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高2024届高三第一次质量检测生物试题（答案在最后）

考生注意：

1．本试卷满分100分，考试时间75分钟。

2．考生作答时，请将答案答在答题卡上。必须在题号所指示的答题区域作答，超出答题区域
．．．．．．

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试题卷、草稿纸上答题无效．．．．．．．．．．．．．．．．．．．．．。

一、选择题：本题共15小题，每小题3分，共45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下列有关细胞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细胞都只以DNA储存和传递遗传信息

B.细胞中的每种蛋白质都由21种氨基酸组成

C.现存细胞都是通过分裂产生的

D.能分裂的细胞都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分裂

【答案】D

【解析】

【分析】1、细胞的遗传信息储存在DNA中，通过转录和翻译把信息传递给蛋白质，由蛋白质体现性状。

2、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生物体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21种。

3、新细胞可以由老细胞经分裂产生，也可以经细胞融合形成。

【详解】A、细胞中的RNA也可以传递遗传信息，A错误；

B、细胞中蛋白质的组成是21种氨基酸，但并非每种蛋白质都由21种氨基酸组成，B错误；

C、受精卵是由精子和卵子结合产生的，而非通过分裂产生，C错误；

D、细胞学说认为，新细胞是由老细胞分裂产生的。能分裂的细胞都以一分为二的方式进行分裂，D正确。

故选D。

2.如图为蓝细菌结构示意图，其羧酶体中含有光合作用固定CO₂的酶。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蓝细菌不具有生物膜系统

B.细胞壁富含纤维素和果胶

C.气泡、类囊体等结构可能有利于细胞提升物质运输效率

D.羧酶体的功能与核糖体联系紧密，并与绿色植物细胞的叶绿体基质类似

【答案】B

【解析】

【分析】原核细胞：没有被核膜包被的成形的细胞核，没有核膜、核仁和染色质；没有复杂的细胞器（只

有核糖体一种细胞器）；含有细胞膜、细胞质，遗传物质是DNA。

【详解】A、生物膜系统包括细胞膜、细胞器膜和核膜，蓝细菌具有细胞膜，但不具有生物膜系统，A正确；

B、植物细胞的细胞壁富含纤维素和果胶，细菌的细胞壁主要成分为肽聚糖，B错误；

C、气泡、类囊体等结构增大了运输面积（相对表面积增大），可能有利于细胞提升物质运输效率，C正确；

D、羧酶体中含有光合作用固定CO
2
的酶，光合作用固定CO2的酶存在于绿色植物细胞的叶绿体基质中，D

正确。

故选B。

3.下列关于细胞学说的叙述，正确的有几项？（ ）

①细胞学说认为一切动植物都只由细胞构成

②细胞学说阐明了生物界的统一性与差异性

③细胞学说认为细菌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④细胞学说的提出为生物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打下基础

⑤细胞学说的研究过程运用了完全归纳法，因此是可信的

A.0 B.1 C.2 D.3

【答案】B

【解析】

【分析】细胞学说是由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提出的，其内容为：

（1）细胞是一个有机体，一切动植物都是由细胞发育而来，并由细胞和细胞的产物所构成；

（2）细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既有它自己的生命，又对与其他细胞共同组成的整体的生命起作用；

（3）新细胞可以从老细胞中产生。

【详解】①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一个有机体，一切动植物都是由细胞发育而来，并由细胞和细胞的产物所

构成，①错误；

②细胞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发育而来的，阐明了动植物的统一性和生物界的统一

性，但没有揭示动植物细胞和生物界的差异性，②错误；



③根据细胞学说的观点，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但不涉及细菌，③错误；

④细胞学说的部分观点推动了生物学研究进入分子水平，为研究进入分子水平打下基础，④正确；

⑤细胞学说的研究过程运用了不完全归纳法，其结果很可能是可信的，⑤错误；

综上所述，有1项正确，即B正确。

故选B。

4.绿叶海蜗牛（没有贝壳，通体绿色像一片叶子）可将叶绿体从藻类的细胞中“偷”出来，存储在自己的

消化道细胞之中。图1-4为绿叶海蜗牛消化道细胞不同细胞器的电镜照片，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图1和图2所示细胞器共同参与分泌蛋白的运输

