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2026届高一（上）半期考试

生物试卷（答案在最后）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班级、学校在答题卡上填写清楚。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3.考试结束后，请将答题卡交回，试卷自行保存。满分100分，考试用时60分钟。

一、单选题（共40分）

1.美国细胞生物学家威尔逊曾经说过：“每一个生物科学问题的答案都必须在细胞中寻找。”他得出这一

结论的理由最可能是（ ）

A.所有新细胞都由老细胞分裂产生

B.有些生物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

C.各种生物的生命活动都是在细胞内或细胞参与下完成的

D.离体的叶绿体在一定的条件下能释放氧气

【答案】C

【解析】

【分析】细胞是生命活动结构单位和功能单位，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不能独立生活，必须寄生在细胞中进

行生活。生命活动离不开细胞是指单细胞生物每个细胞能完成各种生命活动，多细胞生物通过各种分化细

胞协调完成各种复杂的生命活动。

【详解】A、受精卵由精卵细胞结合而来，并非分裂得到，不能得出该结论，A错误；

B、单细胞生物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只能说明单细胞的生命活动在细胞内进行，但不能得出该结论，B错

误；

C、各种生物的生命活动都是在细胞内或细胞的参与下完成的，所以每一个生物科学问题的答案都必须在细

胞中寻找，C正确；

D、离体的叶绿体并没有细胞结构，但在一定条件下完成生命活动，不能得出该结论，D错误。

故选C。

2.施莱登和施旺建立了细胞学说，打破了植物学和动物学之间的壁垒，以下关于细胞学说不正确的是（ ）

A.应用了显微观察法和归纳法

B.新细胞由老细胞产生，为进化论的确立埋下了伏笔

C.揭示了动植物细胞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异性



D.细胞学说的建立标志着生物学的研究进入细胞水平

【答案】C

【解析】

【分析】细胞学说是由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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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细胞是由老细胞分裂产生的。

【详解】A、施莱登和施旺对部分动植物组织的观察得出“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并没有对所有的动物和

植物组织进行观察，采用的是不完全归纳法，因此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应用了显微观察法和归纳法，A正

确；

B、细胞学说认为新细胞由老细胞产生，揭示了细胞的统一性和生物体结构的统一性，使人们认识到各种生

物之间存在共同的结构基础，为后来生物进化论的确立埋下了伏笔，B正确；

C、细胞学说揭示了生物体结构的统一性，未揭示差异性，C错误；

D、该学说的建立标志着生物学的研究进入了细胞水平，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学的研究进程，D正确。

故选C。

3.最近，可可西里的一匹野狼因经常被路过游客投喂胖成“二哈”，下列各项与“小肠绒毛上皮细胞→上

皮组织→小肠→消化系统一狼”的层次一致的是（ ）

A.分生区细胞→分生组织→根→果实→青稞

B.蛋白质→骨骼肌细胞→骨骼肌→骨骼运动系统→藏羚羊

C.Na+→神经细胞→神经组织→脑→鼠兔

D.心肌细胞→心肌→心脏→血液循环系统→人

【答案】D

【解析】

【分析】分析题意：“小肠绒毛上皮细胞→上皮组织→小肠→消化系统→狼”的层次分别是细胞→组织→

器官→系统→个体。

【详解】A、题干信息对应的层次分别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分生区细胞→分生组织→根→果

实→青稞的层次依次为：细胞→组织→器官→器官→个体，即植物的根、果实均属于器官层次，不符合题

意：A错误；

B、题干信息对应的层次分别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蛋白质分子不属于生命系统结构层次，且

缺少器官层次，不符合题意，B错误；

C、题干信息对应的层次分别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Na+不属于生命系统结构层次，且缺少系

统层次，不符合题意，C错误；



D、题干信息对应的层次分别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心肌细胞→心肌→心脏→血液循环系统→

人的层次依次为：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符合题意，D正确。

故选D。

4.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发现的第7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关于该病毒的叙述错误的是（ ）

A.没有DNA B.没有蛋白质

C.没有染色体 D.没有细胞结构

【答案】B

【解析】

【分析】病毒主要由蛋白质外壳和核酸组成，没有细胞结构。病毒根据核酸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DNA病

