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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十堰市六县市区一中教联体学校 2024-2025 学年高二

上学期 11 月月考试题

一、选择题：本部分共 20 题，每题 2 分，共 40 分。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 假说-演绎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孟德尔和摩尔根都使用该方法研究了遗传的规

律，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提出问题：都是在观察和分析基础上提出问题

B. 提出假说：都将相应的基因与特定的染色体联系起来

C. 演绎推理：都设计了测交实验来验证其假说

D. 实验结果：都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实验结果

【答案】B

〖祥 解〗孟德尔发现遗传定律用了假说—演绎法，其基本步骤：提出问题→作出假说→演

绎推理→实验验证→得出结论。①提出问题（在纯合亲本杂交和 F1 自交两组豌豆遗传实

验基础上提出问题）。②做出假设（生物的性状是由细胞中的遗传因子决定的；体细胞中的

遗传因子成对存在；配子中的遗传因子成单存在；受精时雌雄配子随机结合）。③演绎推理

（如果这个假说是正确的，这样 F1 会产生两种数量相等的配子，这样测交后代应该会产

生两种数量相等的类型）。④实验验证（测交实验验证，结果确实产生了两种数量相等的类

型）。⑤得出结论（就是分离定律）。

【详 析】A 、孟德尔和摩尔根都是在对实验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的，A 

正确；

B 、孟德尔时期还没有基因和染色体的概念，没有将基因与特定染色体联系起来，摩尔根

将基因与特定染色体联系起来了，B 错误；

C 、孟德尔和摩尔根都设计了测交实验来验证其假说，C 正确；

D 、他们都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实验结果，D 正确。

故选 B。

2. 如图为某二倍体生物进行细胞分裂过程中相关物质的数量变化曲线图（设一个正常体细

胞中的染色体数目为 2N）。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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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虚线代表该生物细胞染色体数目变化，实线代表该生物细胞中 DNA 数量变化

B. 虚线上 D 点和 L 点相关物质数量加倍的原因相同

C. 该生物进行 AG 段分裂方式比 HQ 段分裂方式细胞周期短

D. 该生物的细胞在 PQ 段形态会发生改变

【答案】B

〖祥 解〗分析曲线图：图中实线表示 DNA 含量变化规律，虚线表示染色体数目变化规

律，AG 段表示有丝分裂过程，HQ 段表示减数分裂过程。

【详 析】A、细胞内 DNA 包括细胞核 DNA 和细胞质 DNA，由于间期细胞核内 DNA 复

制，所以图中实线表示细胞核内染色体上的 DNA 数量的变化，A 错误；

B、D 点和 L 点染色体数目均由于着丝粒分裂而加倍，B 正确；

C、AG 段为有丝分裂，HQ 段为减数分裂，进行减数分裂的细胞无细胞周期，C 错误；

D、由图无法判断该生物是否为雄性生物，故无法判断细胞在 PQ 段形态是否会发生改变，

D 错误。

故选 B。

3. 女娄菜性别决定类型为 XY 型。女娄菜有宽叶和窄叶两种叶形，且宽叶为显性。控制这

对相对性状的基因 D/d 位于 X 染色体上，含有基因 d 的花粉致死。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 窄叶雄株的 Xd来源于母本，窄叶雌株的 Xd来源于母本或父本

B. 杂合宽叶雌株与宽叶雄株杂交，子代宽叶雄株与宽叶雌株的比例为 1：2

C. 纯合宽叶雌株与窄叶雄株杂交，子代中仅有雄株，且全部为宽叶

D. 若亲本杂交后代雄株均为宽叶，则亲本雌株是纯合子

【答案】A

〖祥 解〗XY 型性别决定的生物中，基因型 XX 代表雌性个体，基因型 XY 代表雄性个

体，含有基因 d 的花粉不育即表示雄配子 Xb不育，雌配子正常，则该群体中不会存在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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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 XdXd的个体。

