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生物学阶段性学习评价样卷

注意事项：

1．本试题包括选择题和综合分析题两部分，满分 100 分。

2．答卷前，务必将自己的学校、姓名、考试号等填涂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

一、选择题：共 35 小题，每小题 2 分，计 7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是最符合题意的。

1．下列属于生物的是（    ）

A．螳螂 B．机器人

C．钟乳石 D．珊瑚

2．《中国诗词大会》带动了全民学诗热潮，许多诗词中蕴含着生物学知识。下列诗句描绘的现象中，

不属于生命现象的是（    ）

A．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B．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C．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D．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2017 年，中国科学家成功培育出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如下图），这是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克隆动物主要应用了（    ）

A．仿生学技术 B．太空育种技术

C．细胞核移植技术 D．生态农业技术

4．生物小组计划对校园植物进行观察，下列做法错误的是（    ）

A．提前规划好观察路线 B．可随意攀折花草树木

C．将观察结果进行记录 D．观察后进行成果交流

5．下图甲、乙是普通光学显微镜的镜头，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甲和乙都是目镜 B．甲和乙都是物镜

C．甲是目镜，乙是物镜 D．甲是物镜，乙是目镜

6．观察写有字母“E”字的装片时，视野中的物像是（）

A． B． C．E D．

7．使用显微镜时，如果光线较强，为能看到一个较暗的视野，下列操作正确的是（    ）

A．缩小光圈，用凹面镜 B．放大光圈，用凹面镜

C．缩小光圈，用平面镜 D．放大光圈，用平面镜

8．实验法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为了探究“土壤的湿度对鼠妇生活的影响”，我区某校生物兴

趣小组设置了一组对照实验，符合他们实验要求的是（    ）

A．阴暗潮湿与阴暗干燥 B．阴暗潮湿与明亮潮湿

C．阴暗潮湿与明亮干燥 D．明亮潮湿与明亮干燥

9．“南橘北枳”这一成语反映出影响橘分布的主要非生物因素是（    ）

A．水分 B．空气 C．温度 D．阳光

10．生活在干旱环境中的植物，其形态等方面会出现一系列的适应性特征，下列与干旱环境不相适应

的特征是

A．叶特化成刺状 B．具有发达的根系 C．叶面薄而宽大 D．肉质茎很肥厚

11．白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捕食浅水中的小鱼、虾、爬虫类和甲壳动物。下列影响白鹭生活的因

素中，属于生物因素的是（　　）

A．广阔的滩涂 B．丰富的鱼、虾、蟹

C．丰沛的水源 D．适宜的气候

12．生物的生活环境是指（    ）

A．气候条件

B．生物周围对其有影响的各种因素

C．生物的活动地点

D．该生物周围的所有非生物构成的整体

13．生活在寒冷北极的极地狐的耳朵较小，毛很多，有利于保温。生活在炎热沙漠的非洲狐的耳朵较

大，有利于散热。造成它们形体差别最主要的非生物因素是（　　）



  

A．阳光 B．温度 C．水分 D．空气

14．法国梧桐和香樟是句容市常见的行道树种。到了冬天，法国梧桐的树叶纷纷落下，但香樟却郁郁

葱葱。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法国梧桐不适应句容冬天寒冷的环境

B．这二种植物都适应句容冬天寒冷的环境

C．香樟比法国梧桐更适应句容冬天寒冷的环境

D．冬季，影响法国梧桐和香樟生存的非生物因素只有温度

15．风滚草又称草原“流浪汉”，在干旱时它会将根系收起来，卷成一团，随风滚动，在适合自己生长

的环境停留，然后生根发芽。这主要体现了（    ）

A．生物影响环境 B．环境影响生物 C．生物适应环境 D．生物依赖环境

16．某生物学研究小组进行了“植物对空气湿度影响”的探究活动。他们将测得的几组数据绘成了下图

所示的空气湿度变化曲线。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同一地点、不同时间的空气湿度可用同一个干湿表测量

B．测量时，重复测几次，取平均值，可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C．测量每处的空气湿度时，都应该将干湿计放置于地面上

