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三阶段性调研监测考试

生物学试题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先将自己的学校、姓名、班级、座号、考号填涂在相应位置。

2．选择题答案必须使用 2B 铅笔（按填涂样例）正确填涂；非选择题答案必须使用 0．5 毫

米黑色签字笔书写，绘图时，可用 2B 铅笔作答，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3．请按照题号在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

题卷上答题无效。保持卡面清洁，不折叠、不破损。

一、选择题：本题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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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细胞膜上的 - 交换器（NCX）可利用 的浓度梯度来驱动 的排出，从而维持心肌

细胞内 的稳态。适当刺激会导致心肌细胞膜上的 通道打开， 内流，引起心肌细胞收缩。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NCX 发挥作用时空间构象不发生改变

B. 氧供应不足会影响 NCX 的正常工作

C. NCX 抑制剂会使心肌细胞更易收缩

D. 内流速度与膜两侧 的浓度差有关

【答案】A

【解析】

【分析】易化扩散又称协助扩散，具有顺浓度梯度运输、需要转运蛋白、不消耗能量的特点。主动运输具

有逆浓度梯度运输、需要载体蛋白、消耗能量的特点。

【详解】A、题意显示，心肌细胞膜上的 Na+ - Ca2+ 交换器（NCX）可利用 Na+ 的浓度梯度来驱动 Ca2+ 

的排出，即 Ca2+ 的排出方式为主动运输，该过程中 NCX 的空间构象发生改变，A 错误；

B、NCX 转运钙离子的过程是主动运输，消耗的是钠离子梯度势能，而钠离子的梯度势能的维持是需要消

耗能量的，因而可知，氧供应不足会影响 NCX 的正常工作，B 正确；

C、适当刺激会导致心肌细胞膜上的 Ca2+ 通道打开， Ca2+ 内流，引起心肌细胞收缩，若 NCX 被抑制，

则钙离子无法实现主动运出，因而也会影响细胞膜外钙离子浓度较高的状态，则受到适当刺激后，Ca2+ 内

流减少，钠离子内流增多，因而会使心肌细胞更易收缩，C 正确；

D、Ca2+ 内流是顺浓度梯度进行的，不消耗能量，因此钙离子内流的速度与膜两侧 Ca2+ 的浓度差有关，

D 正确。

故选 A。

2. 研究发现，低温处理一段时间后的葫芦藓叶片细胞变得不易发生质壁分离。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细胞保持活性是发生质壁分离的必要条件

B. 发生质壁分离的过程中，细胞液浓度逐渐增大

C. 低温环境下，葫芦藓叶片细胞内结合水与自由水的比值增大

D. 葫芦藓叶片细胞可通过降低细胞液渗透压来适应低温环境



【答案】D

【解析】

【分析】细胞内的水的存在形式是自由水和结合水，结合水是细胞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自由水是良好的

溶剂，是许多化学反应的介质，自由水还参与许多化学反应，自由水对于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运输具有

重要作用；自由水与结合水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相互转化，自由水与结合水的比值越高，细胞代谢越旺

盛，抗逆性越低，反之亦然。

【详解】A、活细胞的植物细胞才可能发生质壁分离，可见细胞保持活性是发生质壁分离的必要条件，A

正确；

B、发生质壁分离的过程中，细胞发生渗透失水，细胞液浓度逐渐增大，B 正确；

C、结合水越多，细胞抵抗干旱和寒冷等不良环境的能力就越强；低温环境下，葫芦藓叶片细胞内结合水

与自由水的比值增大，C 正确；

D、题干信息：低温处理一段时间后的葫芦藓叶片细胞变得不易发生质壁分离，可见葫芦藓叶片细胞可通

过提高细胞液渗透压来适应低温环境，D 错误。

故选 D。

3. GTP（鸟苷三磷酸）的结构和作用与 ATP 类似。线粒体分裂时，细胞质基质中具有 GTP 酶活性的发动

蛋白有序排布到线粒体分裂面的外膜上，组装成环线粒体的纤维状结构，该结构依靠 GTP 水解提供的能

量进行缢缩，使线粒体一分为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GTP 因含三个特殊的化学键而具有较多能量

