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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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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卷前务必将试题密封线内及答题卡上面的项目填涂清楚。所有答案都必须涂、写在答题卡

相应位置，答在本试卷上一律无效。

第Ⅰ卷 (选择题共 40 分)

说明：本卷共 4 页，共 20 道题，每题 2 分，共 40 分。每题只有一个最佳答案。选出正确答

案后，用 2B 铅笔将答题卡上相应的字母代号（A、B、C、D）涂黑，如需改动，须先用橡皮

擦干净，再改涂其他答案。

1.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认知一岁中时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

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在此过程中先民主要运用了（）

A. 实验法 B. 观察法 C. 测量法 D. 调查法

【答案】B

【解析】

【分析】科学探究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和资料分析法等。

A．实验法是利用特定的器具和材料，通过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验操作和观察、记录分析，发现或验证科学

结论。题中叙述的某同学将蝉放在以温度为变量的环境中饲喂，并在同一时间段内统计蝉的鸣叫次数，是

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验操作和观察、记录分析的，符合实验法的要求，故 A 不符合题意。

B．观察法是在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用自己的感官外加辅助工具，对客观事物进行

系统的感知、考察和描述，以发现和验证科学结论。观察法要求观察者对动物不施加任何影响，真实观察

并记录。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认知一岁中时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

因此在此过程中先民主要运用了观察法，故 B 符合题意。

C．测量法是按照某种规律，用数据来描述观察到的现象，即对事物作出量化描述，故 C 不符合题意。

D．调查法是指通过一定的途径，深入实际了解特定事物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完成科技活动的方式，故 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2. 科学家观察小鼠在迷宫中的表现，甲组小鼠在完成走迷宫任务后会得到食物奖励，乙组小鼠在完成走迷

宫任务后不会得到奖励，统计结果记录如下表。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天数 1 2 3 4 5 6 7 8 9

甲组 9 8 7 6 5 4 3 2 1
平均错误次数

乙组 10 9 10 9 7 8 7 7 6

A. 甲组和乙组作为对照实验，变量是是否给予奖励

B. 取消奖励一段时间后，甲组小鼠错误次数可能会增多

C. 若改用蚯蚓做实验，则平均试错次数要低于小鼠

D. 不同小鼠走迷宫能力的差异由体内遗传物质控制

【答案】C

【解析】

【分析】学习行为是动物出生后在动物在成长过程中，通过生活经验和学习逐渐建立起来的新的行为。随

着训练天数的增加，小鼠走迷宫时平均转错的次数逐渐减少，由此得出的结论：经过训练，小鼠获得了走

迷宫的学习行为。

A．甲组小鼠在完成走迷宫任务后会得到食物奖励，乙组小鼠在完成走迷宫任务后不会得到奖励，因此，甲

组和乙组作为对照实验，变量是是否给予奖励，A 正确。

B．当学习行为建立以后，必须用食物刺激强化，才能巩固已建立起来的学习行为，否则，建立起来的学习

行为就会消退。所以长期取消奖励后，甲组转错次数将会增加，B 正确。

C．一般来说，动物越高等，学习能力越强、学习行为越复杂。蚯蚓比小鼠低等，蚯蚓的学习能力更弱，若

改用蚯蚓做实验，则平均试错次数要高于小鼠，C 错误。

D．学习行为是动物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通过环境因素的作用，由生活经验和学习获得的行为。学习行为

受遗传因素影响，不同小鼠走迷宫能力的差异由体内遗传物质控制，D 正确。

故选 C。

3. 许多描写植物的优美诗句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下列诗句中关于植物类群及其特征的描述正确

的是（）

A. “春来江水绿如染”，藻类植物利用孢子大量繁殖

B. “应怜屐齿印苍苔”，苔藓植物的茎叶中出现输导组织

C. “野蕨渐紫苞”，野蕨菜成熟以后会开出紫色的花朵



D. “落落青松子，岁寒抱孤独”，松树的种子外有果皮包被

【答案】A

【解析】

【分析】根据绿色植物的繁殖方式的不同一般把绿色植物分为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两大类。藻类植物、苔