B.图3和图4所示细胞器具有双层膜结构

C.图3细胞器可作为绿叶海蜗牛消化道细胞的“养料制造车间”

D.图2和图3所示细胞器中含有核酸

【答案】B

【解析】

【分析】题图分析：图1、图2、图3和图4分别为高尔基体、线粒体、叶绿体和粗面内质网，其中叶绿体

和线粒体为双层膜细胞器，内质网和高尔基体是单层膜细胞器。

【详解】A、图1高尔基体、图2线粒体和图4粗面内质网共同参与分泌蛋白的运输，A正确；

B、图3是叶绿体具有双层膜、图4粗面内质网为单层膜细胞器，B错误；

C、图3叶绿体是绿色植物的养料制造车间，绿叶海蜗牛将叶绿体“偷”出来，用于制造养料，C正确；

D、图2线粒体，图3叶绿体，它们都含有核酸，D正确。

故选B。

5.脂筏模型是对流动镶嵌模型的重要补充。下图为脂筏的结构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细胞膜主要是由脂质和蛋白质分子构成的

B.脂筏的形成可能有助于高效地进行某些细胞代谢活动

C.脂筏模型否定了“细胞膜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D.脂筏模型中蛋白质以不同的方式分布在磷脂双分子层中

【答案】C

【解析】

【分析】流动镶嵌模型：

1、磷脂双分子层构成膜的基本支架，这个支架是可以流动的；

2、蛋白质分子有的镶嵌在磷脂双分子层表面，有的部分或全部嵌入磷脂双分子层中，有的横跨整个磷脂双

分子层，大多数蛋白质也是可以流动的；

3、在细胞膜的外表，少数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形成糖蛋白，除糖蛋白外，细胞膜表面还有糖类与脂质结合形

成糖脂。

【详解】A、流动镶嵌模型认为，细胞膜主要是由脂质分子和蛋白质分子构成的，A正确；

B、脂筏模型认为，细胞膜上存在单一组分相对富集的区域，推测可能帮助相关的细胞代谢活动高效进行，

B正确；

C、脂筏模型中存在相对有序的脂相，并未否定细胞膜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仅进行了补充，C错误；

D、图中膜蛋白以不同形式镶嵌在细胞膜上，与流动镶嵌模型的内容一致，D正确。

故选C。

6.亲核蛋白是指在细胞质中合成后，需要或能够进入细胞核内发挥功能的一类蛋白质。亲核蛋白通过核孔

进行转运时，伴随GTP水解形成GDP。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形成核孔的结构蛋白属于亲核蛋白

B.哺乳动物成熟红细胞可能不含亲核蛋白

C.亲核蛋白可参与染色体组成



D.亲核蛋白通过核孔转运的过程需要消耗能量

【答案】A

【解析】

【分析】典型的细胞核是由双层核膜包被，核膜上的小孔称为核孔。细胞核内有核仁、染色质和核基质等

结构。核仁为一个或数个圆球状结构，与核糖体形成有关。染色质呈细丝状，主要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

可被苏木精、洋红等碱性染料染成深色。在细胞分裂时，染色质经过高度螺旋形成粗短的染色。

【详解】A、核孔位于细胞核膜上，形成核孔的结构蛋白不在细胞核内，不属于亲核蛋白，A 错误；

B、哺乳动物成熟红细胞不含细胞核，不含核糖体等细胞器，因此不含亲核蛋白，B正确；

C、染色质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这些蛋白质需要进入细胞核内发挥功能，属于亲核蛋白，C正确；

D、亲核蛋白通过核孔进行转运时，需要GTP水解释放的能量，需要消耗能量，D 正确。

故选 A。

7.生物膜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联系紧密。COPⅠ、COPⅡ是两种包被膜泡，可以介导蛋白质在甲与乙之间