B. GTP 酶为 GTP 的水解提供了活化能

C. 推测发动蛋白具有催化、运动等功能

D. GTP 去掉两个磷酸基团后的结构是组成 DNA 的基本单位

【答案】C

【解析】

【分析】ATP 的结构简式为 A-P～P～P，其中 A 代表腺苷，P 代表磷酸基团。水解时远离 A 的磷酸键容

易断裂，释放大量的能量，供给各项生命活动。

【详解】A、GTP 含有 2 个特殊的化学键，A 错误；

B、酶的作用机理是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而非提供活化能，B 错误；

C、结合题意分析可知，发动蛋白具有 GTP 酶活性，说明其具有催化作用，且线粒体分裂时发动蛋白有序

的排布到线粒体分裂面的外膜上，该过程体现了发动蛋白具有运动功能，C 正确；

D、GTP（鸟苷三磷酸）的结构和作用与 ATP 类似，GTP 去掉两个磷酸基团后的结构是组成 RNA 的基本

单位，D 错误。

故选 C。

4. 科研人员向线粒体仍保持完好的酵母菌匀浆中加入适量 NADH，并置于无氧条件下。在某一时刻向匀

浆中通入 ，检测到匀浆中 浓度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伴随着 浓度的下降，检测到线粒体内膜上

产生了大量的 ATP。已知 不能自由透过线粒体内膜，但可以自由透过线粒体外膜。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 NADH 最终与 的结合发生在线粒体内膜上

B. 加入 后， 以被动运输的方式运出线粒体基质

C. 浓度下降的过程中，伴随着能量的释放

D. 线粒体内、外膜上蛋白质种类和数量有较大差异

【答案】B

【解析】

【分析】由图所示结果可知，当向装置中通入 O2后溶液的氢离子浓度立即上升，说明通入 O2后，质子立

即从内膜向内外膜间隙转运，由此可证明线粒体内外膜间质子梯度差的产生和 NADH 的氧化有关。

【详解】A、NADH 与 O2结合发生在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场所为线粒体内膜，A 正确；

B、加入氧后，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立即上升，是因为 NADH 在有氧条件下氧化产生电子，线粒体内膜上发

生电子传递，形成了跨线粒体内膜的电势差和质子（氢离子）梯度差，随后缓慢下降并推动 ATP 合成，

说明 H+ 以主动运输的方式运出线粒体基质，之后 H+再顺浓度推动 ATP 的合成，B 错误；

C、H+ 浓度下降的过程中，伴随着 H+电化学梯度能量的释放，并推动 ATP 的合成，C 正确；

D、H+ 不能自由透过线粒体内膜，但可以自由透过线粒体外膜，说明线粒体内、外膜上蛋白质种类和数量

有较大差异，D 正确。

故选 B。

5. 关于“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的方式”实验，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设置的有氧条件组和无氧条件组均为实验组

B. 在有氧条件组中，可将空气直接通入酵母菌培养液

C. 若培养液中残留有葡萄糖，会对酒精的检测产生影响

D. 应将酵母菌培养液置于密闭条件下一段时间，再检测无氧呼吸释放出的 CO2

【答案】B

【解析】

【分析】探究酵母菌细胞呼吸方式实验的原理是：（1）酵母菌是兼性厌氧型生物；（2）酵母菌呼吸产生

的 CO2可用溴麝香草酚蓝水溶液或澄清石灰水鉴定，因为 CO2可使溴麝香草酚蓝水溶液由蓝变绿再变

黄，或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3）酵母菌无氧呼吸产生的酒精可用重铬酸钾鉴定，由橙色变成灰绿色。

【详解】A、设置的有氧条件组和无氧条件组均为实验组，因此 该实验为对比实验，A 正确；

B、有氧呼吸的装置中，不可将空气直接通入酵母菌的培养液，应先用 NaOH



吸收除去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否则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B 错误；

C、若培养液中残留有葡萄糖，会对酒精 检测产生影响，因为葡萄糖也会与酸性重铬酸钾发生反应，造

成干扰，C 正确；

D、应将酵母菌培养液置于密闭条件下一段时间，再检测无氧呼吸释放出的 CO2，这样可以保证引起澄清

石灰水变浑浊的是无氧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D 正确。

故选 B。

6. 凋亡小体是细胞凋亡过程末期出现的含胞质、细胞器及核碎片的小体。凋亡小体内的细胞器等被细胞膜

包绕，没有细胞内容物的外泄。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凋亡小体可以作为区分细胞凋亡和细胞坏死的标志