D．图示曲线说明同一时间的空气湿度：灌丛>草地>裸地

17．某生物兴趣小组探究“光照对蚯蚓生活的影响”，设计的实验方案如表，其中需要修改的内容是（　　）

蚯蚓数量 光照条件 温度 土壤

20 只 阴暗 适宜 一层湿土



20 只 明亮 适宜 一层干土

A．蚯蚓数量 B．光照条件 C．温度 D．土壤

18．为了解凤眼莲（又叫水葫芦）对我市淡水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某研究小组先后到市内各县各区

进行实地考察，走访相关人员。这种科学研究方法是下（）

A．实验法 B．推测法 C．调查法 D．测量法

19．探究光对鼠妇影响的实验中，若统计数据与其他组不同，下列做法错误的是（    ）

A．修改实验数据 B．认真分析原因

C．修改实验方案 D．重新进行实验

20．下列生物之间存在寄生关系的是（　　）

A．草盛豆苗稀 B．菟丝子与大豆

C．海葵与寄居蟹 D．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1．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来看，一片水稻田中的水稻、青蛙和阳光分别属于（    ）

A．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B．生产者、消费者、非生物成分

C．消费者、消费者、分解者 D．消费者、消费者、非生物成分

22．有“地球之肺”之称的生态系统是（    ）

A．湿地生态系统 B．淡水生态系统

C．森林生态系统 D．海洋生态系统

23．下列实例中属于生态系统的是（    ）

A．一片森林中的所有植物 B．一条河流中的所有动物

C．一片草原上的所有生物 D．一个湖泊中的所有生物及其生存环境

24．“三江源”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区域内河流密布，湖泊、沼泽众多。从生态系统

的组成和特征来分析，该区域属于下列哪种类型的生态系统（    ）

A．湿地生态系统 B．森林生态系统

C．草原生态系统 D．农田生态系统

25．下列各项中，表示一条食物链的是（）

A．阳光→草→昆虫→食虫鸟 B．昆虫→食虫鸟→蛇→猫头鹰

C．草→鹿→野兔→狼 D．草→昆虫→食虫鸟→蛇

26．在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中，能够把无机物转变成有机物的是（    ）

A．生产者 B．阳光

C．分解者 D．消费者



27．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下列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中与此相似是（    ）

A．海豹的皮下脂肪很厚 B．蚯蚓可以松土

C．沙漠植物的根很发达 D．温带的野兔随季节换毛

28．草原上牛粪太多会破坏草场。为此，澳大利亚从中国引进一种动物——蜣螂，有效地解决了牧场

上大量牲畜粪便堆积问题。根据蜣螂的作用，它属于生态系统的哪种成分（    ）

A．生产者 B．分解者

C．消费者 D．生产者和消费者

29．下列关于生态系统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过度放牧会破坏草原生态系统

B．农田中的植物可看做一个生态系统

C．池塘中的全部生物构成生态系统

D．“生物圈 2 号”可供人类长期生活

30．“草→食草昆虫→食虫鸟”是草原生态系统常见的一条食物链，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食物链中流动的能量是逐级增加的 B．这 3 种生物之间是竞争关系

C．食草昆虫和食虫鸟都是消费者 D．食物链中的生物即可组成一个生态系统

31．非洲稀树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生物，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下列几种生物数量最多的是（    ）

A．非洲狮 B．斑马 C．草 D．老鼠

32．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下列生态系统调节能力最弱的是（　　）

A．农田生态系统 B．草原生态系统

C．森林生态系统 D．海洋生态系统

33．生物防治可以保护环境和人的身体健康，下面属于生物防治的是（　　）

A．用瓢虫捕食蚜虫 B．喷洒农药灭虫

C．以灯光和毒药诱杀害虫 D．夏季覆盖遮阳网防虫

34．生物圈是生物的共同家园。下列关于“人与自然”的态度，正确的是

A．人类应该去征服自然 B．人类应该对自然听之任之

C．人类应该去改造自然 D．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

35．小红用透明且可以密封的广口瓶、河水、绿萍、金鱼藻、沙土、螺蛳、小虾等材料制作了一个生

态瓶。下列有关生态瓶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建议将河水换成更干净的蒸馏水

B．生态瓶虽小，却能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C．螺蛳和小虾的数量越多，该生态瓶维持的时间越长



