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二上学期生物开学考试题

一、选择题（本题包括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

求）

1. 为研究玉米（2n=20）甜质性状的遗传，进行了以下实验：

实验一：甜(甲)×甜(乙)→F1中植株全为非甜(丙)-→F2中非甜：甜：超甜植株约为 9：6：1

实验二：非甜(丙)×超甜→子代中非甜：甜：超甜植株约 1：2：1

下列判断错误的是（    ）

A. 玉米甜质性状的遗传遵循自由组合定律

B. 实验一中的 F2共有 9 种基因型

C. 实验一中的 F2中一株非甜玉米自交，后代只会出现三种表现型

D. 实验一中的 F2中全部非甜玉米自交，后代性状分离比约为 25：10：1

【答案】C

【解析】

【分析】本题的切入点为实验一中的 F2 的性状分离比为 9∶6∶1，由此准确定位该性状受两对等位基因控制

且其遗传遵循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在此基础上结合表中信息，围绕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等知识进行相关

问题的分析。

【详解】A、由实验一的结果可知甜质性状受位于非同源染色体上的两对基因控制，甜质性状的遗传遵循

自由组合定律，A 正确；

B、实验一中甲、乙基因型分别为 AAbb 与 aaBB，F1基因型为 AaBb，F1自交产生 3 种（AA、Aa、

aa）×3 种（BB、Bb、bb）=9 种基因型，B 正确；

C、由 F2可知 A_B_为非甜，基因型 aaB_、A_bb 为甜，基因型 aabb 为超甜。F2的一株非甜玉米，若基

因型为 AABB，则自交后代只有非甜一种表现型，若基因型为 AaBB 或 AABb，则自交后代有甜与非甜

两种表现型，若基因型为 AaBb，则自交后代有非甜、甜、超甜种表现型，C 错误；

D、实验一中的 F2中非甜玉米中有 1/9AABB、2/9AaBB、2/9AABb、4/9AaBb，1/9AABB 自交后代全为非

甜，2/9AaBB 自交后代非甜：甜=3：1，2/9AABb 自交后代非甜：甜=3：1，4/9AaBb 自交后代非甜：甜：

超甜=9：6：1，所以非甜所占比例为 1/9＋2/9×3/4＋2/9×3/4＋4/9×9/16=25/36，甜所占比例为 2/9×1/4＋

2/9×1/4＋4/9×6/16=10/36，超甜所占比例为 4/9×1/16=1/36，即非甜：甜：超甜=25：10：1，D 正确。

故选 C。

2. 下列关于精子和卵细胞形成过程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为



A. 一个初级精母细胞可形成 4 个精子，一个初级卵母细胞只形成一个卵细胞

B. 精子、卵细胞的形成都要经过变形阶段

C. 精子形成过程中细胞质均等分裂，卵细胞形成过程中细胞质分裂不均等

D. 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是通过有丝分裂形成的

【答案】B

【解析】

【分析】1 个精原细胞经过间期染色体复制，形成 1 个初级精母细胞，经减数第一次分裂形成 2 个次级精

母细胞，2 个次级精母细胞经减数第二次分裂形成 4 个精细胞，最后经过变形形成 4 个精子；

而 1 个卵原细胞经过间期的复制形成 1 个初级卵母细胞，再经减数第一次分裂产生 1 个次级卵母细胞和 1

个第一极体，在减数第二次分裂过程中，1 个次级卵母细胞分裂产生一个卵细胞和 1 个第二极体，1 个第

一极体分裂产生 2 个第二极体，故 1 个卵原细胞经减数分裂能产生 1 个卵细胞和 3 个极体。

【详解】A、一个初级精母细胞可形成 4 个精子，一个初级卵母细胞只能形成一个卵细胞和 3 个极体（退

化消失），A 正确；

B、精子的形成需经过变形阶段，卵细胞的形成过程不需经过变形阶段，B 错误；

C、 精子形成过程中细胞质都是均等分裂，卵细胞形成过程中，初级卵母细胞和次级卵母细胞都是不均等

分裂，第一极体是均等分裂 ，因此卵细胞形成过程中细胞质不都是均等分裂的，C 正确；

D、精原细胞和卵原细胞是特殊的体细胞，都是通过有丝分裂形成的，D 正确。

故选 B。

3. 果蝇的直毛与非直毛是一对相对性状，由基因 A、a 控制，为了判断这对性状的显隐性及基因 A、a 是

在常染色体上还是仅位于 X 染色体上（不考虑 XY 同源区段及致死现象），某同学设计了相关实验，下列

