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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届广东省大湾区二模联考生物试卷

学校: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班级：___________考号：___________

一、单选题

1．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立以来，东北虎的种群数量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下列措施不能扩

展东北虎生态位的是（    ）

A．森林植被修复 B．核心区生产生活退出

C．虎豹迁移扩散廊道建设 D．野生虎豹观测网络建设

2．下图为酵母菌细胞模式图，下列关于酵母菌生物膜的叙述正确的是（    ）

  

A．①的磷脂和蛋白质可以转移到细胞膜

B．②参与构成了酵母菌的生物膜系统

C．③的内外膜上都有嵴可促进呼吸作用

D．④上的核孔是染色体 DNA 进出的通道

3．下图是利用两种单细胞藻类各自的优势，通过细胞融合技术培育高产 DHA（一种不饱和

脂肪酸）、生长快速的融合藻的流程图。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A．①处需要用纤维素酶进行处理

B．②处均为两种藻细胞融合后的细胞

C．③处需检测融合细胞的 DHA 产量

D．目的藻株具有两个藻细胞的遗传信息

4．把大肠杆菌放在含 15N 的培养基中培养若干代，提取细胞中的 DNA 分子并离心，结果示

意图如图所示。把上述大肠杆菌转移到含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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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的培养基中繁殖 3 代，提取 DNA 进行离心，结果可表示为（    ）

A． B． C． D．

5．归纳法是指由一系列具体事实推出一般结论的思维方法，下列结论不是通过归纳法得出

的是（    ）

A．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来自于水 B．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C．生物大分子以碳链为基本骨架 D．基因通过蛋白质控制性状

6．皮肤中的色素能吸收阳光中的紫外线，从而减轻紫外线辐射对皮肤的伤害。青藏高原具

有强紫外线辐射，且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紫外线辐射越强。某研究团队检测了生活在青藏

高原不同海拔高度的高山倭蛙皮肤色素相对含量，结果如表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分布的海拔高度(米) 皮肤色素相对含量

2900 0.28

4500 0.47

A．高山倭蛙皮肤色素含量的差异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B．适应的形成离不开遗传变异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

C．生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高山倭蛙间存在协同进化

D．不同海拔高度的高山倭蛙的进化方向不完全相同

7．内环境稳态是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下列生理活动发生在内环境中的是

（    ）

A．神经递质在突触间隙中的扩散

B．胰岛 B 细胞合成胰岛素

C．米饭在口腔被唾液淀粉酶消化

D．突触小泡移向突触前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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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非常喜欢吃蚜虫分泌的“蜜露”。蚜虫受到其天敌瓢虫袭击时，会从尾部释放报警信息

素，将危险信息通知其他蚜虫，同时蚂蚁接收到信息也会赶来驱除瓢虫。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

A．报警信息素能传递化学信息

B．释放报警信息素有利于蚜虫躲避危险

C．报警信息素只会对蚜虫有利

D．报警信息素可作为信息调节种间关系

9．为验证酵母菌的呼吸方式，某小组进行了实验，实验方案和结果如表下列对①—④的判

断错误的是（    ）

培养液 葡萄糖溶液浓度 是否通入氧气
BTB 检

测
酸性重铬酸钾检测

酵母菌培养液 5% ① 黄色 ④

酵母菌培养液 5% ② ③ 灰绿色

注： BTB 为溴麝香草酚蓝溶液。

A．①为“是” B．②为“否” C．③为“蓝色” D．④为“橙色”

10．同一个体输卵管细胞与胰岛细胞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不同，其根本原因是这两种细胞的

（    ）

A．DNA 的碱基排列顺序不同

B．tRNA 不完全相同

C．合成的蛋白质不完全相同

D．mRNA 不完全相同

11．东亚飞蝗雌性（2n=24）性染色体组成为 XX，雄性只有 1 条 X 染色体。如图（雄性蝗

虫细胞减数分裂时部分染色体示意图）所示，X 染色体随机分配到一个子细胞中。下列关

于图中细胞的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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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含有 1 个四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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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在发生基因的自由组合

C．分裂得到的子细胞均含 12 条染色体

D．最终形成的配子只有一半能与卵细胞结合

12．某种植区在花椒树下种植草本中药材，散养土鸡，形成“花椒一中药材一土鸡”的立体农

业模式，花椒产量不受影响，还能生产出品质优良的鸡和蛋。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A．花椒与中药材搭配种植可提高种植区的光能利用率

B．该种植区比普通的花椒种植区更不容易发生虫害

C．该农业模式充分利用了花椒与中药材的竞争关系

D．该模式能够体现生态工程的整体原理和自生原理

13．耐盐碱水稻是指能在盐浓度 0.3%以上的盐碱地生长的水稻品种。现有普通水稻和耐盐

碱水稻若干，由于标签损坏无法辨认类型，研究小组使用 0.3g/ml 的 KNO₃溶液分别处理普

通水稻和耐盐碱水稻细胞，结果如图所示。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A．I 组水稻细胞液浓度小于外界溶液浓度，因此发生质壁分离