【详 析】A、窄叶性状个体的基因型为 XdXd或 XdY，由于父本无法提供正常的 Xd配子，

故雌性后代中无基因型为 XdXd的个体，故窄叶性状不可能出现在雌株中，窄叶雄株的 Xd

来源于母本，A 错误；

B、杂合宽叶雌株与宽叶雄株的基因型分别为 XDXd和 XDY，由于母本产生两种比例均等的

雌配子，二者杂交产生的子代中宽叶雄株（XDY）与宽叶雌株（XDXD、XDXd）的比例为

1：2，B 正确；

C、纯合宽叶雌株（XDXD）与窄叶雄株（XdY）杂交，由于亲本雄株只能产生一种雄配子

（含 Y 染色体），因此，子代中仅有雄株，且全部为宽叶，因为母本只提供了 XB配子，C

正确；

D、宽叶雄株（XDY）其 XD 来自母本，若亲本杂交后代雄株均为宽叶，则亲本雌株是纯合

子（XDXD），D 正确。

故选 A。

4. 科学家在研究细胞中的 DNA 复制时发现了两个事实，事实 1：DNA 复制时一条模板链

是 3′→5′走向，其互补链在 5′→3′方向上连续合成，称为前导链；另一条模板链是 5′→3′走

向，其互补链也是沿 5′→3′方向合成，但在复制过程中会形成许多不连续的小片段，最后

许多不连续的小片段在 DNA 连接酶的作用下连成一条完整的 DNA 单链，称为后随链。事

实 2：原核生物和真核生物线粒体 DNA 复制时只有一个复制起点，真核生物核 DNA 复制

时会出现多个复制起点。基于上述事实，不能推出的结论是（　　）

A. 原核生物 DNA 复制时，后随链各小片段之间可在 DNA 连接酶作用下通过氢键相连

B. 真核生物核 DNA 复制时 DNA 聚合酶只能催化 DNA 单链由 5′→3′方向延伸

C. 真核生物核 DNA 复制时前导链可能也需 DNA 连接酶作用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 DNA 单

链

D. 线粒体 DNA 与原核生物 DNA 的复制特点相似，二者可能有共同的起源

【答案】A

〖祥 解〗DNA 分子进行半保留复制，一条子链的合成是连续的，另一条子链的合成是不

连续的；DNA 解旋酶能使双链 DNA 解开，且需要消耗 ATP；DNA 在复制过程中，边解

旋边进行半保留复制。

【详 析】A、原核生物 DNA 复制时后随链各小片段之间可在 DNA 连接酶作用形成磷酸

二酯键，从而将其连接起来，A 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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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题意，无论前导链还是后随链，其合成过程中都只能由 5′→3′方向延伸，说明 DNA

复制时 DNA 聚合酶只能催化 DNA 单链由 5′→3′方向延伸，B 不符合题意；

C、依题意，真核生物核 DNA 复制时多个复制起点会形成多个前导链片段，这些片段也需

要 DNA 连接酶作用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单链，C 不符合题意；

D、依题意，真核生物线粒体 DNA、原核生物 DNA 复制的特点相似，都只有一个复制起

点，表明二者可能有共同的起源，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A。

5. 下图为 DNA、蛋白质与性状的关系示意图，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DNA mRNA  
① ②

某段 蛋白质 性状

A. 进行①过程时是以 DNA 的一条链为模板

B. 进行②过程时不同 tRNA 所转运的氨基酸不同

C. DNA 上发生碱基对的改变，不一定导致蛋白质结构的改变

D. 镰状细胞贫血体现了基因通过控制蛋白质的结构直接控制生物体的性状

【答案】B

〖祥 解〗基因控制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控制性状，有两种方式：（1）基因通过控制酶的合成

来控制代谢过程，进而控制生物体的性状。（2）基因通过控制蛋白质的结构，直接控制生

物体的性状。基因与基因、基因与基因产物、基因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精

细地调控生物体的性状。

【详 析】A、过程①表示 DNA 的转录，转录是以 DNA 的一条链为模板合成 RNA 的过

程，A 正确；

B、每种 tRNA 只能识别并转运一种氨基酸，不同的 tRNA 转运的氨基酸可能相同，B 错

误；

C、基因发生突变，但是密码子具有简并性，所以蛋白质的结构可能不变，C 正确；

D、基因可以通过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控制生物的性状，镰状细胞贫血体现了基因通过控