D．因为虾怕光，所以生态瓶应放在暗处

二、综合分析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计 30 分。

36．下图是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构示意图，据图回答问题。（在方框内填序号，在横线上填名称）

(1)用显微镜观察生物标本，对物像有放大作用的结构是［］_____和［］_____。

(2)若选择 4×目镜和 10×物镜去观察标本，则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物像放大倍数是_____。

(3)对光时转动转换器，使_____（填“高”或“低”）倍物镜对准通光孔。

(4)若观察装片时，在显微镜下看到视野中有一个黑点，转动目镜和移动装片，黑点都没有发生移动，

则可以判定黑点在_____上。

(5)某同学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某一物像，发现它在视野的右上方，若要将它移到视野中央，应将玻片标

本向_____移动。

37．某校生物学研究小组对句容宝华山森林公园进行了考察，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多种生物并构建出

这些生物之间的关系（如图）。据图回答问题。

  

(1)句容宝华山森林公园_____（填“是”或“不是”）一个生态系统。

(2)草本植物和乔木在生态系统中属于_____，因为它们能通过_____作用制造有机物。杂食性鸟与蜘蛛

的关系是_____。

(3)研究小组的同学发现在绿色草丛中的昆虫体色大多为绿色，体现了生物能_____环境。根据图中已构

建的生物之间关系，写出这个食物网中最长的一条食物链：_____。



38．为探究环境条件对种子萌发的影响，某生物学研究小组选择大小相同的 20 粒正常大豆种子，平均

分为甲、乙两组，分别种在两个相同的花盆中。他们设计了如下表所示的探究方案，据表回答问题。

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

组别

光照 温度/℃ 水分

甲 正常光照 20 适量浇水

乙 正常光照 20 不浇水

(1)根据方案，该研究小组探究的问题是_____，控制的单一变量是_____。

(2)在甲、乙两组实验中，作为对照组的是_____（填“甲组”或“乙组”）。开展实验时，将甲、乙两组分

别种在两个相同的花盆中，且光照和温度条件相同且控制在适宜的状态，目的是____。

(3)实验结束后，研究小组想继续探究光照条件对种子萌发的影响，需要对上述方案进行修改之处是：

_____，_____。

39．下图 1 表示某草原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图 2 表示其中一条食物链各生物体内有毒物质

的相对含量，据图回答问题。

(1)图 1 中的草属于生态系统生物成分中的_____。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图 1 中缺少的成分是_____

和非生物成分。狐和兔的关系是_____。

(2)图 1 中共有_____条食物链。

(3)图 2 中的丙对应图 1 中的生物是_____。该生态系统中，当鼠和兔的数量增多时，植被会遭到破坏，

而食肉动物数量的增加又使鼠和兔的数量减少，草原植被得以恢复。上面事例说明生态系统具有_____

能力。

40．某同学尝试制作一个能较长时间维持稳定的生态瓶，他往透明玻璃瓶内依次加入河泥、清水、水



生植物、小鱼、小虾等。请利用所学知识，完成以下问题。

(1)该同学选取金鱼藻、水葫芦等植物放入生态瓶中，它们是该生态系统中的_____者。加入河泥的目的

是为了增加_____的数量。

(2)生态瓶制作完成后，（填“需要”或“不需要”）密封。为了延长生态瓶的稳定时间，必须将生态瓶放在

（填“见光”或“不见光”）的地方，使植物能进行光合作用。

(3)为防止滋生蚊虫，可放入适量的孔雀鱼来吃掉它们的卵和幼虫，孔雀鱼和蚊子的关系是_____。生态

瓶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_____。



参考答案

1．A

【分析】生物的特征：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生物能够进行呼吸；生物能排出体内产生的废物；生物