B. 细胞凋亡是免疫系统清除被病毒感染的细胞的重要手段

C. 凋亡小体一般不会引起机体的炎症反应

D. 细胞凋亡是基因决定的细胞程序性死亡，不受环境影响

【答案】D

【解析】

【分析】细胞凋亡指由基因决定的细胞自动结束生命的过程就叫细胞凋亡，又叫细胞编程性死亡。在成熟

的生物体中，细胞的自然更新、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的清除， 也是通过细胞凋亡完成的。 细胞凋亡对于

多细胞生物体完成正常发育，维持内部环境的稳定，以及抵御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

用。

【详解】A、细胞凋亡是基因决定的细胞自动结束生命的过程，而细胞坏死是外界不利因素引起的，凋亡

小体是细胞凋亡过程末期出现的含胞质、细胞器及核碎片的小体，凋亡小体可以作为区分细胞凋亡和细胞

坏死的标志，A 正确；

B、在成熟的生物体中，细胞的自然更新、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的清除， 也是通过细胞凋亡完成的，即

细胞凋亡是免疫系统清除被病毒感染的细胞的重要手段，B 正确；

C、凋亡小体内的细胞器等被细胞膜包绕，没有细胞内容物的外泄，凋亡小体一般不会引起机体的炎症反

应，C 正确；

D、细胞凋亡是基因决定的细胞程序性死亡，也会受到环境影响，D 错误。

故选 D。

7. 观察洋葱（2n=16）根尖细胞有丝分裂装片时，生物兴趣小组将不同时期的细胞标记为①～④。下列说

法正确的是（    ）



A. 向细胞①滴加秋水仙素，不会导致染色体数目加倍

B. 细胞②中的染色体形态稳定，可清晰的观察到 8 个四分体

C. 细胞③中发生了着丝粒分裂，其核 DNA 数目是细胞②的两倍

D. 细胞④处于末期，细胞膜逐渐向内凹陷，将细胞缢裂成两部分

【答案】A

【解析】

【分析】观察植物细胞有丝分裂实验：

1、解离：剪取根尖 2-3mm（最好每天的 10-14 点取根，因此时间是洋葱根尖有丝分裂高峰期），立即放

入盛有质量分数为 15%的氯化氢溶液和体积分数为 95%的酒精溶液的混合液（1：1）的玻璃皿中，在室

温下解离 3-5min；

2、漂洗：待根尖酥软后，用镊子取出，放入盛有清水的玻璃皿中漂洗约 10min。

【详解】A、细胞①处于前期，秋水仙素的作用是抑制有丝分裂前期纺锤体的形成，由于经过解离细胞已

经死亡，故向细胞①滴加秋水仙素，不会导致染色体数目加倍，A 正确；

B、细胞②中期，有丝分裂不出现四分体，故细胞②中不可观察到 8 个四分体，B 错误；

C、细胞③中发生了着丝粒分裂，其染色体数目是细胞②的两倍，但是核 DNA 数目一样，C 错误；

D、细胞④处于末期，植物细胞不会出现细胞膜逐渐向内凹陷，将细胞缢裂成两部分，同时细胞已经死

亡，也不会出现细胞板，D 错误。

故选 A。

8. 果蝇的长翅和截翅、正常眼和棘眼、体色褐色和黄色分别由等位基因 A/a、B/b、D/d 控制。现取一只长

翅正常眼褐色雌果蝇与一只长翅正常眼褐色雄果蝇作为亲本进行杂交实验①，再取一只基因型与实验①亲

本相同的雌果蝇和一只截翅棘眼黄色雄果蝇进行杂交实验②，F 表型及比例如表所示。不考虑突变，且雄

果蝇产生配子时不会发生染色体互换。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实验①

长翅♀：长翅♂：截翅♂=2：1：1

正常眼♀：棘眼♀：正常眼♂=1：1：2

褐色♀：黄色♀：褐色♂：黄色♂=3：1：3：1

实验②
♀♂均为：截翅正常眼：长翅棘眼：长翅正常眼：截翅棘眼=97：97：

3：3

A. 长翅、棘眼、褐色为显性性状

B. 亲本雌果蝇基因型为 Dd

C. 通过实验①分析，确定 A/a 基因仅位于 X 染色体上

D. 实验②的 F，中长翅正常眼褐色果蝇相互交配，获得隐性纯合个体的概率为 1/16

【答案】B

【解析】

【分析】基因自由组合定律的实质是：位于非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的分离或自由组合是互不干扰