毒和RNA病毒，病毒只含有一种核酸。

【详解】新冠病毒主要是由蛋白质外壳和RNA组成，没有DNA，没有细胞结构，没有染色体，只能寄生

在活细胞内才能生存，ACD正确，B错误。

故选B。

5.如下图所示，⑤⑥表示物镜与盖玻片之间的距离，乙和丙分别表示不同物镜下观察到的图像。下列分析

不正确的是（ ）

A.甲图中①②表示目镜，③④表示物镜

B.观察物像丙时应选用甲图中②③⑤组合

C.观察花生子叶细胞中的脂肪时，应先用甲图中④观察

D.若丙是由乙放大10倍后的物像，则细胞的面积增大为原来的10倍

【答案】D

【解析】

【分析】1、由低倍镜换用高倍镜进行观察的步骤是：移动玻片标本使要观察的某一物像到达视野中央→转

动转换器选择高倍镜对准通光孔→调节光圈，换用较大光圈使视野较为明亮→转动细准焦螺旋使物像更加

清晰。

2、题图分析，①②表示目镜，①的放大倍数小于②；③④⑤⑥表示物镜，③的放大倍数大于④；⑤的放大



倍数大于⑥；丙的放大倍数大于乙。

【详解】A、①②无螺纹，③④有螺纹，所以①②表示目镜，③④表示物镜，A正确；

B、据图判断，丙图是高倍镜下看到的视野，放大倍数越大，选用的目镜和物镜放大倍数要越大，物镜与观

察对象之间的距离越短，因此应选用②③⑤组合，B正确；

C、观察花生子叶细胞中的脂肪时，应先用低倍镜观察，物镜越长放大倍数越大，④为低倍物镜，C正确；

D、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长度或者是宽度的放大倍数，故细胞的面积增大为原来的100倍，D错误；

故选D。

6.下列有关4种常见细胞的示意图的说法，正确的是（ ）

A.a细胞既是一个细胞也是一个生物个体

B.b细胞是可以引起肺炎的支原体细胞

C.c细胞以DNA为遗传物质但没有染色体

D.d细胞可能是我国一级保护生物——发菜

【答案】C

【解析】

【分析】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相比，无成形的细胞核，无核膜、核仁、染色体，只有DNA和唯一的细胞器

--核糖体；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都含有DNA和RNA，遗传物质为DNA。

【详解】A、a细胞是红细胞，是多细胞生物体中的一种细胞，A错误；

B、b为神经细胞，有细胞核是真核细胞，B错误；

C、c为大肠杆菌，为原核生物，以DNA为遗传物质但没有染色体，C正确；

D、d细胞含有叶绿体、大液泡和细胞壁，没有中心体，是高等植物细胞，发菜属于蓝细菌是原核生物，D

错误。

故选C。

7.下图所示为生物体内的元素含量的关系情况，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I在非生物界中都能找到，但各元素的相对含量与非生物界大不相同

B.Ⅱ中的K含量虽少，却是人体正常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

C.Mn、Zn、Cu、Mg属于Ⅱ，P、S、Ca、Fe属于Ⅲ

D.在玉米细胞中干重含量最高的是C，在人体细胞中干重含量最多的是O

【答案】A

【解析】

【分析】1、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根据其含量不同分为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两大类。（1）大量元素是指含

量占生物总重量万分之一以上的元素，包括C、H、O、N、P、S、K、Ca、Mg；（2）微量元素是指含量占

生物总重量万分之一以下的元素，包括Fe、Mn、Zn、Cu、B、Mo等。

2、组成细胞的各种化学元素，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没有一种是自然界没有的，这体现了生物界与非生物

界具有统一性，但是每种元素在细胞内和无机自然界里的含量相差很大，说明生物界与非生物界存在差异

性。

【详解】A、I组成细胞的各种化学元素，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没有一种是自然界没有的，但各元素相对

含量与非生物界大不相同，A 正确；

B、K是大量元素，B错误；

C、Mg属于大量元素，Fe属于微量元素，C错误；

D、I在玉米细胞中干重含量最高的是O，在人体细胞中含量最多的是C，D错误。

故选 A。

8.苏轼诗中“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饴”是指麦芽糖，“酥”是指酥油。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

