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生物试题

时间：75 分钟分值：100 分

一、选择题：（本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

选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 组成下列物质的单体种类最多的是（    ）

A. 纤维素 B. RNA C. 淀粉 D. 胰岛素

【答案】D

【解析】

【分析】1、淀粉、糖原、纤维素的基本单位是葡萄糖，属于生物大分子。

2、蛋白质是由氨基酸脱水缩合而成的多聚体，它的单体是氨基酸。核酸有两种，其基本组成单位都是 4

种。

【详解】纤维素、淀粉为多糖，单体为葡萄糖，RNA 的单体为 4 中核糖核苷酸，胰岛素本质为蛋白质，蛋

白质的单体为 21 种氨基酸，ABC 错误，D 正确。

故选 D。

2. 对表中所列物质的检测，选用的试剂及预期结果都正确的是（    ）

待测物质 检测试剂 预期显色结果

① 蔗糖 斐林试剂 砖红色

② 脂肪 苏丹Ⅲ 橘黄色

③ 蛋白质 双缩脲试剂 紫色

A. ①③ B. ②③ C. ① D. ②

【答案】B

【解析】

【分析】某些化学试剂能够使生物组织中的相 关化合物产生特定的颜色反应。糖类中的还 原糖，如葡萄

糖，与斐林试剂发生作用，生成砖红色沉淀。脂肪可以被苏丹Ⅲ染液染成 橘黄色。蛋白质与双缩脲试剂

发生作用，产 生紫色反应。因此，可以根据有机物与某些 化学试剂所产生的颜色反应，检测生物组织 

中糖类、脂肪或蛋白质的存在。

【详解】①蔗糖不是还原糖，不能用斐林试剂检测，①错误；

②脂肪是脂溶性物质，可以被苏丹Ⅲ染液染成橘黄色，②正确；③蛋白质与双缩脲试剂发生作用，产



 生紫色反应，③正确；

综上所述，①错误，②③正确。

故选 B。

3. 细胞膜上的 Ca2+ 泵（载体蛋白），通过下图所示① ~ ③的过程完成 Ca2+ 的跨膜运输。据此不能得出（    ）

A. Ca2+ 的跨膜运输方式为主动运输

B. Ca2+ 泵具有 ATP 酶活性

C. 磷酸化的 Ca2+ 泵空间结构发生改变

D. 该过程不发生能量的转移

【答案】D

【解析】

【分析】题图分析，“Ca2+泵是一种能催化 ATP 水解的载体蛋白；通过 ATP 水解消耗该过程释放的能量实

现钙离子的转运，说明 Ca2+泵出细胞的方式是主动运输。

【详解】题图分析，“Ca2+泵是一种能催化 ATP 水解的载体蛋白；通过 ATP 水解消耗该过程释放的能量实

现钙离子的转运，说明 Ca2+泵出细胞的方式是主动运输，整个过程中，磷酸化的 Ca2+ 泵空间结构发生改

变，存在能量的转移，即 ATP 中的能量转移至 Ca2+ 泵上，ABC 正确，D 错误。

故选 D。

4. 为研究高光强对移栽幼苗光合色素的影响，某同学用无水乙醇提取色素，进行纸层析，如图为滤纸层析

的结果（Ⅰ、Ⅱ、Ⅲ、Ⅳ为色素条带）。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提取色素时加碳酸钙的目的是使研磨更充分

B. 色素Ⅱ、Ⅳ吸收光谱的吸收峰波长有差异

C. 高光强导致了该植物胡萝卜素的含量降低 D. 叶绿素含量增加有利于该植物抵御高光强



【答案】B

【解析】

【分析】绿叶中的色素有 4种，它们可以归为两大类：叶绿素和类胡萝卜素。 叶绿素包括叶绿素 a（蓝

绿色）和叶绿素 b（黄绿色），类胡萝卜素包括胡萝卜素（橙黄色）叶黄素（黄色）。

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主要吸收蓝紫光和红光，胡萝卜素和叶黄素主要吸收蓝紫光。根据色素在层析液中的

溶解度不同，可用纸层析法分离，滤纸条上从上到下依次为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和叶绿素 b。

