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七年级下册生物期中试卷及答案 B卷人教版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填写好自己的姓名、班级、考号等信息；

2．请将答案正确填写在答题卡上。

3．测试范围：人教版第四单元第一章～第四章知识点。

第 I卷（选择题，共 60分）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3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0分。在每个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21·辽宁丹东·一模）下列关于人类进化历程的排序，正确的是（　　）

①直立行走       ②制造工具       ③森林大量消失

           ④大脑发达

⑤使用工具       ⑥使用火         ⑦在群体中产生语言

       ⑧森林古猿下到地面

A．③⑧①⑤②⑥④⑦ B．③⑧⑤①②④⑥⑦

C．③①⑧⑥⑤④②⑦ D．⑧①⑥⑤⑦②③④

【答案】A

【分析】

人类进化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出现原始文化和意识的物质基础是头部和脑的进化。

【详解】

在距今约 1000万年~2 000万年前，古猿主要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里，像现在的黑猩

猩那样，过着以树栖为主的生活。后来随着气候转变，大片的森林变成了稀树草原，使古猿

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古猿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差异，从而产生了分化。大部

分古猿灭绝了；有一部分古猿从森林边缘退向深处，继续过着树栖生活，逐渐演化成了现代

的类人猿。下到地面生活的那一部分森林古猿，由于环境的改变和自身形态结构的变化，逐

渐能够直立行走，一代一代地向着直立行走的方向发展，上肢解放出来，臂和手逐渐变得灵

巧，能使用和制造工具。久而久之，人类祖先的双手变得越来越灵巧，他们用火烤制食物，

从而改善了身体的营养，大脑也越来越发达。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还产生了语言和意识，逐

渐形成了社会。就这样，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古猿逐渐进化成人类。



因此人类进化历程的排序是：③森林大量消失、⑧森林古猿下到地面、①直立行走、⑤使用

工具、②制造工具、⑥使用火、④大脑发达、⑦在群体中产生语言。

故选 A。

【点睛】

关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是考查的重点，多以选择题或是材料题的形式出现。

2．（2021·湖北南漳·一模）下列关于人类生殖和发育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婴儿的出生是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标志

B．睾丸是男性最主要的生殖器官，能产生精子

C．受精卵是在卵巢内形成的

D．人的发育是从青春期开始的

【答案】B

【分析】

人类受精的过程及胚胎发育过程如图：

【详解】

A．精子和卵细胞在输卵管内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是新个体发育的起点，受精卵的形成

是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标志，婴儿的出生标志一个新生儿的诞生，A错误。

B．睾丸能产生精子，也可以分泌雄性激素，是男性的主要的生殖器官，B正确。

C．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的过程叫受精，受精卵是在输卵管内形成的，C错误。

D．精子和卵细胞在输卵管内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是新个体发育的起点，青春期是人体

发育的重要时期，所以人的发育是从受精卵开始的，故 D错误。

故选 B。

【点睛】

解题的关键是理解男性生殖系统的组成，受精的概念，胚胎的发育。

3．（2021·山东罗庄·三模）你和你的同龄人正步入一生中最重要的生长发育时期——青

春期。图中的①②③分别表示人体脑、全身、生殖器官发育的比较曲线。下列有关叙述错误

的是（       ）



A．青春期脑的发育基本完成

B．青春期身高迅速增长

C．生殖器官从青春期开始迅速发育

D．生殖器官的发育与身体总发育基本一致

【答案】D

【分析】

青春期是一个生长和发育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其中身高突增是青春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其

次是体重增加，另外，神经系统和心、肺等器官的功能也显著增强，脑的功能也趋于完善。

青春期是人一生中身体发育和智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次性发育和性成熟也是青春期的重要

特征。

【详解】

A、从①曲线可以看出，在青春期脑的发育基本完成了，A正确。

B、从②曲线可以看出，在青春期身高和体重迅速增加，B正确。

C、从③曲线可以看出，在青春期以前生殖器官的发育基本停滞，青春期迅速发育，C正确。

D、从②③两条曲线可以看出：生殖器官的发育与身体总发育是不一致的，D错误。

故选 D。

【点睛】

解答此题的关键是知道青春期的发育特点。

4．（2021·辽宁营口·模拟预测）下列营养物质中，能为人体生命活动提供能量的是（    ）

①糖类；②脂肪；③蛋白质；④水；⑤无机盐；⑥维生素；⑦氧气；

A．①⑥⑦ B．①②④ C．①②③ D．①②⑤

【答案】C

【分析】

食物中营养物质分为能源物质（糖类、脂肪、蛋白质）和非能源物质（水、无机盐、维生

素）。

【详解】

食物中含蛋白质、糖类、油脂、维生素、无机盐、水等六大类营养物质，其中糖类、脂肪、

蛋白质都是组成细胞的主要物质，并能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水、无机盐、维生素不能提供

