失而引起基因碱

基序列的改变。基因突变后可能导致蛋白质功能发生改变，进而导致酶活性降低，A正确；

B、启动子是 RNA聚合酶识别与结合的位点，用于驱动基因的转录，转录出的 mRNA可作为翻译的模板翻

译出蛋白质。若该酶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可能导致该基因的转录过程无法进行，不能合成酶，B错误；

CD、蛋白质的结构决定其功能，蛋白质结构与氨基酸的种类、数目、排列顺序以及肽链盘曲折叠的方式等

有关。故若该酶中一个氨基酸发生变化 （氨基酸种类变化）或该酶在翻译过程中肽链加工方式变化，都可

能导致该酶的空间结构变化而导致功能改变，活性降低，CD正确。

5．（2023·重庆·高考真题）几丁质是昆虫外骨骼和真菌细胞壁的重要成分。中国科学家首次解析了几丁质合

成酶的结构，进一步阐明了几丁质合成的过程，该研究结果在农业生产上具有重要意义。下列叙述错误的

是（ ）

A．细胞核是真菌合成几丁质的控制中心 B．几丁质是由多个单体构成的多糖物质

C．细胞通过跨膜运输将几丁质运到胞外 D．几丁质合成酶抑制剂可用于防治病虫害

【答案】C

【详解】A、细胞核是细胞代谢和遗传的控制中心，真菌合成几丁质属于细胞代谢，A正确；

B、N-乙酰葡萄糖氨是几丁质的单体，几丁质是由多个这样的单体脱水缩合而成的多糖，B正确；

C、据图分析可知，因为几丁质的合成是在细胞膜上进行的，所以几丁质运到胞外的过程没有跨膜运输，C

错误；

D、几丁质合成酶抑制剂可以抑制该酶的活性，打断生物合成几丁质的过程，从而让缺乏几丁质的害虫、真

菌死亡，故可用于防止病虫害，D正确。故选 C。

6．杂色云芝菌（一种真菌）盛产漆酶(能分解纤维素等)。科研人员将杂色云芝菌的菌丝接 种到液体培养基

中，适宜条件下培养不同的时间，提取酶并研究 pH 对酶活性的影响，结果如图。 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漆酶在活细胞中产生，在细胞外发挥作用

B．杂色云芝菌合成的漆酶需要经高尔基体才能转运到 细胞外

C．不同培养时间提取的漆酶最适 pH 都为 3 左右

D．不同培养时间提取的漆酶空间结构可能不同

【答案】C

【详解】A、酶是由活细胞产生的，因此漆酶在活细胞中产生；由题可知，漆酶能分解纤维素，因此漆酶在

细胞外发挥作用，A正确；

B、因为该酶在胞外发挥作用，即漆酶属于分泌蛋白，因此杂色云芝菌合成的漆酶需要经高尔基体才能转运

到细胞外，B正确；

C、根据此图无法确定不同培养时间提取的漆酶的最适 pH，C错误；

D、由图可知，在同一 pH下，不同培养时间提取的漆酶的酶活性不同，故推测不同培养时间提取的漆酶空

间结构可能不同，D正确。故选 C。

7．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pylori)能产生脲酶催化尿素分解形成氨和二氧化碳，若要检测某人胃内是否存

在幽门螺旋杆菌，常用 14C呼吸实验检测，受检者口服特殊的尿素[14CO(NH2)2]胶囊，根据受检者是否能产

生 14CO2及含量判断有无 Helicobacterpylori感染。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一定时间内产生 14CO2的量与脲酶含量有关

B．脲酶的分泌需要核糖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参与

C．胃部上皮细胞不产生脲酶保障了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D．脲酶可在酸性条件下发挥作用