制蛋白质的结构直接控制生物体的性状，D 正确。

故选 B。

6. 如图所示为结肠癌发病过程中细胞形态和部分染色体上基因的变化。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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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示中与结肠癌有关的基因互为等位基因

B. 结肠癌的发生是多个基因突变累积的结果

C. 图中染色体上基因的变化说明基因突变是随机和定向的

D. 上述基因突变可传递给子代细胞，从而一定传给子代个体

【答案】B

〖祥 解〗基因突变：DNA 分子中发生碱基对的增添、缺失和替换，引起基因结构改变。

基因突变不改变基因的数量和排列顺序。

【详 析】A、等位基因位于同源染色体的相同位置上控制相对性状的基因，图中与结肠癌

有关的基因位于一组非同源染色体上，A 错误；

B、由图可知，当 4 处基因突变累积后，正常细胞才成为癌细胞，即结肠癌的发生是多个

基因突变累积的结果，B 正确；

C、基因突变的随机性即基因突变可以发生在个体发育的任何时期、任何一个 DNA 分子

中，DNA 分子任何部位，图中过程可说明基因突变具有随机性，但基因突变具有不定向

性，C 错误；

D、基因突变若发生在配子中，可遗传给后代，基因突变若发生在体细胞中，一般不能遗

传给后代，D 错误。

故选 B。

7. 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东侧中海拔的某种鸣禽种群 X，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历经上百万

年，逐渐演变为现今两个不同的鸣禽物种，其中物种 1 仍分布于中海拔，但物种 2 分布于

低海拔。研究发现，种群分布区域的扩大是喜马拉雅山鸟类新物种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具体演化进程如图所示。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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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种群 X 内部个体间体型、翅长方面的差异，体现了遗传多样性

B. 物种 1 和物种 2 的形成过程说明地理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

C. 喜马拉雅山鸟类新物种的形成仅是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的结果

D. 不同海拔环境的选择使两个种群发生了不同类型的变异

【答案】A

【详 析】A、种群 X 内部的个体为同一物种，个体间体型、翅长方面的差异体现了遗传多

样性，A 正确；

B、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统称为隔离，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B 错误；

C、喜马拉雅山鸟类新物种的形成是不同物种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协同进化的结果，C

错误；

D、不同海拔高度环境的选择使种群的基因频率定向改变，不能使种群发生定向的变异，

D 错误。

故选 A。

8. 酮体(包括乙酰乙酸、β-羟基丁酸和丙酮)是肝脏细胞中脂肪氧化分解的中间产物，并最

终被转移至脑、心脏等器官氧化供能。健康人体血液中、酮体含量少，糖代谢紊乱时，血

液中酮体增加导致酸中毒，可出现神志不清等症状。下列相关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酮体可从组织液转移至血浆中

B. 酮体可缓解脑组织利用葡萄糖障碍导致的脑细胞供能不足

C. 脂肪氧化分解生成酮体发生在内环境中

D. 血液中酮体过量可能导致内环境 pH 偏低

【答案】C

〖祥 解〗人体的细胞外液血浆、淋巴液和组织液构成了人体的内环境，凡是血浆、淋巴

液、组织液的成分，都是内环境的成分。内环境的成分有：机体从消化道吸收的营养物

质；细胞产生的代谢废物如尿素；机体细胞分泌的物质如激素、分泌蛋白等；氧气、二氧

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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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析】A、分析题意可知，酮体是肝脏细胞中脂肪氧化分解的中间产物，血浆和组织液