能量。糖类是主要的供能物质，能为人体提供能量；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物质，与

人体的生长发育以及细胞的修复和更新有重要关系，也能提供少量的能量；脂肪是备用能源，



一般存储在皮下备用。所以，能为人体生命活动提供能量的是：①糖类、②脂肪、③蛋白质，

故选 C。

5．（2021·云南·中考真题）某同学的妈妈因病手术，他为妈妈准备食品，最有利于伤口

愈合的是            （       ）

A．苹果、香蕉 B．牛奶、鸡蛋

C．巧克力、橙汁 D．面包、饼干

【答案】B

【分析】

食物中含有六大类营养物质：蛋白质、糖类、脂肪、维生素、水和无机盐，每一类营养物质

都是人体所必需的。

【详解】

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物质，人体的生长发育、组织的修复和更新等都离不开蛋白质。

此外，蛋白质还能被分解，为人体的生理活动提供能量。某同学的妈妈因病手术，需要修复

和更新细胞，应该多吃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奶、蛋、鱼、肉等含蛋白质丰富，应该注意补

充。苹果、香蕉、橙汁、巧克力、面包、饼干均不含蛋白质，可见 B符合题意。

故选 B。

6．（2021·湖南涟源·三模）水是生命之源，欧盟建议 9～13岁的孩子，每天喝水 1．68

升；14～18岁的少年，每天饮水量要达到 2升。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在天气炎热时或剧烈运动大量出汗后，需要及时补充淡盐水

B．水属于营养物质

C．水也可供给人体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

D．水参与人体的物质运输、体温调节等重要生理活动

【答案】C

【分析】

水是人体内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约占体重的 60%～70%，水是细胞的主要组成成分，人体

的各项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人体内的营养物质和废物都必须溶解在水里才能进行运输。

【详解】

A．天气炎热时或剧烈运动后人体会大量出汗，汗液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少量的无机盐、

尿素等物质，因此人在大量出汗后要及时补充淡盐水，A正确。

BC．水属于无机物，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但不能为人体提供能量，B正确，C错误。



D．人体产生的代谢废物，像尿素等含氮物质，需要溶解在水中才能排出体外，C正确。

故选 C。

7．（2021·山东沂水·二模）下表列出了甲、乙、丙、丁、戊 5种食物（各 100克）中除

水和无机盐以外的主要成分。据表分析，不正确的是（       ）

食物
糖类

（克）

脂肪

（克）

蛋白质

（克）

维生素 A

（毫克）

维生素 C

（亳克）

维生素 D

（亳克）

甲 0．4 90 6 4 7 40

乙 48．2 7 38 40 12 0

丙 8．8 9．5 65 7 10 14

丁 52 0．1 2．2 0 1 0

戊 18 2 6 3 220 0

A．有利于坏血病患者食用的食物是戊 B．有利于防治夜盲症的食物是乙

C．有利于儿童预防佝偻病的食物是甲 D．能提供最多能量的食物是丁

【答案】D

【分析】

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主要有糖类、脂肪、蛋白质、水、无机盐、维生素六大类，对人体各有

不同的功能，不同的食物含有的营养成分不同。

【详解】

A．维生素 C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维持骨肌肉和血液的正常生理作用，增长抵抗力，缺乏

维生素 C时患坏血症（牙龈出血）、抵抗力下降等，水果、新鲜蔬菜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C。

由表格数据可知：戊的维生素 C含量最高（220亳克/100克），有利于坏血病患者食用，A

正确。

B．缺乏维生素 A时，人体会患夜盲症。夜盲症就是在暗环境下或夜晚视力很差或完全看不

见东西。由表格数据可知：乙的维生素 A含量最高（40亳克/100克），有利于防治夜盲症，

B正确。

C．维生素 D促进钙、磷吸收和骨骼发育，缺乏维生素 D时引起佝偻病、骨质疏松等。由表

格数据可知：甲的维生素 D含量最高（40亳克/100克），有利于儿童预防佝偻病，C正确。



D．糖类、脂肪、蛋白质都是组成细胞的主要物质，并能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糖类是主要