【答案】B

【详解】A、脲酶催化尿素分解形成氨和二氧化碳，故一定时间内脲酶含量越高，反应速率越快，因此，一

定时间内产生 14CO2的量与脲酶含量有关，A正确；

B、幽门螺旋杆菌属于原核生物，不含内质网、高尔基体，B错误；



C、胃部上皮细胞不产生脲酶才能确定 14CO2是由幽门螺旋杆菌（Hp）产生脲酶催化产生的，保障了检测结

果的可靠性，C正确；

D、结合题干信息分析可知，幽门螺旋杆菌能够在胃内存活，据此推测，脲酶能够在酸性条件下发挥作用，

D正确。故选 B。

8．为探究酶的催化效率，某同学采用如图所示装置进行实验，实验分组、处理及结果如下表所示。

组别 甲中溶液（0.2mL） 乙中溶液（2mL）
不同时间测定的相对压强（kPa）

0s 50s 100s 150s 200s 250s

I 肝脏提取液 H2O2溶液 0 9.0 9.6 9.8 10.0 10.0

II FeCl3 H2O2溶液 0 0 0.1 0.3 0.5 0.9

III 蒸馏水 H2O2溶液 0 0 0 0 0.1 0.1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H2O2分解生成 O2导致压强改变

B．从甲中溶液与乙中溶液混合时开始计时

C．250s时 I组和Ⅲ组反应已结束而Ⅱ组仍在进行

D．实验结果说明酶的催化作用具有高效性

【答案】C

【详解】A、H2O2分解产物是 H2O和 O2，其中 O2属于气体，会导致压强改变，A正确；

B、据表分析可知，甲中溶液酶或无机催化剂等，乙中是底物，应从甲中溶液与乙中溶液混合时开始计时，

B正确；

C、三组中的 H2O2溶液均为 2ml，则最终产生的相对压强应相同，据表可知，250s之前（200s）I组反应已

结束，但 II组和 III组压强仍未达到 I组的终止压强 10.0，故 250s时Ⅱ组和Ⅲ组反应仍在进行，C错误；

D、酶的高效性是指与无机催化剂相比，酶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作用更显著，对比 I、II组可知，在相同



时间内 I组（含过氧化氢酶）相对压强变化更快，说明酶的催化作用具有高效性，D正确。故选 C。

9．（2023·海南·高考真题）根边缘细胞是从植物根冠上游离下来的一类特殊细胞，可合成并向胞外分泌多种

物质形成黏胶层。用 DNA酶或蛋白酶处理黏胶层会使其厚度变薄。将物质 A加入某植物的根边缘细胞悬液

中，发现根边缘细胞的黏胶层加厚，细胞出现自噬和凋亡现象。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根边缘细胞黏胶层中含有 DNA和蛋白质

B．物质 A可导致根边缘细胞合成胞外物质增多

C．根边缘细胞通过自噬可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和能量

D．物质 A引起的根边缘细胞凋亡，是该植物在胚发育时期基因表达的结果

【答案】D

【详解】A、根据题干信息“用 DNA酶或蛋白酶处理黏胶层会使其厚度变薄”，说明边缘细胞黏胶层中含有

DNA和蛋白质，A正确；

B、根据题干信息“物质 A加入某植物的根边缘细胞悬液中，发现根边缘细胞的黏胶层加厚”，说明物质 A

可导致根边缘细胞合成胞外物质增多 ，B正确；

C、细胞通过自噬，分解部分细胞中的物质和结构，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和能量，C正确；