叙述正确的是（　　）

A. 具有相对性状的雌雄果蝇进行一次杂交实验，若后代只有一种表型，则不能判断该性状的显隐性

B. 一对表型不同 果蝇杂交，若后代雌、雄个体的表型及比例都相同，则基因 A、a 一定位于常染色体上

C. 选用表型不同的雌雄果蝇正反交可确定基因 A、a 是在常染色体还是仅位于 X 染色体

D. 纯合的直毛雌果蝇和非直毛雄果蝇杂交，若后代都为直毛，则可判断基因 A、a 位于常染色体上

【答案】C

【解析】

【分析】位于常染色体上的基因控制的性状在遗传时一般与性别无关，位于性染色体上的基因控制的性状

在遗传时总是与性别相关联。

【详解】A、若让两只表型不同的纯合雌雄个体交配，后代仅有一种表型，则此时后代的表型即为显性性

状，A 错误；

的

的



B、一对表型不同的果蝇杂交，若后代雌、雄个体的表型及比例都相同，则基因 A、a 也可能仅位于 X 染

色体上，如基因型为 XAXa的果蝇与基因型为 XaY 的果蝇杂交，后代雌、雄个体表型及比例都为直毛：非

直毛=1:1，B 错误；

C、选用表型不同的纯种雌雄果蝇正反交，如果后代表型均与性别无关，则可判断基因 A、a 位于常染色体

上，反之可判断基因 A、a 仅位于 X 染色体上，C 正确;

D、纯合的直毛雌果蝇和非直毛雄果蝇杂交，若后代都为直毛，说明直毛是显性性状，不论基因 A、a 是位

于常染色体上还是仅位于 X 染色体上都会出现该现象，所以无法判断基因 A、a 的位置，D 错误。

故选 C。

4. DNA 双螺旋结构是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的，现已知基因 M 含有碱基共 N 个，腺嘌呤 n 个，具有

类似如图的平面结构，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基因 M 共有 2 个游离的磷酸基，氢键 1.5N-n 个

B. 如图 a 可以代表基因 M，基因 M 的等位基因 m 可以用 b 表示

C. 基因 M 的双螺旋结构，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排列在外侧，构成基本骨架

D. 基因 M 和它的等位基因 m 含有的碱基数可以不相等

【答案】B

【解析】

【分析】DNA 分子结构的主要特点：DNA 是由两条反向平行的脱氧核苷酸长链盘旋而成的双螺旋结构；

DNA 的外侧由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构成的基本骨架，内侧是碱基通过氢键连接形成的碱基对，碱基

之间的配对遵循碱基互补配对原则（A-T、C-G）。

【详解】A、基因 M 的每一条链有 1 个游离的磷酸基，因此基因 M 含有 2 个游离的磷酸基，氢键数为

1.5N-n，A 正确；

B、基因是两条脱氧核苷酸链组成的，图中 a 和 b 共同组成基因 M，因此基因 M 的等位基因 m 不能用 b

表示，B 错误；

C、DNA 双螺旋结构中，脱氧核糖和磷酸交替连接排列在外侧，构成基本骨架，C 正确；

D、等位基因是基因突变产生的，而基因突变是指基因中碱基对的增添、缺少或替换，因此基因 M 和它的



等位基因 m 的碱基数或排列顺序可以不同，D 正确。

故选 B。

5. 烟草、烟草花叶病毒的核酸中各有碱基和核苷酸的种类依次分别为（    ）

A. 4、4 和 8、4 B. 5、4 和 5、4

C. 5、4 和 8、4 D. 8、4 和 5、4

【答案】C

【解析】

【分析】核酸分为两种，即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它们的基本组成单位分别是脱氧核糖核苷酸、核糖

核苷酸，其中脱氧核糖核苷酸组成碱基有四种，即 A、C、G、T，核糖核苷酸的组成碱基有四种，即 A、

C、 G、U。

【详解】烟草是高等植物，所以既有 DNA 也有 RNA，碱基有 A、G、C、T、U 共 5 种，核苷酸有脱氧核

糖核苷酸 4 种和核糖核苷酸 4 种，共 8 种；烟草花叶病毒为 RNA 病毒，只含有 RNA，故碱基只有 A、

U、C、G 共 4 种，核苷酸有 4 种，综上分析，C 正确，ABD 错误。

故选 C。

6. 现有新发现的一种感染 A 细菌的病毒 B，科研人员设计了如图所示两种方法来探究该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DNA 还是 RNA。一段时间后检测甲、乙两组子代病毒 B 的放射性和丙、丁两组子代病毒 B 的产生情况。