A.鉴定“饴”是否为还原糖，可将其溶解后滴加斐林试剂并水浴加热处理

B.小饼中的“饴”是谷粒中含量丰富的二糖，不能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

C.用显微镜观察苏丹Ⅲ染液染色后的“小饼”切片，可见细胞中橘黄色的脂肪颗粒

D.麦芽糖被分解为葡萄糖后进入肝脏细胞和肌肉细胞中合成糖原

【答案】C

【解析】

【分析】糖类大致可以分为单糖、二糖、多糖几类。不能水解的糖称为单糖，如葡萄糖、果糖、半乳糖、



核糖和脱氧核糖；二糖由两分子单糖脱水缩合而成，如蔗糖、麦芽糖、乳糖；生物体的糖类绝大多数以多

糖形式存在，如淀粉、纤维素、糖原、几丁质等。

【详解】A、“饴”是指麦芽糖，麦芽糖是还原糖，与斐林试剂发生作用，生成砖红色沉淀，该过程要50-65℃

水浴加热2min,A正确；

B、麦芽糖是二糖，不能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B正确；

C、制作酥饼时，细胞已经破裂，不能观察到细胞中的脂肪颗粒，C错误；

D、麦芽糖是二糖不能被人体直接吸收，故需被分解成葡萄糖进入人体细胞后可以合成多糖（肝糖原和肌糖

原），也可以转变成脂肪和某些氨基酸，D正确。

故选C。

9.下图中X代表某一生物学概念，其内容包括①②③三部分。下列与此概念图相关的描述错误的是（ ）

A.若X是多糖，①~③可以是几丁质、糖原、淀粉

B.若X是脂质，①~③可以是脂肪、磷酸、胆固醇

C.若X表示储能物质，则①~③可以是淀粉、糖原、脂肪

D.若X表示人体细胞内干重含量最多的3种元素，则①~③是C、O、N

【答案】B

【解析】

【分析】1、糖类一般由C、H、O三种元素组成，分为单糖、二糖和多糖，是主要的能源物质。常见的单

糖有葡萄糖、果糖、半乳糖、核糖和脱氧核糖等。植物细胞中常见的二糖是蔗糖和麦芽糖，动物细胞中常

见的二糖是乳糖。植物细胞中常见的多糖是纤维素和淀粉，动物细胞中常见的多糖是糖原。淀粉是植物细

胞中的储能物质，糖原是动物细胞中的储能物质。

2、组成脂质的化学元素主要是C、H、O，有些脂质还含有P和N，细胞中常见的脂质有：（1）脂肪：是由

脂肪酸与甘油发生反应而形成的，作用：①细胞内良好的储能物质；②保温、缓冲和减压作用。（2）磷脂：

构成膜（细胞膜、核膜、细胞器膜）结构的重要成分。（3）固醇：维持新陈代谢和生殖起重要调节作用，

包括胆固醇、性激素、维生素D等。

【详解】A、多糖包括几丁质、糖原、淀粉和纤维素，A正确；

B、脂质包括脂肪、磷脂、固醇，固醇包括胆固醇、性激素、维生素D，B错误；

C、淀粉、脂肪、糖原都是细胞中的储能物质，C正确；



D、人体细胞内干重含量最多的3种元素分别是C、O、N,D正确。

故选B。

10.图所示为水分子结构示意图，根据所学知识判断，下列错误的是（ ）

A.结构①这种弱引力的存在，使水具有较高的比热容

B.结构②使水分子成为极性分子，因此水是良好的溶剂

C.自由水是细胞内良好的溶剂，细胞中绝大部分的水是自由水

D.细胞中结合水的含量是不断变化的，结合水越多，细胞代谢越旺盛

【答案】D

【解析】

【分析】1、自由水：细胞中绝大部分以自由水形式存在的，可以自由流动的水，其主要功能是：（1）细胞

内良好的溶剂；（2）细胞内的生化反应需要水的参与；（3）多细胞生物体的绝大部分细胞必须浸润在以水

为基础的液体环境中；（4）运送营养物质和新陈代谢中产生的废物。

2、结合水：细胞内的一部分与其他物质相结合的水，它是组成细胞结构的重要成分。

3、代谢旺盛的细胞中，自由水所占比例增加。若细胞中结合水所占比例增大，有利于抵抗不良环境（高温、

干旱、寒冷等）。

【详解】A、①是氢键，由于氢键这种弱引力的存在，使得水在常温下具有流动性、具有较高比热容，A正

确；