能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生物能够生长和繁殖；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详解】机器人、钟乳石、珊瑚都不具有营养、呼吸、排泄、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生长和繁殖等生

物的特征，不是生物；螳螂属于动物，具有营养、呼吸、排泄、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生长和繁殖等

生物的特征，是生物，故 BCD 错误，A 正确。

故选 A。

2．D

【分析】生物的特征主要有：①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②生物能进行呼吸；③生物能排出身体内产生

的废物；④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⑤生物能生长和繁殖；⑥生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⑦

除病毒以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详解】A．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描写的黄鹂和白鹭都是生物，具有生命现象，A 不符

合题意。

B．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说明生物能够繁殖，属于生命现象，B 不符合题意。

C．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荷、蜻蜓都属于生物，C 不符合题意。

D．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没有体现生命现象，D 符合题意。

故选 D。

3．C

【分析】克隆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以及由无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

个体组成的种群，通常是利用生物技术由无性生殖产生与原个体有完全相同基因组织后代的过程，不

经过两性细胞结合而直接繁衍后代，就叫无性繁殖，也称克隆。

【详解】A．仿生学技术是模仿生物的某些结构和功能来发明创造各种仪器设备的方法。它与克隆技术

没有直接关系，A 不符合题意。

B．太空育种技术是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如强辐射、高真空、微重力等）来诱变植物种子，从而产生

新的植物品种。这同样与克隆技术无关，B 不符合题意。

C．在克隆过程中，科学家通常会将一个动物的细胞核移植到另一个去核的卵细胞中，然后刺激这个重

构的卵细胞发育成一个新的胚胎。这个新的胚胎在发育到一定阶段后，会被移植到代孕母体的子宫内，

最终发育成一个克隆动物，C 符合题意。

D．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



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它与克隆技术没有直

接联系，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4．B

【分析】对校园生物进行调查前需要明确调查目的，提前规划好观察路线。调查时不要损伤植物植物

和伤害动物动物，不要破坏生物的生活环境生物的生活环境，要如实记录观察到的动物。调查后，要

进行成果交流，并对调查到的生物，进行科学合理的归类。

【详解】结合分析可知：“提前规划好观察路线”、“将观察结果进行记录 ”、“观察后进行成果交流”都

是对校园植物进行观察时正确的做法；而“ 可随意攀折花草树木 ”是不正确的做法。

故选 B。

5．C

【分析】目镜是观察者眼睛直接看到的镜头，它通常较短，放大倍数也相对较低。而物镜则是靠近被

观察物体的镜头，它通常较长，放大倍数也相对较高。

【详解】观察题目中的甲、乙两个镜头。甲镜头没有螺纹，符合目镜的特点；乙镜头有螺纹，符合物

镜的特点，C 符合题意，AB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6．A

【分析】显微镜成倒立的像，“倒立”不是相反, 是旋转 180 度后得到的像。即上下相反、左右相反。做

此类题有个小诀窍，就是把这个字母写到一张小纸上，然后把这张纸旋转 180 度后，再看就是左右上

下颠倒的图像了。

【详解】在一张小纸上写好一个“E”后，旋转 180 度后看到的是“ ”。所以观察写有字母“E”字的装

片时，视野中的物像是“ ”，故选 A。

7．C

【分析】显微镜视野亮度的调节：光线强时，用小光圈、平面镜调节；光线弱时，用大光圈、凹面镜

调节。小光圈通过的光线少视野暗，平面镜只能反射光线不能改变光线强弱，用小光圈、平面镜调节

会使视野变暗；大光圈通过的光线多视野亮，凹面镜使光线汇聚，视野亮度增强，用大光圈、凹面镜

调节，会使视野变亮。

【详解】小光圈通过的光线少视野暗，平面镜只能反射光线不能改变光线强弱，因此用小光圈、平面

镜调节会使视野变暗；大光圈通过的光线多视野亮，凹面镜使光线汇聚，视野亮度增强，因此使用显

微镜时，如果光线较强，为能看到一个较暗的视野，应缩小光圈，用平面镜，C 符合题意，ABD 不符



合题意。

故选 C。

8．A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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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解】对照实验所要探究的条件就是实验的唯一变量，因此探究“湿度对鼠妇生活的影响”的实验变