藓植物、蕨类植物都不结种子，都靠孢子繁殖后代，属于孢子植物；种子植物包括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都用种子繁殖后代，裸子植物的种子裸露，无果皮包被着，被子植物的种子外面有果皮包被着，能形成果

实。

A．“春来江水绿如蓝”描写的是藻类植物，藻类植物结构简单，属于孢子植物，用孢子繁殖，A 正确。 

B．“应怜屐齿印苍苔”描写的是苔藓植物，苔藓植物通常具有类似茎和叶的分化，但是茎中没有导管，叶

中也没有叶脉，无输导组织，B 错误。

C．“野蕨渐紫苞”描写的是蕨类植物，蕨类植物属于孢子植物，利用孢子繁殖，不会开花，C 错误。

D．“落落青松子，岁寒抱孤独”描写的是松树，松树是裸子植物，种子外无果皮包被，D 错误。 

故选 A。

4. 将原来置于黑暗环境中的绿色植物移至光下后，二氧化碳（C02）吸收量的变化曲线如图所示。下列叙述

不正确的是（）

A. 曲线 ab 段表示绿色植物只进行呼吸作用

B. 曲线 bc 段表示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强度增加

C. b 点表示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强度相等

D. 曲线 cd 段下降的原因是部分气孔关闭

【答案】A

【解析】

【分析】1．图中：曲线 AB 段表示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只是光合作用速率小于呼吸速率；B 点表示绿

色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速率相等；曲线 BC 段表示绿色植物光合作用速率大于呼吸速率；整段曲线表明，

随光照强度递增，光合作用增强，但呼吸作用强度不变。

2．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吸收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的过程。



3．植物呼吸作用是将体内有机物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并且还会释放出能量的过程。

A．曲线 ab 段，a 点没有光照，只能进行呼吸作用，ab 段随着光照强度逐渐增强，开始进行光合作用，但

是小于呼吸作用强度，A 错误。

B．曲线 bc 段表示光照强度较高，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强度大于呼吸作用强度，植物表现为释放 CO2，B 正

确。

C．b 点表示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强度等于呼吸作用强度，植物表现 不吸收 CO2也不释放 CO2，C 正确。

D．cd 段光照强度过强，为防止水分散失过快部分气孔关闭，因此吸收的 CO2量减少，D 正确。

故选 A。

5. 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是高度统一的，下列有关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玉米种子内只有一片子叶，作用是吸收并转运营养物质

B. 保卫细胞外侧细胞壁比靠近气孔腔的内侧壁薄，有利于气孔开合

C. 皮肤的表皮属于保护组织，具有防御和保护功能

D. 北欧人鼻长、鼻梁挺，有利于抵御寒冷空气

【答案】C

【解析】

【分析】植物的基本组织主要有保护组织、营养组织、输导组织、分生组织等；动物的基本组织包括上皮

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结缔组织。植物没有动物的组织，动物也没有植物的组织。

A．玉米属于被子植物中的单子叶植物，其种子的结构包括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其中胚是由胚芽、胚轴、

胚根和子叶组成的，子叶只有一片，其紧贴胚乳，在种子萌发过程中能够吸收并转运营养物质，把胚乳中

的营养物质转运到胚芽、胚轴和胚根，供给它们进行生长发育，故 A 正确。

B．通过观察会发现，保卫细胞外侧细胞壁比靠近气孔腔的内侧壁薄，容易伸展，当保卫细胞吸水膨胀时气

孔张开，反之气孔关闭，这样有利于气孔开合，故 B 正确。

C．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它主要是由表皮和真皮组成的，表皮具有保护和防御功能，属于上皮组织，保