的；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彼此分离的同时，非同源染色体上的非等位基因自由组

合。



【详解】A、仅根据实验①和实验②中的表型比例，不能直接确定长翅、棘眼、褐色为显性性状，需要进

一步分析杂交组合及后代比例关系才能判断性状的显隐性，A 错误；

B、对于实验②，♀均为截翅正常眼：长翅棘眼：长翅正常眼：截翅棘眼 = 97：97：3：3，这一比例不符

合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由于雄果蝇产生配子时不会发生染色体互换，说明亲本雌果蝇产生四种配子，且

出现多：多：少：少的情况，所以可以推测出亲本雌果蝇的基因型为 DdXAbXaB，B 正确；

C、从实验①的表型比例长翅♀：长翅♂：截翅♂ = 2:1:1 来看，长翅与截翅在雌雄中的比例不同，存在伴

性遗传的可能，但仅根据这一实验不能确定 A/a 基因仅位于 X 染色体上，也有可能位于 X 和 Y 染色体的

同源区段，C 错误；

D、由实验②可知，长翅正常眼褐色果蝇的基因型为 DdXAbY 和 DdXAbXaB，它们相互交配，由于 D/d 基

因位于常染色体，XAb/XaB位于性染色体，需要分别计算再相乘。对于 D/d 基因，Dd×Dd 得到隐性纯合子

dd 的概率为 1/4；对于 XAb/XaB基因，由于雌性个体产生配子时有可能发生染色体互换，计算得到隐性纯

合子的概率较为复杂，并非简单的 1/4，所以获得隐性纯合个体的概率可能不是 1/16，D 错误。

故选 B。

9. 理论上，下列关于人类遗传病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遗传咨询可确定胎儿是否患唐氏综合征

B. 产前诊断可确定胎儿是否患所有的先天性疾病

C. 红绿色盲在男性中的发病率等于该病致病基因的基因频率

D. 抗维生素 D 佝偻病在女性中的发病率等于该病致病基因的基因频率

【答案】C

【解析】

【分析】1、人类遗传病分为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异常遗传病：

（1）单基因遗传病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如并指）、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如白化病）、伴 X 染色

体隐性遗传病（如血友病、色盲）、伴 X 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如抗维生素 D 佝偻病）；

 （2）多基因遗传病是由多对等位基因异常引起的，如青少年型糖尿病；

（3）染色体异常遗传病包括染色体结构异常遗传病（如猫叫综合征）和染色体数目异常遗传病（如 21 三

体综合征）；

 2、遗传病的监测和预防：

（1）产前诊断：胎儿出生前，医生用专门的检测手段确定胎儿是否患某种遗传病或先天性疾病，产前诊

断可以大大降低病儿的出生率；

（2）遗传咨询：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有效的预防遗传病的产生和发展。

【详解】A、遗传咨询是医生对咨询对象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家族病史，对是否患有某种遗传病作出诊

断，但不能确定胎儿是否患唐氏综合征，产前诊断（如羊水检查、B 超检查等）才能确定胎儿是否患唐氏

综合征，A 错误；

B、产前诊断只能确定胎儿是否患有某种遗传病和先天性疾病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所有的先天性疾病，B

错误；

C、红绿色盲是伴 X 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男性只有一条 X 染色体，所以红绿色盲在男性中的发病率等于该

病致病基因的基因频率，C 正确；



D、抗维生素 D 佝偻病是伴 X 染色体显性遗传病，设致病基因为 D，女性的基因型为 XDXD、XDXd、

XdXd，女性中发病率为 P(XDXD) + P(XDXd)，不等于致病基因频率，D 错误。

故选 C。

10. 基因 M 发生基因突变导致了某种遗传病。下图为某患者及其父母基因 M 相关序列的检测结果（同源

染色体上的两个基因 M 均做检测，每个基因 M 序列仅列出一条链，其他未显示序列均正常）。父亲具有

①突变位点，母亲具有②突变位点，但均未患病；患者具有①和②突变位点。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该遗传病为单基因隐性遗传病