之间的物质可以双向交换，故酮体可从组织液转移至血浆中，A 正确；

B、分析题意可知，酮体最终可以被转移至脑、心脏等器官氧化供能，故酮体可缓解脑组

织利用葡萄糖障碍导致的脑细胞供能不足，B 正确；

C、脂肪氧化分解生成酮体发生在肝脏细胞内，不属于内环境中发生的过程，C 错误；

D、结合题干信息“血液中酮体增加导致酸中毒”可知，血液中酮体过量可导致酸积累，导

致内环境 pH 偏低，D 正确。

故选 C。

9. 如图为人体局部组织示意图，其中①②③④分别表示人体内不同部位的液体，⑤处箭头

表示血液流动方向。据图判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若细胞③为脑细胞，则⑤处的 O2浓度低于①处的，而 CO2浓度正好相反

B. ④的循环受阻会使组织渗透压降低，从而引起组织水肿

C. 内环境的稳态就是指①②④中温度、渗透压及 pH 的相对稳定

D. 细胞无氧呼吸产生的乳酸可与①中的 NaHCO3发生反应使其 pH 维持基本稳定

【答案】D

〖祥 解〗分析题图可知①是血浆，②是组织液，③是细胞内液，④是淋巴（液）。

【详 析】A、若细胞③为脑细胞，则其正常呼吸需要消耗内环境中的 O2并将 CO2释放至

内环境中，因此⑤处的 O2浓度高于①处的，而 CO2浓度相反，A 错误；

B、④中循环受阻使得组织液中的部分物质无法通过淋巴循环回到血浆，从而使组织液渗

透压升高，进而引起组织水肿，B 错误；

C、内环境的稳态就是指①②④中的组成成分和理化性质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C 错误；

D、①血浆中存在缓冲物质，细胞进行无氧呼吸产生乳酸进入①血浆中，与①血浆中的

NaHCO3与之发生作用，使 pH 基本稳定，D 正确。

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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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表表示人体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的物质组成和含量的测定数据。叙述错误的是

（    ）

成分/（mmol·L-1） Na+ K+ Ca2+ Mg2+ Cl- 有机酸 蛋白质

② 142 5.0 2.5 1.5 103.3 6.0 16.0
①

③ 147 4.0 1.25 1.0 114.0 7.5 1.0

④ 10 140 2.5 10.35 25 - 47

A. ①属于内环境，其中除表格中成分外，还含有多种激素和免疫活性物质

B. 与③相比，②中的蛋白质对其渗透压影响更大

C. ④是体内细胞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媒介

D. ②的蛋白质含量减少可能会导致③增多

【答案】C

〖祥 解〗分析表格：根据表格中 Na+和 K+的含量可以确定①（②③）为细胞外液，④为

细胞内液；血浆与组织液、淋巴（液）的最主要区别是血浆中蛋白质的含量高，所以根据

蛋白质含量高低可以确定②为血浆，③为组织液。

【详 析】A、根据表格中 Na+和 K+的含量可以确定①为细胞外液属于内环境，其中含有多

种激素和免疫活性物质，A 正确；

B、②血浆渗透压大小主要与无机盐及蛋白质的含量有关，③组织液渗透压大小主要与无

机盐含量有关，所以与③组织液相比，②血浆中的蛋白质对其渗透压影响更大，B 正确；

C、④是细胞内液，体内细胞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媒介是①细胞外液，C 错误；

D、当②血浆的蛋白质含量减少时，血浆渗透压降低，水分进入③组织液中，引起组织液

增多，从而导致组织水肿，D 正确。

故选 C。

11. 酒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种饮品。但酒又和普通的饮品不同，过量饮酒会影响人的身

心健康。醉酒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醉酒是指患者一次饮用大量酒精（乙醇）后发生

的机体机能异常状态，常见于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麻醉。以下相关描述正确的是（    ）

A. 醉酒患者出现步态不稳，表明酒精麻醉了大脑维持身体平衡的中枢

B. 醉酒患者出现言语含糊、语无伦次，表明酒精麻醉了言语区的 H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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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醉酒患者第二天头脑恢复清醒后经常忘记醉酒当天经历的一些事情，这说明酒精影响了