B、②是共价键，氢、氧原子对电子的吸引能力不同，使得水分子具有不对称性，带有正电荷或负电荷的分

子（或离子）都容易与水结合，使水成为良好的溶剂，B正确；

C、细胞中绝大部分水是自由水，水的作用至关重要，自由水是细胞内良好的溶剂，C正确；

D、细胞中自由水的含量是不断变化的，自由水所占比例越大，细胞代谢越旺盛，D错误。

故选D。

11.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如图为对刚收获的小麦种子所做的一系列处理，据图分析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A.①和②在来年春天浸泡后均能够萌发形成幼苗

B.③为灰白色的灰烬，这些灰烬是小麦种子中的蛋白质

C.④和⑤是同一种物质，但是在细胞中存在形式和含量不同

D.点燃后产生的CO
2
中的C全部来自于种子中的脂质

【答案】C

【解析】

【分析】题图分析，①为种子晒干的过程，②为种子烘干的过程，③为种子燃烧后剩下的灰分，即无机盐，

④为自由水，⑤为结合水。

【详解】A、②为烘干的种子，结合水被破坏，故②不能够能萌发形成幼苗，A错误；

B、小麦种子燃烧殆尽后的③为无机盐，B错误；

C、④为自由水，⑤为结合水，故④和⑤是同一种物质，但是在细胞中存在形式和含量不同，C正确；

D、点燃后产生CO
2
中的C来自于种子的糖类、脂质、蛋白质等有机物，D错误。

故选C。

12.下列是小明同学在校园内看到的几种状况和他做出的处理办法，其中不太恰当的是（ ）

A.学校内树叶泛黄，他告诉校园管理人员可以尝试施用一定浓度的Mg2+溶液

B.学校黄桷树过冬，他告诉校园管理人员减少灌溉以抵抗寒冷

C.同桌最近视力下降了，小明告诉同桌可以多吃点鱼眼，吃什么补什么

D.足球队队员训练后大汗淋漓，他告诉运动员要喝淡盐水

【答案】C

【解析】

【分析】1、细胞中结合水和自由水比例不同，细胞的代谢和抗逆性不同，当细胞内结合水与自由水比例相

对增高时，细胞的代谢减慢，抗性增强；反之代谢快，抗性差。

2、细胞内根据元素含量的高低分为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两大类。大量元素：C、H、O、N、P、S、K、Ca、

Mg；微量元素如：Fe、Mn、Zn、Cu、B、Mo等。

【详解】A、镁是叶绿素的重要成分，缺镁会使叶片发黄，故学校树叶片泛黄，他告诉学校管理人员需施用

一定浓度的Mg2+溶液是合理的，A正确；

B、减少灌溉，减少自由水的含量，有利于提高其抗寒能力，B正确；

C、视力下降了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缺乏维生素A，吃鱼眼不能提供维生素A，C错误；

D、汗液中含有水和无机盐，故运动员运动后要喝淡盐水，补充水和无机盐，D正确。



故选C。

13.西湖龙井闻名天下，西湖龙井茶扁平光滑挺直，滋味鲜爽甘醇。成品茶封纯净清澈、香味持久，其中含

有茶多酚、氨基酸、维生素D等营养成分，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西湖龙井茶滋味鲜爽甘醇，是茶叶细胞中含有较甜的果糖但不含葡萄糖

B.茶叶中的维生素D属于脂质，可被苏丹Ⅲ染成橘黄色

C.成品茶叶中含有多糖，但茶水中不含纤维素

D.成品茶叶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其中的氨基酸都是必需氨基酸

【答案】C

【解析】

【分析】脂质包括脂肪、磷脂、固醇（胆固醇、性激素、维生素D）。纤维素属于多糖，但不容于水。

氨基酸的种类：氨基酸分为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是指人体（或其它脊椎动物）不能合