量是土壤干湿度，其它条件都相同，并且适宜。

A. 阴暗潮湿与阴暗干燥，唯一变量是土壤干湿度，A 正确。

B. 阴暗潮湿与明亮潮湿，唯一变量是光照，B 错误。

C. 阴暗潮湿与明亮干燥，有两个变量光照和土壤干湿度，C 错误。

D. 明亮潮湿与明亮干燥，唯一变量是土壤干湿度，但鼠妇不适宜生活在光照条件下，D 错误。

故选：A。

【点睛】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理解掌握对照试验中变量的唯一性。在设计探究实验时，要设置对照

组，对照组时必须遵照唯一的变量这一原则来进行设计。否则实验设计就会不科学合理。

9．C

【分析】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生物在适应环境得以生存的同时，能不断地影响环境并改

变环境。

【详解】影响生物生活的环境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光、温度、水、空气等非生物因素，另一类

是生物因素。橘树适宜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影响橘树生长的非生物因素主要是温度。因此“南橘北枳”

说明环境因素中的温度影响生物，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 C。

10．C

【分析】此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解答时可以从生物适应环境的表现方面来切入。

【详解】生物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如沙漠上的植物必须耐旱才能生存。叶特化成刺状，可以降低

蒸腾作用，减少水分的散失，适应干旱缺水的环境；有发达的根系，可以吸收到土壤深处的水分，适

应干旱，地表缺水的环境；肉质茎很肥厚，可以保存大量的水分，适应干旱缺水的环境；叶面薄而宽

大，叶内保存的水分较少，而蒸腾作用的面积大，因此蒸腾作用旺盛，散失的水分很多，不适应干旱

缺水的环境。

故选 C。

11．B



【分析】环境中影响生物的生活和分布的因素叫做生态因素，包括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非生物因

素有光、温度、水、空气等。生物因素是影响某种生物生活的其他生物。

【详解】生物因素是指其他生物对某一生物生活的影响。选项中，白鹭捕食小鱼、虾、爬虫类和甲壳

动物，所以这些动物是影响白鹭生活的生物因素。广阔的滩涂、丰沛的水源和适宜的气候均为非生物

因素。

故 B 符合题意，AC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12．B

【分析】环境中影响生物生活的各种因素叫生态因素，分为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非生物因素包括：

光、温度、水、空气、土壤等。生物因素是指环境中影响某种生物个体生活的其他所生物。

【详解】A．气候条件只是生物生活环境中的一部分非生物因素，不能全面代表生物的生活环境，A 错

误。

B．生物周围对其有影响的各种因素，这正好符合生物生活环境的定义，既包括了非生物因素，也包括

了生物因素，B 正确。

C．生物的活动地点只是生物生活环境的一个具体表现，它并不能全面反映生物所处的环境条件和影响

因素，C 错误。

D．该生物周围的所有非生物构成的整体只是生物生活环境中的非生物部分，没有包括生物因素，因此

也不能全面代表生物的生活环境，D 错误。

故选 B。

13．B

【分析】环境中影响生物生活的各种因素叫生态因素，分为非生物因素和生物因素。非生物因素包括：

光、温度、水、空气、土壤等。生物因素是指环境中影响某种生物个体生活的其他所生物，包括同种

和不同种的生物个体。

【详解】北极狐耳朵要小，可以减少热量的散失，保持体温，适应寒冷的北极环境。而非洲沙漠的狐，

耳朵较大可以增加热量的散失，适应高温的环境。因此北极的极地狐和非洲沙漠的大耳狐，耳朵大小

的不同主要与非生物因素温度有关，ACD 错误，B 正确。

故选 B。

14．B

【分析】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普遍存在的。现在生存的每一种生物，都具有与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

生理特征或行为。

【详解】A．法国梧桐到了冬天树叶纷纷落下，这是一种落叶现象，是植物为了适应寒冷环境、减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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