D、物质 A引起细胞凋亡是在外界不良环境下引起的，不是在胚发育时期基因表达的结果，D错误。

故选 D。

10．（2023·重庆·高考真题）某兴趣小组利用图示装置和表中试剂探究了透析袋的透性。当 a为①、b为⑤，

袋内溶液逐渐变为蓝色；当 a为②、b为③，水浴（55℃）后透析袋内、外均不出现砖红色。下列叙述正确

的是（ ）

编号 试剂

① 质量分数为 3%的可溶性淀粉溶液

② 质量分数为 5%的葡萄糖溶液



③ 斐林试剂

④ 淀粉酶溶液

⑤ 碘溶液（棕红色）

A．若 a为①+②、b为③，水浴后透析袋外最终会出现砖红色

B．若 a为①+②、b为⑤，透析袋外的溶液最终会出现蓝色

C．若 a为①+④、b为⑤，透析袋内的溶液最终会出现棕红色

D．若 a为①+④、b为③，水浴后透析袋内最终会出现砖红色

【答案】C

【详解】A、若 a为①+②、b为③，由于葡萄糖和斐林试剂均不能通过透析袋，水浴后透析袋外均不会出

现砖红色，A错误；

B、若 a为①+②、b为⑤，由于淀粉不能通过透析袋，而碘液可进入透析袋内，故透析袋外的溶液不会出现

蓝色，B错误；

C、若 a为①+④、b为⑤，淀粉酶会水解淀粉使形成麦芽糖（二糖），由于葡萄糖单糖不能通过透析袋，故

麦芽糖也不能不能通过透析袋，同时由于碘液可进入透析袋内，故透析袋内的溶液最终会出现棕红色，C

正确；

D、若 a为①+④、b为③，由于斐林试剂不能进入透析袋内，故透析袋内不会出现砖红色，D错误。故选 C。

11．（不定选）（2023·辽宁·高考真题）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和MMP9是癌细胞转移的关键酶。MMP2 和

MMP9可以降解明胶，明胶可被某染液染成蓝色，因此可以利用含有明胶的凝胶电泳检测这两种酶在不同

条件下的活性。据下图分析，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SDS 可以提高MMP2 和MMP9活性