的运输，过程如图所示。膜泡和囊泡的运输均依赖于细胞骨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抑制细胞骨架的形成将影响溶酶体的正常功能

B.COPⅡ增多，COPⅠ减少，可导致乙的膜面积逐渐减少

C.图中溶酶体膜与细菌细胞膜的融合体现了生物膜的流动性

D.使用³H标记该细胞的亮氨酸，细胞外检测到的放射性全部来自于分泌蛋白

【答案】A

【解析】

【分析】分析题图：图示表示细胞的生物膜系统的部分组成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联系，其中COPⅠ、COPⅡ

是被膜小泡，可以介导蛋白质在甲与乙之间的运输；甲是内质网；乙是高尔基体。

【详解】A、甲、乙分别为粗面内质网、高尔基体。膜泡与囊泡的运输均依赖于细胞骨架，抑制细胞骨架的

形成，将抑制溶酶体的功能，A 正确；

B、COPⅡ增多，COPⅠ减少，可能导致高尔基体膜面积增大，B错误；

C、如图所示，溶酶体膜与内吞泡的膜融合，而不与细菌细胞膜融合，该过程体现了生物膜的流动性，C错



误；

D、使用 3H标记该细胞的亮氨酸，可能存在于溶酶体酶，消化吞入的细菌后被排出体外，不属于分泌蛋白，

D错误。

故选A。

8.“合成生物学”是综合集成不同的技术原理，最终以达到生物学目的的一门新兴学科。如图为利用细菌

视紫红质（一种能捕捉光能的膜蛋白）、ATP合酶和脂质体构建的一种人工合成脂质体。在黑暗和光照条件

下检测有无H⁺跨膜运输及ATP的产生，结果如图所示。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视紫红质是一种H⁺通道蛋白

B.ATP合酶抑制剂可以抑制视紫红质对H⁺的运输

C.用线粒体内膜上的呼吸酶代替视紫红质，可在同样条件下进行该实验

D.该脂质体合成ATP的过程中，能量的转化形式为：光能→H⁺电化学势能→ATP中的化学能

【答案】D

【解析】

【分析】由图可知，细菌脂膜质可以吸收光能，且将氢离子运入细胞；ATP合成酶可以将氢离子运出细胞，

且催化ATP合成。

【详解】A、如图所示过程为视紫红质作为载体蛋白利用光能主动运输H+，在人工合成脂质体内建立质子

梯度，电化学势能驱动ATP合酶合成ATP，A错误；

B、ATP合酶抑制剂抑制ATP的合成，而不能抑制视紫红质对H+的主动运输，B错误；

C、线粒体内膜上的呼吸酶无法利用光能，无法在同样条件下进行该实验，C错误；

D、该脂质体合成ATP的过程中，能量的转化形式为：光能→H+电化学势能→ATP中的化学能，D正确。

故选D。

9.呼吸熵（RQ）是指呼吸作用所释放的CO
2
与吸收O

2
的物质的量的比值。下表为不同能源物质在完全氧

化分解时的呼吸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能源物质 糖类 蛋白质 油脂



呼吸熵（RQ） 1.000.800.71

A.人体在剧烈运动时，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共同进行，RQ可能大于1

B.只进行有氧呼吸的种子，若其RQ=0.8，则此时呼吸的底物一定是蛋白质

C.油脂的RQ低于糖类，原因是油脂中氢原子相对含量较高

D.测得酵母菌利用葡萄糖的RQ=7/6，则其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消耗葡萄糖之比为1：1

【答案】C

【解析】

【分析】有氧呼吸的第一、二、三阶段的场所依次是细胞质基质、线粒体基质和线粒体内膜。有氧呼吸第

一阶段是葡萄糖分解成丙酮酸和[H]，合成少量ATP；第二阶段是丙酮酸和水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和[H]，合成