B．Ⅱ组水稻细胞没有吸收 K+和 3
-NO ，因此不发生质壁分离复原

C．Ⅱ组水稻细胞原生质体体积没有变小，因此可判断其为耐盐碱水稻

D．可用浓度大于 0.3g/ml 的 KNO3 溶液进一步探究水稻的耐盐碱能力

14．苯丙酮尿症（PKU）患者由于苯丙氨酸代谢途径中的酶缺陷，导致苯丙氨酸及其代谢产

物苯丙酮酸在体内蓄积，从而对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低蛋白饮食是目前主要的治疗手段。为

探究新的治疗手段，科研人员在大肠埃希菌 EcN 菌株中导入苯丙氨酸裂解酶基因，构建了

表达苯丙氨酸裂解酶的工程益生菌 EcN-PAL，并分别在有氧、缺氧条件下培养 EcN-PAL 

和 EcN，检测苯丙氨酸降解率，结果如图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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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培养基应加入一定浓度的苯丙氨酸并进行高压蒸汽灭菌处理

B．设置 EcN 组是为了排除苯丙氨酸自然降解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C．对比有氧、缺氧条件下的表现可帮助评价其在消化道中作用

D．若 EcN-PAL 能大量分泌苯丙氨酸裂解酶可以提高其治疗效果

15．长时程增强（LTP）是突触前神经纤维受到高频刺激后，突触传递强度增强且能持续数

小时至几天的电现象，与人的长时记忆有关。下图是海马区某区域 LTP 产生机制示意图。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Ca2+/钙调蛋白复合体能引起大量谷氨酸释放

B．突触后膜反应增强与 AMPA 受体量增加有关

C．阻断了 NMDA 受体的作用依然能引起 LTP

D．据图示机制判断 LTP 的产生属于正反馈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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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某植物的花瓣颜色由两对独立遗传的等位基因控制（A、a 和 B、b），其关系如图所示。

当基因型为 Aa 时，A 基因只能在花瓣特定位置的细胞表达，从而使花瓣表现为镶粉或镶红，

当基因型为 AA 时，A 基因能在所有花瓣细胞表达，从而使花瓣表现为纯粉或纯红。一株开

镶红花的植株 M 自交所得后代出现了花瓣颜色所有表型，下列关于植株 M 的分析正确的是

（    ）

A．基因型有可能是 AaBb 或者 AaBB

B．自交后代纯粉植株不一定是纯合子

C．自交后代出现纯白植株概率是 1/16

D．测交后代有可能出现 1：1：2 的比例

二、非选择题

17．研究发现，体外转录合成的 mRNA 与天然 RNA 是有差异的，天然 RNA 具有核苷碱

基修饰，因而可对抗 RNA 酶的水解。新冠病毒 mRNA 疫苗需用脂质纳米颗粒（LNP）包裹

体外合成的 mRNA 向细胞内递送，机理如图所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1)分析图可知，体外合成的 mRNA 被封装在 LNP 中以          的方式进入靶细胞，形成

内体小泡。进入靶细胞的 mRNA 会被细胞中的          识别，从而激活 RNA 酶，使 mRNA 

在翻译为抗原蛋白前被降解。

(2)科学家对体外合成的新冠病毒抗原蛋白 mRNA 进行          处理，再用 L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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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裹并递送至靶细胞，以避免其被识别和降解，抗原蛋白合成量显著          。抗原蛋白

分泌到细胞外，激活宿主的免疫应答，产生相应的          ，从而使宿主获得对新冠病毒的

免疫力。虽然新冠病毒变异快，但科学家通过对原 mRNA 疫苗进行          的处理，即可

获得新的变异株抗原的疫苗，因此 mRNA 疫苗比传统疫苗更能快速应对病毒变异。

(3)科学家进一步计划用 mRNA 技术开发“癌症疫苗”用于治疗癌症。请根据新冠病毒 mRNA

疫苗技术写出“癌症疫苗”的主要研究思路：          。

18．调整行株距配置是优化水稻冠层结构（群体内植株个体之间，以及叶片、茎杆等器官之

间的空间关系）、提高光能利用率和产量最直接最高效的手段。常用的行株距配置有行距与

株距不同的栽插模式、宽行与窄行不同的栽插模式两种类型，如图所示。为探究不同行株距

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科研人员设置了 3 个行株距栽插水平，开展了相关基地试验。试验结果

如表所示。

组

别

行距×株距

(cmxcm)

种植密度

(株/m2)

叶绿素

含量

冠层温度

(°C)

气孔导度

[mol(m2.s)]