B．10℃保温降低了MMP2和MMP9活性

C．缓冲液用于维持MMP2和MMP9活性

D．MMP2和MMP9 降解明胶不具有专一性

【答案】BC

【详解】A、37℃保温、加 SDS、加缓冲液那组比 37℃保温、不加 SDS、加缓冲液那组的MMP2 和MMP9

条带周围的透明带面积更小，说明明胶被降解的更少，故MMP2和MMP9活性更低，因此，SDS 可降低

MMP2和MMP9活性，A错误；

B、与 30℃（不加 SDS）相比，10℃（不加 SDS），MMP2和MMP9条带周围的透明带面积更小，说明明

胶被降解的更少，故MMP2和MMP9活性更低，因此，10℃保温降低了MMP2和MMP9活性，B正确；

C、缓冲液可以维持 pH条件的稳定，从而维持 MMP2和MMP9活性，C正确；

D、MMP2和MMP9都属于酶，酶具有专一性，D错误。故选 BC。

12．某种酶 A能够催化小分子物质 b合成大分子物质 B，某兴趣小组为了探究温度对该酶 A活性的影响，

进行了如下表所示的实验。回答下列问题。

组别 甲 乙 丙 丁 戊

①物质 b溶液 5mL 5mL 5mL 5mL 5mL

②酶 A溶液 1mL 1mL 1mL 1mL 1mL

③控制温度 0℃ 80℃ 20℃ 40℃ 60℃

④将酶 A溶液和物质 b溶液混合，再在相应温度下分别恒温

⑤反应一段时间后，测定单位时间内物质 B的生成量

注：①～⑤表示操作步骤

(1)在该实验中，实验的无关变量有 （答出 2个即可）。

(2)表中操作步骤存在错误，正确的操作应该是 。

(3)若第⑤步丙、丁中多肽的合成量相同且是实验条件中最高，要进一步探究该酶催化氨基酸合成多肽的最

适温度，应如何进行实验，请简要叙述： 。

(4)保持该酶的正常的结构才能发挥将物质 b合成为物质 B的催化作用，请利用该原理，设置实验探究该酶

A的本质是 RNA还是蛋白质，请简要写出实验思路： ，并预期实验结果及结论： （要



求：实验包含可相互印证的甲、乙两个组）。

【答案】(1)pH、反应时间

(2)应先设置好酶和物质 b的温度，然后再将相应温度的物质 b和酶混合进行反应

(3)在 20~40℃之间缩小温度区间并多设置几组温度区间，以探究最适温度

(4) 甲组：将酶 A用蛋白酶处理，再与物质 b溶液混合，在适宜条件下保持一段时间后，检测是否有物

质 B产生；乙组：将酶 A用 RNA酶处理，再与物质 b溶液混合，在适宜条件下保持一段时间后，检测是

否有物质 B产生 若甲组有物质 B生成，乙组没有还原糖生成，则说明酶 A的化学本质是 RNA；若甲

组没有物质 B生成，乙组有物质 B生成，则说明酶 A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

【详解】（1）实验严格遵循对照原则和单一变量原则，除自变量温度之外，其他均保持相同，在该实验中，

实验的无关变量有 PH、反应的时间、物质 b溶液的浓度等。

（2）酶的催化效率是非常高的，一旦与底物接触相混合，就会有一部分底物发生反应，所有步骤④的做法

是不严谨的，应为：应先设置好酶和物质 b的温度，然后再将相应温度的物质 b和酶混合进行反应。

（3）结合题干“丙、丁中多肽的合成量相同且是实验条件中最高”可知，要进一步探究该酶催化氨基酸合成

多肽的最适温度，实验简要做法为：在 20~40℃之间缩小温度区间并多设置几组温度区间，以探究最适温度。

（4）保持该酶的正常的结构才能发挥将物质 b合成为物质 B的催化作用，而利用相应的酶可以破坏酶 A的

结构，从而使得酶失去催化作用，酶具有专一性，蛋白酶水解蛋白质，RNA酶水解 RNA，实验思路为：甲

组：将酶 A用蛋白酶处理，再与物质 b溶液混合，在适宜条件下保持一段时间后，检测是否有物质 B产生；

乙组：将酶 A用 RNA酶处理，再与物质 b溶液混合，在适宜条件下保持一段时间后，检测是否有物质 B

产生；预期实验结果及结论为：若甲组有物质 B生成，乙组没有还原糖生成，则说明酶 A的化学本质是 RNA；

若甲组没有物质 B生成，乙组有物质 B生成，则说明酶 A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

13．与陈稻米相比，新稻米煮出的饭口感和味道更好，我们可以用检测稻米中过氧化物酶活性来对新稻米

和陈稻米进行区分。过氧化物酶在有 2 2H O 的前提下可将愈创木酚氧化形成红褐色的四愈创醌。颜色的深浅

与酶活性呈正相关。

愈创木酚 2 2H O 过氧化物酶 四愈创醌（红褐色） 2H O

（1）实验目的： ；

（2）实验材料：新稻米、陈稻米（数量足够）

试剂和用具：1%愈创木酚、1%过氧化氢 2 2H O 、具塞试管、培养皿等。

（3）分析实验步骤并完善实验结果 ab和实验结论 c：



甲试管 乙试管

步骤 1 新稻米 5g 陈稻米 5g

步骤 2 1%的愈创木酚 10ml

步骤 3 振荡，静置，倒掉溶液

步骤 4 1%的过氧化氢溶液浸没

步骤 5 一段时间后，观察

预期实验结果 a b

实验结论 c

（4）糙米是稻谷脱壳后不加工或较少加工所获得的全谷粒米，包含胚和胚乳等。含有更多的蛋白质、维生

素、膳食纤维等。糙米需经过打磨（去除胚）后变成精米。研究发现利用同一批水稻打磨形成的糙米、碾

白 15s的低精度大米、碾白 30s的高精度大米分别标记为甲、乙、丙组，重复上述实验，结果乙组颜色最深，

甲组次之，丙组颜色最浅，尝试分析原因 。

【答案】 根据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强弱来签别新稻米和陈稻米 a红褐色(红褐色深) b无色或颜

色浅(无法染色) c新稻米过氧化物酶活性强 碾白 15s的低精度大米中酶与愈创木酚和过氧化氢反

应更充分、碾白 30s的高精度大米酶含量明显减少。

【详解】（1）题意显示，本实验要对新稻米和陈稻米进行区分，使用的方法是通过过氧化物酶活性来对区

分，因此本实验目的为根据过氧化物酶活性来鉴别新稻米和陈稻米；

（3）本实验的原理是：过氧化物酶在有 2 2H O 的前提下可将愈创木酚氧化形成红褐色的四愈创醌。颜色的

深浅与酶活性呈正相关，而新稻米中过氧化氢酶活性高，据此可知实验结果应为新稻米显红褐色，陈稻米

几乎无色或颜色很浅，据此可知稻米中过氧化氢酶的活性会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而表现为活性降低，因此 a

处应为显红褐色，b处无色或颜色很浅，c处为稻米里过氧化氢酶会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而活性降低。

（4）重复的实验结果为碾白 15s的低精度大米颜色表现最深，其次为糙米，最浅的是碾白 30s的高精度大

米，结合实验原理可知碾白 15s的低精度大米中酶与愈创木酚和过氧化氢反应更充分因此颜色最深，而碾白

30s的高精度大米中酶含量减少导致反应速率变慢而颜色过浅。

14．（2023·青海西宁二模）在三文鱼的加工处理过程中，通常分离出鱼肉后，鱼皮、鱼头等会产生约 50%

的废料。鱼皮含油脂量约为 20~60%（以干重计），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特别是脂肪酸 EPA和 DHA等物