B. 该实例表明基因突变具有不定向性

C. 该患者患病的原因是其父母在产生配子的过程中发生了基因重组

D. 患者同源染色体的①和②位点间发生互换，可产生出正常的配子

【答案】C

【解析】

【分析】1、基因突变概念：DNA 分子中发生碱基的替换、增添和缺失，而引起的基因结构改变。基因突

变若发生在配子中，将遵循遗传规律传递给后代；若发生在体细胞中则不能遗传；

2、结合图示可知，患者获得父亲的下面一条链和母亲的下面一条链，均为突变的链，说明未突变 P 基因

的位点甲碱基对为 C-G、位点乙为 A-T。

【详解】A、父亲具有①突变位点，母亲具有②突变位点，但均未患病，而患者同时具有①和②突变位

点才患病，这符合隐性遗传病的特点，即隐性纯合子患病，杂合子不患病，A 正确；

B、从图中可以看出，基因 M 发生了不同位点 突变，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表明基因突变具有不定向

性，B 正确；

C、基因重组是指在生物体进行有性生殖的过程中，控制不同性状的基因的重新组合，而这里是基因突变

导致的遗传病，与基因重组无关，C 错误；

D、患者同源染色体的①和②位点间发生互换，就有可能使突变位点①和突变位点②出现在同一条染色

体上，另一条染色体上没有突变位点，从而产生出正常的配子，D 正确。

故选 C。

11. 细胞色素 c 是线粒体中普遍含有的一种蛋白质，约有 104 个氨基酸。据测算，细胞色素 c 的氨基酸序

列每 2000 万年才发生 1%的改变，而碳酸酐酶 I 的进化速度则快的多。不同生物与人的细胞色素 c 氨基酸

序列的差异如下表所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生物名称 黑猩猩 猕猴 袋鼠 鲨鱼 天蚕蛾 小麦 酵母菌

氨基酸差异/个 0 1 10 23 31 35 44



A. 细胞色素 c 可作为生物进化细胞水平的证据

B. 表中生物与人的亲缘关系最近的是黑猩猩

C. 细胞色素 c 的变化可反映出线粒体的进化历程

D. 若进一步研究人与黑猩猩的进化关系可选择碳酸酐酶 I

【答案】A

【解析】

【分析】分析表格信息可知，与人亲缘关系越近的生物，其细胞色素 c 的氨基酸组成的差异越小，与人亲

缘关系越远的生物，其细胞色素 c 的氨基酸组成的差异越大。

【详解】A、细胞色素 c 是蛋白质，可作为生物进化分子水平的证据，A 错误；

B、通过上表数据的比较可知：细胞色素 c 的氨基酸组成差异越小，亲缘关系越近，与人亲缘关系近的动

物是黑猩猩，B 正确；

C、细胞色素 c 是线粒体中普遍含有的一种蛋白质，所以细胞色素 c 的变化可反映出线粒体的进化历程，

C 正确；

D、细胞色素 c 的氨基酸序列每 2000 万年才发生 1%的改变，而碳酸酐酶 I 的进化速度则快的多，人和黑

猩猩的细胞色素 c 没有差异，所以若进一步研究人与黑猩猩的进化关系可选择碳酸酐酶 I，D 正确。

故选 A。

12. 视网膜感光细胞接受光刺激后产生兴奋，兴奋经双极细胞和视神经传递到大脑皮层视觉中枢形成视

觉。其中双极细胞可以分为 ON 双极细胞和 OF 双极细胞，感光细胞释放的谷氨酸可以引起 ON 双极细胞

兴奋，OF 双极细胞抑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视神经属于脑神经中支配内脏器官的神经