护组织属于植物的组织，故 C 错误。

D．北欧人鼻长、鼻梁挺，能够对吸入的空气起到温暖和湿润等作用，从而有利于抵御寒冷空气，故 D 正

确。

故选 C。

6. 生物圈中的动物种类繁多，形态千差万别，下列有关动物的叙述正确的是（）

A. 血吸虫属于扁形动物，有口有肛门

B. 海蜇身体柔软，属于软体动物

C. 鸵鸟气体交换的场所是肺和气囊

为



D. 蜥蜴体表具角质鳞片，更加适应陆地生活

【答案】D

【解析】

【分析】①无脊椎动物：身体内没有由脊椎骨组成的脊柱的动物。如：腔肠动物、扁形动物、线形动物、

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等。

②脊椎动物：身体内有由脊椎骨组成的脊柱的动物。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

A．扁形动物的身体呈两侧对称；背腹扁平；有口无肛门。代表动物有：华枝睾吸虫、血吸虫、绦虫、涡虫

等，A 错误。 

B．腔肠动物的身体呈辐射对称；体表有刺细胞；有口无肛门。代表动物有：海葵、海蛰、珊瑚虫、水螅等，

B 错误。 

C．鸟类 呼吸方式是双重呼吸，当吸气时，气体一部分进入肺，在肺内进行气体交换，一部分经过肺，再

进入气囊，在气囊内储存。当呼气时，气囊内的气体进入肺，在肺内进行气体交换。所以，每呼吸一次，

在肺内进行两次气体交换。双重呼吸提高了气体交换的效率，有利于鸟的飞行生活。因此，鸵鸟气体交换

的场所是肺，气囊辅助呼吸，C 错误。 

D．蜥蜴体表具角质鳞片，能够防止体内水分的蒸发，更加适应陆地生活，D 正确。 

故选 D。

7. 在分类上，白菜和萝卜同科不同属，白菜和辣椒同纲不同科。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以上分类单位中，最小的单位是属

B. 萝卜和辣椒之间也有共同特征

C. 与辣椒相比，白菜和萝卜的亲缘关系近

D. 与萝卜相比，白菜和辣椒的共同特征多

【答案】D

【解析】

【分析】为了弄清生物之间的亲缘关系，生物学家根据生物之间的相似程度，把它们分成不同的等级，生

物分类的等级从高到低依次是：界、门、纲、目、科、属、种。最大的等级是界，最小的等级是种。

A．白菜和萝卜同科不同属，白菜和辣椒同纲不同科，可以看出以上最小的分类单位是属，A 正确。 

B．萝卜与辣椒同属于双子叶植物纲，二者之间有共同特征，B 正确。 

C．白菜和萝卜同科不同属，白菜和辣椒同纲不同科，与辣椒相比，白菜和萝卜 亲缘关系近，C 正确。 

D．白菜与萝卜同科，白菜和辣椒同纲，科比纲小，分类等级越小，亲缘关系越近，共同特征也多，白菜和

萝卜的共同特征比辣椒的多，D 错误。 

故选 D。  

的

的



8. 如图是鸟卵结构示意图，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A. ①②④⑦⑧对鸟卵都有保护作用

B. ④⑥都能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物质

C. ⑤是胚盘，内含遗传物质，将来发育成雏鸟

D. 受精鸟卵的⑤⑥⑧构成一个卵细胞

【答案】D

【解析】

【分析】图是鸟卵的结构，①是卵壳，②是卵壳膜，③是气室，④是卵白，⑤是胚盘，⑥是卵黄，⑦是

系带，⑧是卵黄膜。

A．①卵壳对卵有保护作用；②卵壳膜紧贴卵壳起保护作用；④卵白包裹着卵细胞，起保护作用；⑦系带

使卵细胞位于鸟卵中央，起保护作用；⑧卵黄膜位于卵细胞表面，对鸟卵都有保护作用，A 正确。

B．卵黄和卵白里贮存养料和水分，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物质，B 正确。

C．⑤是胚盘，里面含有细胞核，受精后将来发育成雏鸟，C 正确。

D．鸟卵的卵细胞包括⑥卵黄、⑧卵黄膜以及⑤胚盘，而受精卵的胚盘在雌鸟体内就开始发育了，D 错误。

故选 D。

9. 模式图能够清晰的反映生物学现象之间的关系，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A. 若该图表示生命起源的化学进化过程，则甲阶段发生在原始大气中