下列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

A. 同位素标记法中，若换用³H 标记上述两种核苷酸不能实现实验目的

B. 酶解法中，向丙、丁两组分别加入 DNA 酶和 RNA 酶应用了加法原理

C. 若甲组产生的子代病毒 B 无放射性而乙组有，则说明该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DNA

D. 若丙组能产生子代病毒 B 而丁组不能产生，则说明该病毒 遗传物质是 RNA

【答案】D

【解析】

【分析】核酸是细胞内携带遗传信息的载体，在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中具有极其重要的

作用，其基本单位是核苷酸。核酸分为脱氧核糖核酸（DNA）和核糖核酸（RNA），二者在结构上的主要

区别在于含氮碱基和五碳糖的不同。其中，DNA 特有碱基 T，组成 DNA 的五碳糖为脱氧核糖；RNA 特有

碱基 U，组成 RNA 的五碳糖为核糖。

的



【详解】A、同位素标记法中，若换用 3H 标记上述两种核苷酸，仍能通过检测甲，乙两组子代病毒的放射

性判断出病毒 B 的遗传物质是 DNA 还是 RNA，能实现实验目的，A 错误；

B、酶解法中，向丙、丁两组分别加入 DNA 酶和 RNA 酶应用了减法原理，而不是加法原理，B 错误；

C、若甲组产生的子代病毒无放射性而乙组有，说明子代病毒中含有 32P 标记的尿嘧啶，说明该病毒的遗

传物质是 RNA，C 错误；

D、若丙组能产生子代病毒 B 而丁组不能产生．说明 RNA 被 RNA 酶水解后病毒无法增殖产生子代，所以

该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RNA，D 正确。

故选 D。

7. 如图所示为真核细胞中发生的某些相关生理和生化反应过程，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结构 a 是核糖体，物质 b 是 mRNA，过程①是翻译

