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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渗透作用与细胞的吸水和失水

1.(2024·河北联考)通过海水淡化获取淡水,是解决淡水资源短缺的一种重

要途径。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是利用只允许溶剂透过、不允许溶质透过

的半透膜,将海水与淡水分隔开的一种技术。利用该技术淡化海水时,在反

渗透装置中的海水一侧施加适当强度的外界压力,将海水中的水反渗透到

淡水一侧。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人工合成的半透膜可能不含水通道蛋白

B.施加的外界压力应大于海水的渗透压

C.反渗透装置中半透膜两侧的水分子总是顺相对含量梯度移动的

D.反渗透装置中的海水一侧渗透压始终大于淡水一侧渗透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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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利用了只允许溶剂透过、不允许溶质透过的半

透膜,而水通过细胞膜的方式有自由扩散和协助扩散,因此,人工合成的半

透膜可能不含水通道蛋白,A项正确;施加的外界压力应大于海水的渗透压,
这样才能将海水中的水反渗透到淡水一侧,B项正确;反渗透装置中半透膜

两侧的水分子总是逆着水分子相对含量梯度移动的,C项错误;海水含有较

多的溶质,海水一侧渗透压始终大于淡水一侧渗透压,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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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观察渗透吸水现象,有人进行了如下实验:用猪的膀胱膜将一漏斗口

封住,在漏斗里装清水,然后把漏斗浸入盛有浓度为30%的蔗糖溶液的烧杯

中(水可自由通过膀胱膜,蔗糖不能通过膀胱膜),使漏斗管内与烧杯中的起

始液面一样高。经过一段时间后,最可能的实验结果是(　　)
A.漏斗管内的液面等于烧杯中的液面

B.漏斗管内的液面高于烧杯中的液面

C.漏斗管内的液面低于烧杯中的液面

D.无法判断漏斗管和烧杯液面的高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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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漏斗中是清水,烧杯中是浓度为30%的蔗糖溶液,烧杯中的溶液浓度

高于漏斗中的,且只有水可自由通过膀胱膜,漏斗中的水分子能够通过渗透

作用进入烧杯内,故经过一段时间后,漏斗管内的液面低于烧杯中的液面,C
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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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图是一渗透装置,漏斗内外的液面差最大值为H1,最终液面差为H2,且
H1>H2。下列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

A.状态1时,溶液A的浓度小于溶液B的浓度

B.状态2时,半透膜对水分子的通透性为零

C.状态3时,半透膜两侧浓度大小相等

D.溶液A中的部分溶质微粒能透过半透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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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由于漏斗内液面上升,故状态1时,溶液A的浓度大于溶液B的浓度,A
项错误;状态2时,水分子进出半透膜的速率相等,并非水分子不能通过半透

膜,B项错误;状态3时,依然有一定的液柱,说明漏斗内溶液浓度依然大于水

槽内溶液的浓度,这样液柱才能维持,C项错误;由题干可知,H1>H2,说明状

态3半透膜两侧浓度差减小了,而减小的原因是漏斗内的部分溶质透过了

半透膜,D项正确。



1 2 3 4 5 6 7 8

4.(2023·广东梅州二模)在“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的实验中,依次观

察到的结果如图所示,其中①②指细胞结构。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乙到丙的变化是由于外界溶液浓度大于

细胞液浓度所致

B.丙图细胞达到渗透平衡时,无水分子进出

原生质层

C.与甲图细胞相比,乙图细胞的细胞液吸水能力较强

D.细胞发生渗透作用至丙状态时,细胞内外溶液浓度相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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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乙→丙的变化过程中,细胞吸水发生质壁分离的复原,此时细胞液浓

度大于外界溶液浓度,A项错误;丙图细胞达到渗透平衡时,水分子进出原生

质层达到动态平衡,B项错误;甲→乙的变化过程中,细胞失水,细胞液的浓

度升高,其吸水能力逐渐增强,C项正确;细胞发生渗透作用至丙状态时,由
于存在细胞壁的存在,可能细胞液浓度仍大于外界溶液浓度,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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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实验: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及其复原

5.将洋葱鳞片叶外表皮细胞置于0.3 g/mL的蔗糖溶液中,原生质体开始缩

小直至不再发生变化。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原生质体体积不再变化时,细胞内外的蔗糖浓度相等

B.原生质体变小的过程中,细胞膜的厚度逐渐变大

C.原生质体变小的过程中,细胞液浓度逐渐变小

D.原生质体变小的过程中,细胞失水速率逐渐变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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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蔗糖不能进入植物细胞,原生质体体积不再变化时,但细胞内外的蔗