【详解】A、提取色素时加碳酸钙的目的是使防止研磨中色素被破坏，A 错误；

B、色素Ⅱ、Ⅳ分别是叶黄素和叶绿素 b，叶黄素主要吸收蓝紫光，叶绿素 b主要吸收蓝紫光和红光，因

此吸收波长有差异，B 正确；

C、和正常光强相比，强光照条件下Ⅰ、Ⅱ的含量相对较高，Ⅲ、Ⅳ的含量相对较低，即表明强光照使该

植物的叶绿素含量降低、类胡萝卜素含量增加，C 错误；

D、强光照下，叶绿素含量降低，类胡萝卜素含量增加，说明类胡萝卜素含量增加有利于该植物抵御强光

照，D 错误。

故选 B。

5. 下图 1 表示在最适温度及 pH 为 b 时，α-淀粉酶催化淀粉水解产生麦芽糖的积累量随时间的变化；图 2

表示 pH 对α-淀粉酶活性的影响；图 3 表示用某种纤维素酶催化纤维素水解的实验来探究温度对酶活性的

影响。下列相关预期正确的是（    ）

A. 在探究 pH 对酶活性的影响时，盐酸可用于调节溶液的 pH，属于自变量 B. 若将温度升高 15 ℃，则

d 点右移，e 点上移



C. 纤维素酶催化纤维素水解的产物中加入斐林试剂产生砖红色沉淀

D. 若在 t₂时向丙组反应体系中增加底物的量，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那么在 t₃时，丙组产物总量增加

【答案】A

【解析】

【分析】1、影响酶活性的因素主要是温度和 pH，在最适温度（pH）前，随着温度（pH）的升高，酶活

性增强；到达最适温度（pH）时，酶活性最强；超过最适温度（pH）后，随着温度（pH）的升高，酶活

性降低。另外低温酶不会变性失活，但高温、pH 过高或过低都会使酶变性失活。

2、分析题图：图甲是酶活性受 pH 影响的曲线，其中 b 点是酶的最适 pH，在 b 点之前，随 pH 升高，酶

活性上升，超过 b 点，随 pH 上升，酶活性降低，直到失活；图乙中 d 点表示达到化学反应平衡所需时

间，e 点表示化学反应的平衡点。

3、纤维素酶能够催化纤维素水解成葡萄糖，葡萄糖是还原性糖，可与斐林试剂在加热时生成砖红色沉

淀。

【详解】A、在探究 pH 对酶活性的影响时，pH 属于自变量，盐酸可用于调节溶液的 pH，A 正确；

B、若将温度升高 15℃，酶活性会下降，则 d 点右移、e 点不变，C 错误；

C、纤维素酶能够催化纤维素水解成葡萄糖，葡萄糖是还原性糖，可与斐林试剂在加热时生成砖红色沉

淀，C 错误；

D、丙组的实验温度是 70℃，分析图 3 可知，此时纤维素酶已失活，所以，在 t2时向丙组反应体系中增加

底物的量，其他条件保持不变，t3时，丙组产物总量不会增加，D 错误；

故选 A。

6. 有关显微镜的知识正确的是（　　）

A. 一个细小物体若被显微镜放大 50 倍，这里“被放大 50 倍”是指放大该标本的面积

B. 当显微镜的目镜为 10×、物镜为 10×时，在视野直径范围内看到一行相连的 8 个细胞，若目镜不变、物

镜换成 40×时，则在视野直径范围内可看到一行相连细胞 2 个

C. 在用显微镜观察玻片标本时，如果要观察的物像位于视野的左上方，应向右下方移动玻片，将要观察

的物像移到视野的中央

D. 目镜的长短与放大倍数成正比

【答案】B

【解析】

【分析】1.显微镜下呈现的是上下、左右倒立的虚像，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长度或者是宽度的放大倍数，

放大倍数等于物镜的放大倍数和目镜放大倍数的乘积。2.光学显微镜主要由物镜、管镜和目镜组成。标本

经物镜和管镜放大后，形成放大倒立的实像；实像经目镜再次放大后，形成放大的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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