质。用蛋白酶处理三文鱼鱼皮有利于鱼皮油脂的提取。回答下列问题：

(1)蛋白酶可提高鱼皮油脂的提取率。结合酶的特性分析，其作用原理是 。蛋白酶发挥催化作用的机理

是 。提取的脂质用 酶处理，可以得到 EPA和 DHA。

(2)某生物兴趣小组拟定如下思路来确定提取鱼皮油脂的最适蛋白酶种类：鱼皮切成小块→调节液固比（水：

原料）→匀浆机搅匀→调节 pH→加入蛋白酶→保温酶解一段时间→取出后置于沸水中 10min→离心 10min→

分离鱼油并称重→计算提油率。该实验的自变量是 ；用沸水处理 10min 的目的是 。

【答案】(1) 蛋白酶水解鱼皮中的蛋白质去除蛋白质后使油脂的纯度更高 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

脂肪

(2) 不同种类的蛋白酶使蛋白酶变性 失活终止反应

【详解】（1）用蛋白酶处理三文鱼鱼皮可提高鱼皮油脂的提取率，其作用原理是蛋白酶水解鱼皮中的蛋白

质，去除蛋白质后使油脂的纯度更高；蛋白酶发挥催化作用的机理是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酶具有专一

性，提取的脂质用脂肪酶处理，可以得到 EPA和 DHA。

（2）确定提取鱼皮油脂的最适蛋白酶种类实验中，该实验的自变量是不同种类的蛋白酶使蛋白酶变性；用

沸水处理 10min 的目的是使蛋白酶变性失活终止反应。

15．（2023·天津·高考真题）某种蜂将幼虫生产在某种寄主动物的身体里，研究人员发现幼虫羽化成功率与

寄主肠道菌群有关，得到如下表结论

菌种 1 2 3 4 5 6

醋酸杆菌 A + - + + + +

芽孢杆菌 B + - - + - -

菌 C + - - - + -

菌 D + - - - - +

注：+代表存在这种菌，-代表不存在这种菌



(1)根据第 列，在有菌 A的情况下，菌 会进一步促进提高幼蜂羽化率。

(2)研究人员对幼蜂寄生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

（i）研究发现幼蜂会分泌一种物质，类似于人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则其作用可以是促进 物质转化为脂

质。

（ii）研究还发现，幼蜂的存在会导致寄主体内脂肪酶活性降低，这是通过 的方式使寄主积累脂质。

（iii）研究还需要知道幼蜂是否对寄主体内脂质合成量有影响，结合以上实验结果，请设计实验探究：

【答案】(1) 1、3、4、5、6 B (2) 糖类

减少脂肪的分解 将生长状况相同的寄主动物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让幼蜂寄生，一组不做处理，

并分别检测脂质含量；一段时间后，检测、比较两组寄主动物处理前后脂质含量的变化

【详解】（1）结合题意可知，菌 A是醋酸杆菌，表中第 1、 3、 4、 5和 6列中均有 A存在，与第 3列对

比，结合羽化率数据可知，在有菌 A的情况下，菌 B会进一步促进提高幼蜂羽化率。

（2）（i）研究发现幼蜂会分泌一种物质，类似于人体内胰岛素的作用，由于胰岛素具有降血糖作用，则其

作用可以是促进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质。

（ii）研究还发现，幼蜂的存在会导致寄主体内脂肪酶活性降低，这是通过减少脂肪的分解的方式使寄主积

累脂质。

（iii）研究幼蜂是否对寄主体内脂质合成量有影响，自变量应为是否有幼蜂寄生，因变量为寄主体内脂质含

量变化，可将生长状况相同的寄主动物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让幼蜂寄生，一组不做处理，并分别检测脂质

含量；一段时间后，检测、比较两组寄主动物处理前后脂质含量的变化。

02 ATP

1．ATP的结构如下图所示，①②③表示组成 ATP的物质或基团，④⑤表示化学键。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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