少量ATP；第三阶段是氧气和[H]反应生成水，合成大量ATP。

【详解】A、动物细胞进行产乳酸的无氧呼吸，不产生CO2，RQ不可能大于1，A错误；

B、只进行有氧呼吸的种子，RQ=0.8时可能以不同比例进行着以糖类、蛋白质和油脂为底物的有氧呼吸，B

错误；

C、油脂的RQ低于糖类，原因是油脂中氢原子相对含量较高，呼吸作用需要的氧气更多，C正确；

D、RQ=7/6，假设有氧呼吸释放的CO
2
为6份，则消耗的氧气为6份，消耗的葡萄糖为1份，则无氧呼吸

释放的CO2为7-6=1份，消耗的葡萄糖为0.5份，因此其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消耗葡萄糖之比为2：1，D

错误。

故选C。

10.肿瘤细胞在有氧条件下也以无氧呼吸为主，称作Warburg效应。HK2是催化有氧呼吸第一阶段的关键酶，

定位于线粒体外膜上，可将肿瘤细胞吸收的葡萄糖转化为6-磷酸葡萄糖（G-6-P），然而过量的Ｇ－６－Ｐ

会促进HK2从线粒体外膜上脱落，通过消耗能量引起IκBα的磷酸化和降解，进而造成PD-L1的高表达，

最终抑制了T细胞介导的肿瘤杀伤。主要过程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Warburg效应会促进乳酸的合成

B.NF-κB可以进入细胞核促进PD-Ll的表达，说明IκBα增强了NF-κB的活性

C.磷酸化IκBα的磷酸基团最可能来自游离的磷酸基团



D.HK2的脱落有利于肿瘤细胞抵抗T细胞的杀伤，可能是因为抑制了G-6-P的持续合成

【答案】A

【解析】

【分析】Warburg效应是癌细胞在氧气充足情况下发生的无氧呼吸过程，该过程产生乳酸而不产生二氧化碳，

该过程通过一系列过程最终促进PD-L1的表达暴露于癌细胞表面，从而抑制T细胞活性，导致肿瘤的免疫

逃逸。

【详解】A、Warburg效应为肿瘤细胞无氧呼吸过程，促进乳酸合成，A正确；

B、IκBα的降解促进了NF-κB介导的PD-L1的表达，因此 抑制了IκBα的活性，B错误；

C、 IκBα的磷酸化为耗能过程，磷酸化IκBα的磷酸基团最可能来自ATP，C错误；

D、HK2的脱落抑制了G-6-P的持续合成，不利于肿瘤细胞无氧呼吸（也不利于肿瘤细胞抵抗T细胞的杀

伤），而是因为促进PD-L1的表达，最终抑制了T细胞介导的肿瘤杀伤，有利于肿瘤细胞抵抗T细胞的杀

伤，D错误。

故选A。

11.每次30分钟以上的低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使线粒体形态发生适应性改变，是预防肥胖的关键因素。

缺氧会导致肌纤维线粒体碎片化，ATP合成量大幅减少，而Drpl是保证线粒体正常分裂的重要蛋白，下图

为相关检测数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Drp1磷酸化水平降低导致线粒体结构损伤，使ATP合成减少