B. 若该图表示人类进化的历程，则乙时期的人类还不会使用火

C. 若该图表示家蚕的发育过程，则延长丙期可以提高蚕丝产量

D. 若该图表示白酒的酿造过程，则乙步骤表示霉菌的糖化过程

【答案】C

【解析】

【分析】完全变态发育，昆虫在个体发育中，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等 4 个时期的发育，叫完全变态发

育。完全变态发育的幼虫与成虫在形态构造和生活习性上明显不同，差异很大。如蝶、蚊、蝇、菜粉蝶、

蜜蜂，蚕等。

A． 



化学起源说将生命的起源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无机小分子生成有机小分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

从有机小分子物质生成生物大分子物质；第三个阶段，从生物大分子物质在原始海洋中逐渐积累，组成多

分子体系；第四个阶段，有机多分子体系演变为能够生长、生殖、遗传的原始生命。 米勒的实验向人们证

实，生命起源的第一步甲阶段，从无机小分子物质形成有机小分子物质，是在原始大气中进行的，A 正确。

B．人类的进化的四个阶段：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图中的乙时期表示能人，能人不会用火，直

立人才开始使用火，B 正确。 

C．家蚕的发育过程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 4 个时期，是完全变态发育。家蚕由受精卵发育成幼虫，取食

桑叶，经过 4 次蜕皮，停止取食桑叶，吐丝结茧，要使蚕丝产量提高，应设法延长家蚕发育的幼虫期，增

加其体内的营养物质。幼虫期是乙期，C 错误。 

D．白酒的酿造过程：灭菌、糖化、发酵、过滤等其中乙步骤是糖化过程，利用的是霉菌将淀粉分解为葡萄

糖，D 正确。 

故选 C。

10. 如图表示生态系统中某条食物链中四种生物体内有机物的相对含量。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食物链可表示为甲←丙←乙←丁

B. 图中生物与非生物成分可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C. 生产者是甲，处于第三营养级的生物是乙

D. 若乙的数量突然减少，甲和丙会增加，丁会减少

【答案】C

【解析】

【分析】（1）生态系统的成分包括非生物部分和生物部分，非生物部分主要包括光、水分、空气、温度、

土壤等；生物部分包括生产者（主要是绿色植物）、消费者（主要是动物）和分解者（主要是细菌和真菌）。

（2）在生态系统中，不同生物之间由于吃与被吃的关系而形成的链状结构叫做食物链。在食物链中只有生

产者和消费者，没有非生物部分和分解者。在书写食物链时，食物链的起点（第一营养级）必须是生产者，

第二营养级必须是初级消费者，第三营养级必须是次级消费者，第四营养级必须是三级消费者，以此类推，

以没有天敌的最高级消费者结束，箭头由被捕食者指向捕食者。



A．物质是能量的载体，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实现的，能量流动是单向的、逐级递减

的。在一条食物链中，随着营养级级别的升高，生物所获得的有机物和能量逐渐减少，生物的数量逐渐减

少，即营养级别越高的生物所含有机物越少，并且数量越少。由图可以看出，图中甲生物所含有机物最多，

营养级别最低，属于生产者（第一营养级）；丙次之，属于初级消费者（第二营养级）；乙再次之，属于次

级消费者（第三营养级）；丁最少，属于三级消费者（第四营养级）。因此，食物链可以表示为：甲→丙→

乙→丁，故 A 错误。

B．在食物链中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非生物部分和分解者，图中生物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它们与非