的供能物质，能为人体提供能量；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物质，与人体的生长发育以

及细胞的修复和更新有重要关系，也能提供少量的能量；脂肪是备用能源，一般存储在皮下

备用。同等质量的糖类和脂肪，脂肪能提供更多的能量，故能提供最多能量的食物是含脂肪

最多（90克/100克）的甲食物，D错误。

故选 D。

【点睛】

了解人体需要的六大类营养物质，掌握各类营养物质对人体的主要作用，结合表中的数据，

即可解答此题。

8．（2021·甘肃天水·中考真题）膳食纤维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之一，对于维持身体健

康非常重要。下列食物中膳食纤维含量较多的是（       ）

A．牛肉 B．鱼肉 C．芹菜 D．牛奶

【答案】C

【分析】

膳食纤维是指除淀粉以外较复杂糖类物质，包括纤维素和果胶等，这些复杂的糖类物质人体

是不能消化的。

【详解】

人类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主要有糖类、脂肪、蛋白质、水、无机盐、维生素等六大类，现在把

膳食纤维列为第七类营养元素。膳食纤维主要存在于蔬菜、水果、海藻和粮食等植物性食物

中，纤维素等膳食纤维能促进胃肠的蠕动和排空，所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就会

排便通畅、降低人体内过高的血脂和血糖，有利于维护心脑血管的健康。选项中芹菜中含膳

食纤维较多，牛肉、鸡肉、牛奶含较多的蛋白质，C正确。

故选 C。

【点睛】

熟练掌握人体需要的主要的六大类营养物质。膳食纤维是人体的“第七类营养素”。

9．（2021·云南官渡·二模）为测定花生仁和核桃仁中的能量，某兴趣小组进行了以下操

作，其中错误的是（　　）

A．测定的花生仁和核桃仁的质量应相等

B．将温度计浸入到水中，接触瓶底，测出的水温更准

C．应该用花生仁和核桃仁进行多次实验



D．花生仁和核桃仁应尽量干燥，便于点燃

【答案】B

【分析】

《食物中的能量》实验步骤：

（1）事先用易拉罐做好带孔的装置，再取锥形瓶注入水，置于装置中，放入温度计，用带

孔的橡皮塞固定温度计，测量水温，作好记录。

（2）称出一粒干燥的花生种子的重量，将这粒花生种子用铁丝穿好，放到火焰上燃烧。

（3）让刚刚燃烧的种子尽快放到锥形瓶的底部。待这粒花生种子完全燃烧后，测量水温，

并做好记录。

【详解】

A．测定的花生仁和核桃仁的质量应相等，方便对比花生仁和核桃仁那个释放的能量多，A

正确。

B．将温度计浸入到水中，但不能接触瓶底，测出的水温才更准确，B错误。

C．只做一次实验会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和误差。为了尽量减少实验结果的误差，提高实验结

果的可信度，应该设置重复实验（或重复组），多做几次，然后取平均值，从而可以避免偶

然性，减小实验误差。故应该用花生仁和核桃仁进行多次实验，C正确。

D．花生仁和核桃仁应尽量干燥，便于点燃，也能减少因水分蒸发所带走的热量损失，D正

确。

故选 B。

【点睛】

正确识记并理解《食物中的能量》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是解题的关键。

10．（2021·云南盘龙·一模）有关人体的消化和吸收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            B．胰腺分泌的胰岛素可消化多种食物

C．胃液中含有多种消化酶                  D．大肠没有消化和吸收功能

【答案】A

【解析】

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消化道包括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消化

腺包括大消化腺和小腺体，大消化腺位于消化道外,包括唾液腺、肝脏和胰腺，小腺体包括

位于消化道内，包括胃腺和肠腺。



【详解】

A．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消化道包括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

消化腺包括大消化腺和小腺体，A正确。

B．胰腺分泌的胰液可消化多种食物，但胰岛素不能消化食物，B错误。

C．胃液中只含有胃蛋白酶，C错误。

D．大肠没有消化，但能够吸收少量的水，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D错误。

故选 A。

【点睛】

对于消化系统的组成以及消化器官的特点，可结合着消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掌握。

11．（2021·广西贺州·模拟预测）如图中，A、B、C、D依次表示你消化道中的某个部位，

曲线（X、Y、Z）表示淀粉、脂肪、蛋白质在消化道中被消化的程度。能代表蛋白质消化程

度的曲线是（       ）

A．X B．Y C．Z D．都可以

【答案】B

【分析】

营养物质的消化过程：

【详解】

淀粉、蛋白质、脂肪在消化道内开始被消化的部位分别是口腔、胃、小肠。所以，X表示淀

粉，Y表示蛋白质，Z表示脂肪。人体的消化系统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消化道自上而下依