净光合速率

[umol(m2.s)]

产

量

  (k

g/h

m2)

C

K
30x12 83.34 33.58 31.8 0.18 19.44

807

8

R1 30x14 71.43 35.98 31.2 0.26 21.22
826

8

R2 (20+40) × 12 83.34 37.26 30.6 0.22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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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9

注：冠层温度是指水稻冠层茎、叶、穗表面温度的平均值；气孔导度是指气孔张开的程度。

分析图表，回答下列问题：

(1)与 CK 相比，R1 处理的水稻植株叶绿素含量增加，有利于增强叶片对     光的捕获能力。

水稻冠层温度降低，有利于叶片在高温天气下减缓     ，进而减少对暗反应的影响，最终使

水稻植株产量提高。

(2)宽窄行处理（R2处理）有助于改善水稻群体透光度和通风情况，显著提高水稻群体产量

的原因包括：①可以使     到达作物中下层叶片，提高单位面积的光能利用效率；②可以

为水稻植株提供     ，使 R2处理的水稻群体暗反应速率提高。

(3)与 CK 相比，R1、R2处理水稻的叶绿素含量、冠层温度、气孔导度均与 CK 有差异，说

明     改变，均会影响上述光合指标，进而影响净光合速率和产量。

(4)科研人员进一步研究发现另一行株距配置为 25cm×14cm 的实验组也可以显著提高水稻产

量。若将本试验经验（3 个实验组的研究结果）用于提高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则可以在种

植试验时从     等方面上调整行株距配置。

19．某水库在建设开发过程中，因破坏原有植被和土壤而导致大量山体裸露，形成岩质边坡。

由于岩质边坡相对较高且坡度较大，土层相对较薄，植被恢复难度大，因此修复时常采用客

土喷播技术。该技术先通过铁丝网挂网将岩质边坡固定为稳定载体，然后将客土基质（含有

泥炭土和糠壳等有机疏松材料、缓释型复合肥与种植土）、保水剂、微生物菌剂、草籽和灌

木种子等按一定比例混合拌和，最后掺水喷射至受喷面上。成活后的植物根系与铁丝网、客

土基质形成三维植被网，三者共同构成牢固稳定的生态防护结构，从而实现耐用可靠性与生

态美观性的双赢。请回答下列问题：

(1)客土基质中的泥炭土和糠壳有利于植物种子获取充足的     ，从而促进种子萌发；同时

也有利于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从而为植株生长提供充足的     。复合肥中含有氮磷钾等元素，

能满足植株生长所需，缓释型复合肥的养分释放速率远小于速效肥料。从环保角度分析，使

用缓释型复合肥是为了避免     。

(2)在边坡修复过程中，一般会经历草本植物群落→灌草混生群落→乔灌草立体群落的过程，

该过程称为     。研究人员认为乔灌草立体群落并非岩质边坡植被配置的最佳模式，理由

是     。因此修复时应选择     的草本和灌木种类，把它们的种子按一定比例与客土基质混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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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人员还通过多种方法来增加植被种类和数量，从而提高修复后库区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请分析上述做法是否合理。     

20．肥胖会导致动物产生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科学家认为肥胖是一种与脑部食欲控制功能

失调有关的疾病。为探究引起肥胖的原因，科学家将两种肥胖小鼠 D 品系、O 品系分别与

正常品系小鼠的个体进行连体手术，效果见图请回答下列问题：

(1)科学家在手术前提出假说 1：肥胖者可能是血浆中缺少某种抑制食欲的物质（简称为 L）

而导致肥胖。通过手术将两只鼠的皮肤缝合在一起并连通两只鼠的毛细血管循环，目的是为

了让两只小鼠的     成分相同。两只小鼠需要具备近乎完全相同的遗传背景，从而保证细胞

表面有相同的组织相容性抗原以避免     现象。

(2)连体鼠处理与结果如表：

组别 实验处理 实验结果

1
D 鼠与正常鼠

连体

D 鼠摄食量变化不大:正常鼠摄食量减少，最

终饿死

2
O 鼠与正常鼠

连体

O 鼠摄食量减少，直至正常鼠水平:正常鼠摄食

量变化不大

对于两组连体鼠的实验结果，科学家认为：组     （填序号）的实验结果可以直接支持其假

说 1.而另一组的实验结果则可以用假说 2 解释：相应品系的肥胖鼠体内能与物质 L 结合的     

（结构）缺失或损坏，导致 L 无法发挥作用。科学家利用上述的小鼠品系作为实验材料，

通过实验验证了假说 2，请写出该实验的实验思路和实验结果：

①实验思路：     ；

②实验结果：     。

(3)其他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关机理，进食会导致人体脂肪储存，引起脂肪细胞分泌物

质 L，L 可以抑制脑部产生食欲使动物减少进食。人们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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