B. 如果细胞中 r-蛋白含量较多，r-蛋白就与 b 结合，阻碍 b 与 a 结合

C. c 是基因，其指导 rRNA 合成的过程，需要 DNA 聚合酶参与

D. 过程②与核仁密切相关

【答案】C

【解析】

【分析】据图分析可知，①过程为翻译产生 r-蛋白的过程；②过程是 r-蛋白和 rRNA 结合成核糖体的过

程。

【详解】A、具图可知：结构 a 是核糖体，物质 b 是 mRNA，过程①是翻译产生 r 蛋白过程，A 正确；

B、据图可知，r-蛋白可与 b 结合，这样阻碍 b 与 a 结合，影响翻译过程，B 正确；

C、c 是基因，是指导 rRNA 合成的直接模板，转录需要 RNA 聚合酶参与催化，C 错误；

D、过程②是 r 蛋白和转录来的 r-RNA 组装成核糖体的过程，核仁和核糖体的形成有关，D 正确。

故选 C。

8. 性染色体组成为 XXY 雌果蝇甲的两条 X 染色体连接在一起，在产生配子时，连接在一起的两条 X 染色

体不分离，可依此来判断雄果蝇 X 染色体基因突变的类型。将一只经紫外线诱变处理的野生型果蝇乙与果

蝇甲交配得 F1，F1中不含 X 或含 3 条 X 染色体的果蝇不能存活，不考虑 XY 同源区交叉互换与其他突



变。下列有关推测错误的是（    ）

A. 诱变可引起 X 染色体 DNA 中碱基对的替换、增添或缺失

B. F1雌雄果蝇中都含有 Y 染色体且分别来源于父本和母本

C. 若 F1子代只有雌果蝇，则发生了 X 染色体基因致死突变

D. 若 F1雄果蝇与父本性状不同，则发生了 X 染色体显性突变

【答案】D

【解析】

【分析】基因突变是基因结构的改变，包括碱基对的增添、缺失或替换。基因突变发生的时间主要是细胞

分裂的间期。基因突变的特点有低频性、普遍性、随机性、不定向性。

【详解】A、诱变可引起基因突变，基因突变可引起 X 染色体 DNA 中碱基对的替换、增添或缺失，A 正

确；

B、雌果蝇甲的两条 X 染色体连接在一起，基因型是 XXY，野生型果蝇的基因型是 XY，由于甲的两条 X

染色体连接在一起，在产生配子时，连接在一起的两条 X 染色体不分离，则甲产生的配子是 XX 和 Y，乙

产生的配子是 X 和 Y，由于 F1中不含 X 或含 3 条 X 染色体的果蝇不能存活，则 F1雌雄果蝇中都含有 Y

染色体且分别来源于父本和母本，B 正确；

C、两者杂交，子代中基因型是 XXX（死亡）、XY、XXY（雌性）、YY（死亡），若 F1子代只有雌果蝇

（XXY），即 XY 死亡，说明 X 染色体基因致死突变，C 正确；

D、两者杂交，子代中基因型是 XXX（死亡）、XY、XXY（雌性）、YY（死亡），F1中雄果蝇基因型是

XY，由于 Y 染色体来自母本，X 染色体来自父本，若 F1雄果蝇与父本性状不同，则发生了 X 染色体显性

突变或隐性突变，也可能是 Y 染色体发生了突变，D 错误。

故选 D。

9.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设计原型是大熊猫。大熊猫最初是食肉动物，经过进化，其 99 %

的食物都来源于竹子。下图是在某段时间内，大熊猫种群中一对与其食性有关的等位基因（A、a）中 A 基

因频率的变化情况，到达 T 点时的大熊猫种群中雌雄数量相等，且雌雄之间可以自由交配，则下列有关说

法错误的是（    ）



A. 大熊猫在 QR 时间段内发生了以肉食为主向以植食为主的进化

B. T 点时大熊猫种群不一定会形成新物种

C. 若该对等位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则 T 点时显性个体中出现杂合雌熊猫概率为 18%

D. 若该对等位基因只位于 X 染色体上，则 T 点时 XaXa、XAY 的基因型频率分别为 0．5%、45%

【答案】C

【解析】

【分析】1、生物进化的 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定向改变。

2、新物种形成的标志是生殖隔离，种群基因频率改变只能判断生物是否发生进化而不能判断是否形成了

新物种。

【详解】A、生物进化的 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定向改变，图中 QR 时间段内种群内 a 基因频率减少，说

明该时间段内大熊猫种群发生了进化，A 正确；

B、新物种形成的标志是生殖隔离，从图中无法判断出是否形成生殖隔离，因此在 T 点时不一定形成新物

种，B 正确；

C、T 点时，种群达到遗传平衡，该种群中 A 的基因频率为 90%，a 的基因频率为 10%，则种群中 AA 基

因型频率等于 81%，Aa 基因型频率=2×A 基因频率×a 基因频率=18%，aa 基因型频率等于 1%，若该对等

位基因位于常染色体上，由分析可知，显性个体中出现杂合雌熊猫概率为 1/2×18%/（81%+18%）≈9%，C

错误；

D、若该对等位基因只位于 X 染色体上，雌性个体 XaXa的基因型频率为 Xa基因频率的平方，因雌雄比例

1 ： 1，则 XaXa基因型频率为 1/2×10%×10%=0.5%，同理雄性个体 XAY 的基因型频率为 1/2×90%=45%，

D 正确。

故选 C。

10. 食人蝇可以依靠吸食鲜活的生物肌体而活，是家畜的毁灭性物种。为了根除食人蝇之害，科研人员在

实验室里对两组数量相同的食人蝇进行不同的处理：一组使用杀虫剂；另一组使用电离辐射照射食人蝇的

幼虫，得到雄性不育的食人蝇群体，实验结果如图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杀虫剂会诱使群体中的食人蝇产生抗药性突变，杀虫剂效果下降



B. 长期使用杀虫剂处理食人蝇，杀虫剂决定了食人蝇进化的方向

C. 使用杀虫剂和电离辐射均可以改变食人蝇种群的基因频率

D. 用电离辐射处理食人蝇幼虫的方法可以根除食人蝇之害

【答案】A

【解析】

【分析】

现代生物进化理论认为：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可遗传变异为生物进化提供原材料，生物的变异是

不定向的，自然选择是定向的；自然选择通过定向改变种群基因频率而使生物朝着一定的方向进化；隔离

是新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生殖隔离是新物种形成的标志；通过漫长的共同进行形成生物多样性，生物多

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详解】A、食人蝇种群在使用杀虫剂之前就已经存在抗药性基因突变，在杀虫剂的作用下，抗药性基因