生物成分和分解者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故 B 错误。

C．图中的食物链是：甲→丙→乙→丁，因此生产者是甲，处于第三营养级的生物是乙，故 C 正确。

D．食物链中某一种生物数量减少或增多或导致其他生物数量增多或减少。在“甲→丙→乙→丁”这条食物

链中，若乙的数量突然减少，乙以丙为食，丙的数量会增多；丙以甲为食，甲的数量会减少；丁以乙为食，

丁的数量会减少，故 D 错误。

故选 C。

11. 图中 X 表示人体某结构，箭头表示血流方向，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A. 若 X 表示肺泡，则②处比①处氧气含量高

B. 若 X 表示小肠，则②处比①处营养物质浓度低

C. 若 X 表示胰腺，则②处比①处胰岛素含量增高

D. 若 X 表示大脑，则②处比①处二氧化碳含量高

【答案】B

【解析】

【分析】血液流经身体的各个器官时，往往发生物质交换，为组织细胞送去营养物质和氧气。

A．若 X 表示肺泡，则①是肺动脉，②是肺静脉，肺动脉内是静脉血，含氧少，肺静脉内是动脉血，含氧

多，因此②处比①处氧气含量高，A 正确。

B．若 X 表示小肠，则①是肠动脉，②是肠静脉，肠动脉内是动脉血，肠静脉内是静脉血，由于小肠是营

养物质吸收的主要场所，因此②处比①处营养物质浓度高，B 错误。

C．若 X 表示胰腺，则①是胰动脉，②是胰静脉，当人体血糖浓度升高时，胰腺中的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

素增多，因此②处比①处胰岛素含量增高，C 正确。

D．若 X 表示大脑，则①是脑动脉，②是脑静脉，脑动脉内是动脉血，脑静脉内是静脉血，由于大脑细胞

呼吸作用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因此②处比①处二氧化碳含量高，D 正确。



故选 B。

12. 如图是女性生殖系统的示意图，据图分析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A. 青春期女性出现月经初潮与①分泌的激素有关

B. 精子与卵细胞在③输卵管中结合形成受精卵

C. 受精卵移动到④中完成着床最终发育成胎儿

D. 胎儿的代谢废物通过胎盘和脐带经母体排出

【答案】C

【解析】

【分析】图中，①卵巢，②卵细胞，③输卵管，④子宫。

A．女性的主要生殖器官是①卵巢。卵巢的功能是产生卵细胞，并且分泌雌性激素。进入青春期，女孩的体

形开始发生变化，并且会出现月经，这和卵巢分泌的雌性激素有关，A 正确。

B．含精子的精液进入阴道后，精子缓慢地通过子宫，在③输卵管内与卵细胞相遇，有一个精子进入卵细胞，

与卵细胞相融合，形成受精卵，B 正确。

C．受精卵不断进行分裂，逐渐发育成胚泡，胚泡缓慢地移动到子宫中，最终植入子宫内膜，最终发育成胎

儿，C 错误。

D．哺乳动物的胎儿生活在子宫内半透明的羊水中，通过胎盘、脐带从母体获得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和氧，胎

儿产生的二氧化碳等废物，通过胎盘经母体排出，D 正确。

故选 C。

13. 免疫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体对病原体的抵抗力，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免疫的认识逐步深入，下列有关

免疫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胸腺是内分泌腺，属于人体免疫的第三道防线

B. 二次注射疫苗后，体内产生抗体的速度加快

C. 特异性免疫只针对特定的病原体或异物起作用

D. 过敏反应是由于人体免疫功能弱而引起的

【答案】D

【解析】



【分析】（1）免疫器官主要有胸腺、脾脏和淋巴结等，它们对淋巴细胞的发生、分化和成熟有重要作用，

因此脾和淋巴细胞属于人体免疫的第三道防线。

（2）免疫是指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从而破坏和排斥进入体内的

抗原物质，或人体本身产生的损伤细胞和肿瘤细胞等，以维持人体内部环境的平衡和稳定。

（3）非特异性免疫是生来就有的，人人都有，能对多种病原体有免疫作用；特异性免疫是出生后才有的，

只针对特定的病原体有防御作用。

A．第三道防线由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组成。胸腺属于免疫器官，是人体免疫的第三道防线，可有效帮助人