B. 感光细胞通过胞吐将谷氨酸释放到组织液不需要蛋白质的参与

C. ON 和 OF 双极细胞内的受体基因不同导致细胞膜表面受体不同

D. 适宜光线下读书会引起大脑皮层视觉中枢和 V 区兴奋

【答案】D

【解析】

【分析】兴奋的传导和传递的过程：

1、静息时，神经细胞膜对钾离子的通透性大，钾离子大量外流，形成内负外正的静息电位；受到刺激

后，神经细胞膜的通透性发生改变，对钠离子的通透性增大，钠离子内流，形成内正外负的动作电位；兴

奋部位和非兴奋部位形成电位差，产生局部电流，兴奋就以电信号的形式传递下去；

2、兴奋在神经元之间需要通过突触结构进行传递，突触包括突触前膜、突触间隙、突触后膜，其具体的

传递过程为：兴奋以局部电流的形式传导到轴突末梢时，突触小泡释放神经递质（化学信号），神经递质

作用于突触后膜，引起突触后膜产生膜电位（电信号），从而将兴奋传递到下一个神经元；兴奋在神经元

细胞间的传递时在突触部位发生的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化学信号→电信号。

【详解】A、视神经属于脑神经中支配头面部的神经，A 错误；

B、感光细胞通过胞吐将谷氨酸释放到组织液需要蛋白质的参与，但不需要载体蛋白，B 错误；

C、题意显示，感光细胞释放的谷氨酸可以引起 ON 双极细胞兴奋，OF 双极细胞抑制，这是因为 ON 和

OF 双极细胞膜表面与谷氨酸结合的受体不同，因而产生的效应不同，但 ON 和 OF 双极细胞内的基因是相

同的，只是进行了选择性表达，C 错误；



D、适宜光线下读书涉及的中枢为视觉中枢和视性语言中枢，即此时大脑皮层视觉中枢和 V 区兴奋，D 正

确。

故选 D。

13. 氟哌啶醇是一种抗精神病药物。研究发现氟哌啶醇可以作用于小鼠的大脑皮层，使小鼠不能随意运

动，但受刺激后可以跳跃。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注射氟哌啶醇的小鼠大脑无法正常发出指令

B. 氟哌啶醇通过抑制分解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酶活性而发挥作用

C. 电刺激注射了氟哌啶醇小鼠的前爪，前爪会产生收缩反应

D. 氟哌啶醇可以作为躁狂症发作期的治疗药物

【答案】B

【解析】

【分析】神经纤维未受到刺激时，K+外流，细胞膜内外的电荷分布情况是外正内负，当某一部位受刺激

时，Na+内流，其膜电位变为外负内正。神经元之间兴奋的传导是通过突触完成的，突触小泡内的神经递

质通过胞吐的方式进入突触间隙，作用于突触后膜，引起离子的跨膜运动，使其产生兴奋或抑制。

【详解】A、氟哌啶醇作用于小鼠的大脑皮层后，使小鼠不能随意运动，说明注射氟哌啶醇的小鼠大脑无

法正常发出指令，A 正确；

BD、氟哌啶醇通过促进分解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酶活性而发挥作用，使兴奋性神经递质减少，可用于治疗

躁狂症，B 错误，D 正确；

C、电刺激注射了氟哌啶醇小鼠的前爪，由于脊髓仍正常，因此前爪会产生收缩反应，C 正确。

故选 B。

14. 葡萄糖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机制与细胞中 ATP/ADP 比率有关。葡萄糖进入胰岛 B 细胞后经氧化分解使

ATP/ADP 比率改变，引起细胞膜上的 ATP 敏感性 K+通道关闭，抑制 外流，最终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机体进入高原缺氧时，胰岛素分泌会减少

B. 血浆中 浓度升高，会抑制胰岛素的分泌

C. 胰岛素作用于肝细胞时，可抑制肝糖原分解和非糖物质的转化

D. 某些神经递质作用于胰岛 B 细胞也可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答案】B

【解析】

【分析】胰岛 A 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能升高血糖，只有促进效果没有抑制作用，即促进肝糖原的分解

和非糖类物质转化；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是唯一能降低血糖的激素，其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促进血糖氧

化分解、合成糖原、转化成非糖类物质；抑制肝糖原的分解和非糖类物质转化。

【详解】A、机体进入高原缺氧时，有氧呼吸减弱，ATP 减少，会导致 ATP 敏感性 K+通道开放，促进 K+

外流，抑制胰岛素分泌，A 正确；

B、由题意可知，ATP 敏感性 K+通道关闭，抑制 K+外流，最终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当血浆中 K+ 浓度升

高时，K+外流受抑制，会促进胰岛素的分泌，B 错误；

C、胰岛素可抑制肝糖原分解和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糖，进而降低血糖，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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