B.有氧训练4周后肌纤维中Drp1磷酸化水平偏高，停止训练后立即降低

C.线粒体内膜上存在的酶可催化O₂与NAD⁺反应

D.线粒体能像细菌一样分裂增殖，支持线粒体的内共生学说

【答案】D



【解析】

【分析】题图分析：据图1曲线变化可知，训练可以提高肌纤维中线体粒数量，持续的训练可以维持线粒

体的数量在一定量，停止训练后，肌纤维中线粒体数量立即下降。据图2数据分析可知肌纤维在缺氧状态

下Drpl磷酸化水平比正常情况下高。

【详解】A、缺氧会导致肌纤维线粒体碎片化，且Drpl磷酸化水平比正常情况下高，ATP合成量大幅减少，

所以Drp1磷酸化水平降低不导致线粒体结构损伤，使ATP合成增加，A错误；

B、有氧训练4周后肌纤维中Drpl磷酸化水平偏低，停止训练后Drpl磷酸化水平变化情况不明，B错误；

C、线粒体内膜上存在的酶参与有氧呼吸第三阶段，可催化O
2
与NADH反应，C错误；

D、线粒体的内共生学说认为线粒体来自于被真核细胞吞噬的原始需氧细菌，线粒体能像细菌一样分裂增殖，

支持线粒体的内共生学说，D正确。

故选D。

12.利用东方百合和云南大百合进行植物体细胞杂交，部分结果如下表所示。下列相关说法错误的是（ ）

组别 1 2 3 4 5

PEG浓度（%） 2530354045

处理条件 黑暗、27±3℃、15min

融合率（%） 1012153020

A.原生质体的融合体现了细胞膜的流动性

B.获得原生质体后，可用血细胞计数板进行计数

C.低浓度PEG促进原生质体融合，高浓度抑制融合

D.诱导形成的试管苗需移植到消毒后的蛭石或珍珠岩等环境中，待长壮后再移载入土

【答案】C

【解析】

【分析】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将来自两个不同植物的体细胞融合成一个杂种细胞（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

把杂种细胞培育成植株（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其原理是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和细胞膜具有流动性。杂种细

胞再生出新的细胞壁是体细胞融合完成的标志，细胞壁的形成与细胞内高尔基体有重要的关系。植物体细

胞杂交技术可以克服远缘杂交不亲和的障碍，在培育作物新品种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

题表分析：由图中数据可知，在黑暗、27±3℃、15min条件下，PEG浓度在35%-45%范围时，细胞融合率

最高。



【详解】A、细胞膜具有流动性，原生质体才能融合，A正确；

B、获得原生质体后，细胞已经分散，可以利用血细胞计数板进行计数，B正确；

C、从表格中看出，PEG浓度为40%时融合率最高，题中没有无PEG的对照组，不能说过高就是抑制了，

C错误；

D、诱导形成的试管苗需移植到消过毒的蛭石或珍珠岩等环境中，待长壮后再移载入土，D正确。

故选C。

13.Transwell实验可模拟肿瘤细胞侵袭过程。取用无血清培养液制成的待测细胞悬液加入底部铺有基质胶的

上室中，下室为血清培养液，上下层培养液以一层具有一定孔径（小于肿瘤细胞直径）的聚碳酸酯膜（通

常膜孔都被基质胶覆盖）分隔开，放入培养箱中培养，通过计数下室的细胞量即可反映细胞的侵袭能力，

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制作细胞悬液前可先用无血清的培养液培养12-24h，以进一步去除血清的影响

B.进入下室的肿瘤细胞数量越多，说明肿瘤细胞的分裂能力越强

C.肿瘤细胞必须分泌水解酶并通过变形运动才能穿过铺有基质胶的滤膜

D.未铺胶的transwell实验可检测细胞的变形运动能力

【答案】B

【解析】

【分析】据图分析，上下室之间有基质胶、聚碳酸酯膜，膜上有孔但比细胞直径要小，所以，细胞要能够

水解基质胶，且能变形，才能从上室进入到下室，因此通过计数下室的细胞量可反映细胞的侵袭能力。

【详解】A、制作细胞悬液前可先用无血清的培养液培养12-24h，以进一步去除血清的影响，A正确；

B、由题意可知，可通过计数下室的细胞量反映细胞的侵袭能力，所以进入下室的细胞数越多，说明肿瘤细

胞的侵袭能力越强，B错误；

C、开始将肿瘤细胞加入膜上铺有基质胶的上室中，一段时间后在下室发现肿瘤细胞，说明肿瘤细胞可分泌

水解酶将基质胶中的成分分解后进入下室，计数进入下室的细胞量可反映肿瘤细胞的侵袭能力，C正确；

D、迁移是指细胞的运动能力，未铺胶的实验只能检测运动能力而不能检测侵袭能力，而侵袭是细胞在运动

的同时会分泌出水解基质胶的酶，清除运动障碍，D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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