体抵抗各种病原体，故 A 正确。

B．疫苗是抗原，当第一次遭遇病原体入侵时，此时免疫系统产生大量抗体以清除体内抗原，直到抗原被清

除之后，抗体浓度开始下降并维持适当的水平。而当抗原第二次侵入人体内后，由于体内已拥有一部分抗

体能够识别该抗原，免疫系统将快速响应并分泌大量抗体以快速清除体内抗原，因此第二次注射疫苗后，

体内产生抗体的速度更快，产生抗体的量更多，故 B 正确。

C．特异性免疫又称为后天性免疫，只针对某一特定的病原体或异物起作用。而非特异性免疫是生来就有的，

人人都有，能对多种病原体有免疫作用，故 C 正确。

D．过敏反应是指已免疫的机体再次接受相同抗原刺激时所发生的反应，过敏反应的发生是由于人体免疫功

能过强造成的，故 D 错误。

故选 D。

14. 有关人体染色体、DNA 和基因（如图所示）的叙述，正确的是（）

A. 染色体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①DNA 和②蛋白质

B. ③是染色体，1 条染色体含有 2 个 DNA 分子

C. ②是遗传信息的载体，是生物主要的遗传物质

D. 同种生物不同部位的体细胞中，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不同

【答案】A

【解析】

【分析】染色体是细胞核中容易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物质，染色体是由 DNA 和蛋白质两种物质组成；DNA

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DNA 分子为双螺旋结构，像螺旋形的梯子；DNA



上决定生物性状的小单位叫基因。基因决定生物的性状。一条染色体由一个 DNA 分子组成，一个 DNA 分

子上有许多个基因。

A．染色体是细胞核中容易被碱性染料染成深色的物质，染色体是由 DNA 和蛋白质两种物质组成，A 正确。

B．①是染色体，1 条染色体含有 1 个 DNA 分子，B 错误。 

C．②是 DNA，DNA 是遗传信息的载体，是生物主要的遗传物质，C 错误。 

D．同种生物不同部位的体细胞中，染色体的形态和数目相同，D 错误。

故选 A。

15. 为理解生男生女的机会是均等的，某小组模拟了“精子与卵细胞随机结合”的实验，下列有关叙述错误

的是（）

A. 1 号桶标记为男性，2 号桶标记为女性

B. 1 号桶中黑、白两种棋子的数量应该相等

C. 黑色棋子代表精子，白色棋子代表卵细胞

D. 每次取完棋子记录后，需将棋子放回桶内再摇匀

【答案】C

【解析】

【分析】男性的性染色体是 XY，女性的性染色体是 XX，男性产生的精子含 X 和 Y 两种染色体，女性产生

的卵细胞只含 X 的染色体。1 号桶标记为男性，2 号桶标记为女性。

A．男性的性染色体是 XY，女性的性染色体是 XX，男性产生两种类型的精子，即含 X 和含 Y 染色体的精

子，且数量相同，女性产生的卵细胞只有一种，含有 X 染色体。因此，该实验中，1 号桶中用白色棋子与

黑色棋子分别模拟男性的含 X 染色体的精子和含 Y 染色体的精子，2 号桶中用白色棋子模拟含 X 染色体的

卵细胞，故 1 号桶中的棋子代表精子，2 号桶中的棋子代表卵细胞，A 正确。

B．1 号桶中黑、白两种棋子的数量必须相等，以模拟男性产生相同数量的含 X 和含 Y 染色体的精子，B 正

确。

C．1 号桶中黑色棋子代表含 Y 染色体的精子， 白色棋子代表含 X 染色体的精子；2 号桶中白色棋子代表

卵细胞。C 错误。

D．每次抽取完成后，需要将棋子放回原桶并摇匀，目的是确保棋子的比例不变，使实验结论更可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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