糖浓度不相等,A项错误;原生质体变小的过程中,植物细胞失水,植物体积

缩小,细胞膜变厚,B项正确;在原生质体变小的过程中,细胞失水,其细胞液

浓度逐渐增大,C项错误;在原生质体变小的过程中,细胞失水,其细胞液浓

度逐渐增大,细胞液浓度与外界溶液浓度差逐渐减小,故细胞失水速率逐渐

变小,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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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3·河北保定三模)将大小、生理状态相同的两个紫色洋葱鳞片叶外

表皮细胞分别浸没在甲、乙两种溶液中,液泡体积的变化如图所示,下列有

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甲溶液中细胞质壁分离后自动复原

B.D点以后,甲溶液中细胞的吸水速率

受细胞壁的限制

C.AC段,乙溶液中的细胞失水速率和

细胞液浓度都逐渐变大

D.10 min后取出乙溶液中的细胞并置于清水中,可能观察不到质壁分离复

原的现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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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据题图可知,甲溶液中细胞的液泡直径先变小再变大并超过初始大

小,说明甲溶液中细胞质壁分离后自动复原,A项正确;细胞壁的伸缩性小于

原生质层的伸缩性,因此D点以后,细胞的吸水速率会受细胞壁的限制,B项
正确;AC段,乙溶液中的细胞失水速率逐渐变小,但由于失水,细胞液浓度逐

渐变大,C项错误;10 min时,取出乙溶液中的细胞再放入清水中,细胞可能发

生质壁分离复原,但细胞也可能因失水过多已经死亡,不能发生质壁分离的

复原,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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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物质的量浓度为2 mol/L的乙二醇溶液浸泡某种植物细胞,观察到细胞

先发生质壁分离,后自动复原。下列分析不合理的是(　　)
A.可以用叶肉细胞作为本实验的实验材料

B.先用低倍镜观察,再用高倍镜观察

C.原生质体的体积先减小后增大至逐渐复原

D.一定时间内,细胞的吸水能力先增大后减小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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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叶肉细胞中的液泡没有颜色,但其原生质层中含有绿色的叶绿体,可
用于质壁分离和质壁分离复原的实验观察,A项合理;观察植物细胞质壁分

离实验中,只需要低倍镜观察即可,B项不合理;用物质的量浓度为2 mol/L
的乙二醇溶液浸泡某种植物细胞,观察到细胞先发生质壁分离,后自动复原,
即先失水后吸水,则原生质体的体积先减小后增大至逐渐复原,C项合理;由
C项可知,植物细胞先失水后吸水,则一定时间内,细胞的吸水能力先增大后

减小,D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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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3·辽宁模拟)用两种紫色洋葱A、B的外表皮细胞分别制成5个装片,
依次滴加5种不同浓度的蔗糖溶液,经过相同时间,观察记录表皮细胞中液

泡的紫色深浅变化情况,结果记录如表所示,

蔗糖溶液 甲 乙 丙 丁 戊

A的液泡紫色

深浅变化
基本不变 +++ -- ++ -

B的液泡紫色深

浅变化
++ ++++ - +++ 基本不变

注:“-”表示紫色变浅,“-”越多紫色越浅;“+”表示紫色加深,“+”越多紫色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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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验结果,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A.该实验的自变量为细胞种类和蔗糖溶液浓度

B.5种蔗糖溶液中乙的浓度最高,丙的浓度最低

C.将丙组外表皮细胞装片放入清水中,可发生质壁分离的复原现象

D.紫色洋葱B的外表皮细胞的细胞液浓度比A的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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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该实验取材为两种紫色洋葱A、B的外表皮细胞,然后滴加5种不同浓

度的蔗糖溶液,因此该实验的自变量为细胞种类和蔗糖溶液浓度,A项正确;
若液泡颜色越深,则说明细胞失水越多,外界溶液与细胞液浓度的差值越大,
当两种紫色洋葱A、B的外表皮细胞的外界溶液为乙时,液泡颜色都最深,
当外界溶液为丙时,液泡颜色都最浅,故溶液乙的浓度最高,溶液丙的浓度

最低,B项正确;当外界溶液浓度为丙时,A、B细胞都呈吸水状态,未发生质

壁分离,故再放入清水中,也不会发生质壁分离的复原现象,C项错误;在相

同的外界溶液条件下,A细胞的吸水能力比B细胞强,因此A细胞的细胞液浓

度高于B细胞,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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