次是：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和肛门。所以，A代表口腔，B代表咽和食道，C

代表胃，D代表小肠。



故选 B。

12．（2021·广东·鹤山市第二中学七年级阶段练习）某同学“探究淀粉在口腔内的消化”

的实验过程如下，该同学探究的问题是（　　）

A．温度是否影响酶的活性 B．唾液能否消化淀粉

C．碘液是否使淀粉变蓝色 D．淀粉酶是否能消化碘液

【答案】B

【分析】

（1）对照实验：在探究某种条件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时，对研究对象进行的除了该条件不同

以外，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实验。根据变量设置一组对照实验，使实验结果具有说服力。一般

来说，对实验变量进行处理的，就是实验组。没有处理是的就是对照组。

（2）唾液中的唾液淀粉酶将馒头中的淀粉分解成麦芽糖；淀粉遇碘变蓝色是淀粉的特性，

因此常用碘液来验证淀粉的存在。

【详解】

实验中 1号试管加入了清水，清水不能将淀粉分解，因此该试管中有淀粉存在，滴加碘液后

变蓝。实验中 2号试管加入了唾液，唾液中的唾液淀粉酶将淀粉分解为麦芽糖，麦芽糖遇碘

液不变蓝，因此该试管滴加碘液后不变蓝。对照 1号和 2号试管，变量是唾液，该同学探究

的问题是唾液能否消化淀粉。

故选 B。

13．（2021·江苏南京·七年级期中）下列叙述，不符合合理膳食的是（       ）

A．每日所摄取食物应多样，以奶类、豆类为主

B．一日三餐，间隔时间一般为 4~6小时

C．三餐热量分配约为 3：4：3

D．吃清洁卫生、未变质的食物



【答案】A

【分析】

合理膳食指的是由食物中摄取的各种营养素与身体对这些营养素的需要达到平衡，既不缺

乏，也不过多。

【详解】

A．为保证身体健康，提倡居民每天均衡饮食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粗细搭配，A不合理。

B．一日三餐，间隔时间一般为 4- 6小时，B合理。

C．合理膳食要求早、中、晚餐的能量摄入分别占 30%、40%、 30%，因此，每天摄入的总能

量中，早、中、晚三餐比例为 3：4：3，C合理。

D．吃清洁卫生、未变质的食物，D合理。

故选 A。

14．（2021·广东梅州·二模）2021年 3月中旬，沙尘天气大范围袭击我国北方地区，一

些微尘土可能透过层层防护通过人体呼吸道进入人体的“旅程”是（       ）

A．鼻→喉→咽→气管→支气管→肺         B．鼻→咽→气管→喉→支气管→肺

C．鼻→咽→喉→气管→支气管→肺         D．鼻→喉→咽→支气管→气管→肺

【答案】C

【解析】

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组成。

【详解】

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组成。呼吸道包括鼻、咽、喉、气管、支气管，呼吸道是气体的通道，

并对吸入的气体进行处理，使到达肺部的气体温暖、湿润、清洁，但是呼吸道对空气的处理

能力是有限的。肺是气体交换的场所，是呼吸系统的主要器官。所以，一些微尘土可能透过

层层防护通过人体呼吸道进入人体的“旅程”是：鼻→咽→喉→气管→支气管→肺。

故选 C。

【点睛】

正确识记并理解呼吸系统的组成是解题的关键。

15．（2017·山东青岛·中考真题）通常情况下，人体用鼻呼吸比用口呼吸好，原因是

（       ）

①鼻毛可阻挡吸入的尘埃　②鼻黏膜分泌的黏液可使吸入的空气变得清洁、湿润　③鼻黏膜

内丰富的毛细血管能温暖吸入的空气　④嗅细胞能接受气味的刺激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答案】A

【分析】

呼吸系统包括呼吸道和肺两部分。呼吸道的组成由上到下依次是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