人的记忆，其中长时记忆与大脑皮层下一个形状像海马的脑区有关

D. 醉酒患者呼吸急促，说明酒精干扰了脑干的呼吸中枢

【答案】D

〖祥 解〗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其中大脑皮层是调节躯体运动的最高级中枢；

小脑中有维持身体平衡的中枢；脑干有许多维持生命必要的中枢，如呼吸中枢；下丘脑有

体温调节中枢、水平衡的调节中枢，还与生物节律等的控制有关；脊髓是调节躯体运动的

低级中枢。

【详 析】A、小脑中有维持身体平衡的中枢，醉酒患者出现步态不稳，表明了酒精麻醉了

小脑，A 错误；

B、醉酒患者出现言语含糊、语无伦次，表明了酒精麻醉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中的 S

区，B 错误；

C、醉酒患者第二天头脑恢复清醒后经常忘记醉酒当天经历的一些事，这说明酒精影响了

人的记忆，其中短时记忆与大脑皮层下一个形状像海马的脑区有关，C 错误；

D、脑干是呼吸中枢，醉酒患者呼吸急促，说明酒精干扰了脑干的呼吸中枢，D 正确。

故选 D。

12. 人体中的血红蛋白（Hb）构型主要有 R 型和 T 型，其中 R 型与氧的亲和力是 T 型的 500

倍，血液 pH 升高、温度下降等因素都可以使血红蛋白由 T 型转化为 R 型。已知血红蛋白氧

饱和度与血红蛋白-氧亲和力呈正相关，如图表示氧分压与血红蛋白氧饱和度的关系。下列

说法错误的是（    ）

A. 血液流经组织后，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有利于氧合血红蛋白释氧

B. 血红蛋白的构型由 R 型变为 T 型时，实线 b 向虚线 c 方向偏移

C. 机体运动后或炎症等能使组织温度增高，实线 b 向虚线 a 方向偏移

D. R 型和 T 型之间的相互转化，有利于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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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祥 解〗血红蛋白氧饱和度与血红蛋白-氧亲和力呈正相关，人体中的血红蛋白（Hb）构

型主要有 R 型和 T 型，其中 R 型与氧的亲和力是 T 型的 500 倍，因此 a 为 R 型，c 为 T

型，b 为对照。

【详 析】A、血液流经组织后，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氧分压低，血红蛋白氧饱和度下降，

有利于氧合血红蛋白释氧，A 正确；

B、R 型与氧的亲和力是 T 型的 500 倍，血红蛋白的构型由 R 型变为 T 型时，血红蛋白氧

饱和度下降，实线 b 向虚线 c 方向偏移，B 正确；

C、机体运动后或炎症等能使组织温度增高，氧供应不足，血红蛋白氧饱和度下降，实线

b 向虚线 c 方向偏移，C 错误；

D、R 型和 T 型之间的相互转化，有利于氧气的运输，有利于以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

D 正确。

故选 C。

13. 已知一个神经细胞在小白鼠体内生活在组织液中，其静息电位和因某适宜剁激而友生

的一伙动作电 L 如图甲所示。将这一完整的神经细胞分离并置于某溶液 E 中（溶液中的成

分能确保神经元正常生活），其静息电位和因同一适宜刺激而发生的一次电位变化可能如

乙、丙、丁图所示。只考虑 K+、Na+两种离子的影响，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甲图:组织液中 K+浓度比细胞内的高,Na+浓度比细胞内的低

B. 乙图:E 液中 Na+、K+两种离子的浓度都比组织液中的高

C. 丙图:E 液中 K+浓度与组织液相同,Na+浓度比组织液中的低

D. 丁图:E 液中 K+浓度比组织液高,Na+浓度与组织液中的相同

【答案】C

〖祥 解〗胞外 K+浓度升高→静息电位绝对值减小，K+浓度降低→静息电位绝对值增大；

胞外 Na+浓度升高→动作电位峰值升高，Na+浓度降低→动作电位峰值降低。

【详 析】A、静息电位是 K+外流形成的内负外正，一般情况下，规定膜外电位为零，则

膜内电位为负值，甲图的静息电位为-70，说明 K+外流形成的内负外正，细胞内 K+浓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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