成或合成速度远不适应机体的需要，必需由食物蛋白供给，这些氨基酸称为必需氨基酸。

【详解】A、动植物细胞中均含有葡萄糖，所以西湖龙井茶滋味鲜爽甘醇，是茶叶细胞中含有较甜的果糖也

含葡萄糖，A错误；

B、茶叶中的维生素D属于脂质，能被苏丹III染成橘黄色是脂肪，B错误；

C、成品茶叶中含有多糖，例如纤维素，纤维素不溶于水，所以茶水中不含纤维素，C正确；

D、成品茶叶中的氨基酸既有必需氨基酸也有非必需氨基酸，D错误。

故选C。

14.正常的生鸡蛋的蛋白呈液体凝胶状态，但经煮沸后的蛋白却呈固体状态，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高温导致了蛋白质空间结构发生改变

B.高温导致了氨基酸序列发生了改变

C.高温煮熟后的鸡蛋不能被双缩脲试剂染色

D.高温煮熟后的鸡蛋比生鸡蛋更不易被消化

【答案】A

【解析】

【分析】高温、过酸、过碱以及重金属盐均会导致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发生改变，使其变性。

【详解】AB、依据题意“正常的生鸡蛋的蛋白呈液体凝胶状态，但经煮沸后的蛋白却呈固体状态”，是因

为高温导致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使其变性，但不会使其氨基酸序列发生改变，A正确，B错误；

C、双缩脲试剂检测的是肽键，高温不会破坏肽键，高温煮熟后的鸡蛋能被双缩脲染色，C错误；

D、高温使蛋白质分子的空间结构变得伸展、松散，容易被蛋白酶水解，所以吃熟鸡蛋容易消化使肽键暴露

更容易被消化，D错误。



故选A。

15.科学家使用巯基乙醇和尿素处理牛胰核糖核酸酶（一种蛋白质），可以将该酶去折叠转变成无任何活性

的无规则卷曲结构。若通过透析的方法除去导致该酶去折叠的尿素和巯基乙醇，再将没有活性的酶转移到

生理缓冲溶液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核糖核酸酶活性得以恢复。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由于巯基乙醇和尿素处理破坏了蛋白质中的肽键，故该酶失去了活性

B.牛胰核糖核酸酶空间结构的形成与肽链的盘曲、折叠方式等有关

C.这个实验说明环境因素能通过影响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来影响其功能

D.牛胰核糖核酸酶和胰蛋白酶的单体中至少含有一个氨基和一个羧基

【答案】A

【解析】

【分析】分析题干信息及题图可知，巯基乙醇和尿素可以使牛胰核糖核酸酶（一种蛋白质）酶失去活性，

当通过透析的方法除去导致酶去折叠的尿素和巯基乙醇时，该核糖核酸酶又复性，说明巯基乙醇和尿素没

有改变氨基酸的序列，只是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暂时发生变化。

【详解】A、由题意知，由于巯基乙醇和尿素处理改变了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才使酶失去了活性，但并没有

破坏肽键，A错误；

B、牛胰核糖核酸酶的化学本质是蛋白质，蛋白质的形成过程是氨基酸脱水缩合形成多肽，一条肽链或多条

肽链盘曲折叠形成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的蛋白质，故牛胰核糖核酸酶空间结构的形成与肽链的盘曲、折叠

方式等有关，B正确；

C、题中显示，巯基乙醇和尿素处理改变了牛胰核糖核酸酶的空间结构导致其变性；用透析法除去尿素和巯

基乙醇并将失去活性的牛胰核糖核酸酶转移到生理缓冲液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核糖核酸酶活性得

以恢复，该过程是通过去除影响蛋白质的空间结构的因素进而恢复其功能，因此，该实验能说明环境因素

能影响蛋白质的空间结构进而影响其功能，C正确；

D、胰核糖核酸酶和胰蛋白酶的化学本质均是蛋白质，其基本单位都是氨基酸，而氨基酸的结构中至少有一

个氨基和一个羧基，D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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