频率增大，因此杀虫剂效果下降，A 错误；

B、长期使用杀虫剂处理食人蝇，食人蝇会发生定向进化，B 正确；

C、使用杀虫剂处理食人蝇，食人蝇种群中抗药性基因频率增大，而电离辐射由于能得到雄性不育的食人

蝇群体，显著降低食人蝇种群的数量，故也能改变食人蝇种群的基因频率，C 正确；

D、用电离辐射处理食人蝇 方法可以使食人蝇的种群数量随世代延续逐渐降低，直到灭绝，因此可以根

除食人蝇之害，D 正确。

故选 A。

11. 如图是细胞与内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示意图，A、B 处的箭头表示血液流动的方向，②③④表示细胞外

液。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③渗回②和渗入④的量相差不大

B. 若①为脑细胞，A 处的 O2浓度高于 B 处，而 CO2浓度相反

C. ③是人体进行细胞代谢的主要场所

D. ②中含激素、淀粉、抗体、CO2等物质

【答案】B

的



【解析】

【分析】分析图可知，根据血流方向可以判断图中 A 为毛细血管动脉端，B 为毛细血管静脉端，①为细胞

内液，②为血浆，③为组织液，④为淋巴液，淋巴液、血浆和组织液构成细胞生活的内环境。

【详解】A、分析图可知，图中②为血浆，③为组织液，④为淋巴液，③组织液可大量渗回②血浆，少

量渗入④淋巴液，A 错误；

B、若①为脑细胞，A 处的血液流向 B 处，经过脑细胞代谢后，A 处的 O2浓度高于 B 处，而 CO2浓度相

反，B 正确；

C、①细胞内液是人体进行细胞代谢的主要场所，C 错误；

D、②血浆中含激素、抗体、CO2等物质，淀粉是植物特有的多糖，D 错误；

故选 B。

12.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列有关它们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它们包括传入神经与传出神经

B. 它们都属于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自主神经

C. 它们通常共同调节同一内脏器官，且作用一般相反

D. 交感神经使内脏器官的活动加强，副交感神经使内脏器官的活动减弱

【答案】C

【解析】

【分析】自主神经系统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当人体处于兴奋时，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心跳加

快，支气管扩张，胃肠蠕动减弱；当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副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心跳减慢，胃肠蠕动

加强。

【详解】A、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都属于外周神经系统的传出神经，A 错误；

B、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都属于外周神经系统的自主神经，B 错误；

C、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对同一内脏器官的作用时相反的，C 正确；

D、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在不同的状态下对内脏器官的活动所起的作用时不一样的。例如，当人体处于

兴奋时，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心跳加快，支气管扩张，胃肠蠕动减弱；当人体处于安静状态时，副交感

神经活动占优势，心跳减慢，胃肠蠕动加强，D 错误。

故选 C。

13. 下图为膝跳反射的结构示意图，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支配的伸肌和屈肌均属于效应器

B. 该反射弧完整就能形成反射

C. 在 3 处施加刺激引起屈肌收缩不属于反射

D. 若 1 处受损，膝跳反射现象消失

【答案】B

【解析】

【分析】反射弧结构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枢、传出神经和效应器五部分，是反射活动完成的结

构基础。根据题意和图示分析可知：1 是传入神经，2、3 是传出神经。

【详解】A、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支配的伸肌和屈肌均属于效应器，A 正确；

B、反射需要完整的反射弧和适宜的刺激，只有完整的反射弧不一定形成反射，B 错误；

C、反射需要经过完整的反射弧，在 3 传出神经处施加刺激引起屈肌收缩不属于反射，C 正确；

D、反射需要经过完整的反射弧，若 1 传入神经处受损，膝跳反射现象消失，D 正确。

故选 B。

14. 毒品可卡因是一种神经中枢类兴奋剂，能作用于神经递质多巴胺（DA）的转运体，降低 DA 的回收速

度从而使神经系统处于持续兴奋状态。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DA 合成后储存在突触小泡内以防止其被酶分解

B. DA 与突触后膜上的受体结合后，引起突触后膜出现内正外负的电位变化

C. 可卡因通过阻断多巴胺与受体的结合发挥作用

D. 可卡因可以延长多巴胺发挥作用的时间

【答案】C

【解析】

【分析】1、神经递质只存在于突触小泡中，只能又突触前膜释放，然后终于突触后膜上。

2、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并发挥作用后，迅速被间接或回收进细胞，以免持续发挥作用。

【详解】A、DA 合成后储存在突触小体内的突触小泡内以防止其被酶分解，A 正确； 

B、DA 是一种兴奋性递质，与突触后膜上的受体结合后，引起突触后膜 Na+的内流，出现内正外负的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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