管，是气体进出的通道。肺是气体交换的场所。

【详解】

呼吸系统由呼吸道和肺组成。呼吸道由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组成，是气体进入肺的

通道。肺是呼吸系统的主要器官，是进行气体交换的场所。鼻是呼吸系统的通道之一，①鼻

腔内有鼻毛，可以阻挡空气中灰尘的进入，对空气有清洁作用；②鼻黏膜分泌的黏液，可以

湿润空气和粘住灰尘，对空气有清洁和湿润作用；③鼻粘膜内分布着毛细血管，可以温暖空

气，而④嗅细胞能接受气味的刺激与呼吸道作用无关。

故选 A。

16．（2021·云南昭通·二模）人体呼吸系统中，属于食物与空气共同通道的结构是

（       ）

A．鼻腔 B．咽 C．喉 D．支气管

【答案】B

【分析】

咽是人体食物和气体的共同通道。

【详解】

呼吸系统的组成包括呼吸道和肺两部分。呼吸道包括鼻腔、咽、喉、气管、支气管，是呼吸

的通道，呼吸道保证了气体的清洁、湿润和畅通。消化系统的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消化道

包括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肛门。咽也是消化系统的结构之一，因此，咽是人

体食物和气体的共同通道。

故选 B。

【点睛】

熟记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组成是解题的关键。

17．（2021·广西贺州·二模）人平静呼吸时肺内气压变化示意图。处于 B点时肺内气压与

大气压的关系是（       ）



A．肺内气压>大气压

B．肺内气压=大气压

C．肺内气压<大气压

D．无法确定

【答案】B

【分析】

AB段的肺内气压与大气压的气压差是负值，表示肺内气压小于外界大气压，是吸气过程；

BC段的肺内气压与大气压的气压差是正值，表示肺内气压高于外界大气压，是呼气过程。

【详解】

呼吸运动的结果实现了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即肺的通气）。呼吸运动包括吸气和呼气两个

过程。由分析可知，AB段是吸气过程，BC段是呼气过程。而在吸气、呼气结束的那一瞬间，

肺内气压与大气压相等，此时肺内气压与大气压的差为零。所以本次呼吸中，B点肺内气压

与大气压的气压差是 0，表示肺内气压与大气压的值相等。

故选 B。

18．（2021·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教育科学研究所模拟预测）下列关于肺泡的叙述，错误

的是（    ）

A．肺泡外缠绕着丰富的毛细血管 B．痰是在肺泡内形成的

C．肺泡壁只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 D．支气管最细的分支末端形成肺泡

【答案】B

【分析】

在左、右支气管进入左右两肺形成的树枝状分支的末端，形成了许多肺泡。肺泡外面包绕着

毛细血管，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都很薄，只有一层上皮细胞构成。这些特点，适于肺泡与血

液之间进行气体交换。

【详解】

A．肺泡外缠绕着丰富的毛细血管，有利于进行气体交换，A正确。 

 B．气管和支气管的表面的黏膜上有腺细胞和纤毛，腺细胞分泌黏液，使气管内湿润，黏液

中含有能抵抗细菌和病毒的物质。纤毛的摆动可将外来的灰尘、细菌等和黏液一起送到咽部，

通过咳嗽排出体外形成痰，B错误。

C．肺泡的壁和毛细血管壁都很薄，只有一层上皮细胞构成，这些特点都有利于气体交换，C

正确。 



D．在左、右支气管进入左右两肺形成的树枝状分支的支气管末端，形成了许多肺泡，D正

确。 

故选 B。

19．（2021·黑龙江·中考真题）人体肺泡内的氧气进出血液，要通过几层细胞（　　）

A．一层 B．二层 C．三层 D．四层

【答案】B

【分析】

表示肺泡内的气体交换，从外界到肺泡内的气体氧气浓度高于肺泡毛细血管内的氧气浓度，

毛细血管中二氧化碳的浓度高于肺泡内的浓度，根据气体扩散作用的原理，气体总是由浓度

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故氧气由肺泡扩散到毛细血管中去，二氧化碳由毛细血管扩

散到肺泡中去。这样血液由肺动脉送来的含氧少、二氧化碳多的静脉血变成了肺静脉运走的

含氧多二氧化碳少的动脉血了。

【详解】

肺泡里的氧气扩散进入血液，要通过两层细胞，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只由一层细胞构成，故

选 B。

20．（2021·云南开远·一模）氧气进入人体最终被利用的场所是（       ）

A．肺 B．血液 C．心脏 D．组织细胞

【答案】D

【解析】

呼吸是指人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过程，包括肺的通气、发生在肺泡内的气体交换、气体

在血液中的运输、血液与组织细胞间的气体交换四个过程。

【详解】

人体呼吸过程如图所示：

因此，人体从外界吸入的氧气是被组织细胞利用的。组织细胞利用氧，是将有机物氧化分解、

释放能量，供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即有机物+氧气→二氧化碳+水+能量。故选 D。

【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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