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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重点中学 2023-2024 学

年高二上学期 8 月月考生物学试题（原卷版

+解析版） 

南安市重点中学 2023-2024 学年高二上学期 8 月月考 

生物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须在试题卷、答题卡规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准考证号、

姓名。考生应认真核对答题卡上粘贴的条形码的“准考证号、姓名”与

考生本人准考证号、姓名是否一致。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

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考生须将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最佳选项，其中 1~10 小题每小题 2 分，

11~1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 分 

1. 下列属于内环境是（  ） 

A. 淋巴管内的液体 B. 输尿管内的液体 C. 汗腺导管内的液体 D. 

消化管内的液体 

2. 下列关于人体神经调节的叙述，正确的是 

A. 结构基础是反射弧 B. 不受激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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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存在信息传递 D. 能直接消灭入侵病原体 

3. 如图为突触传递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①和③都是神经元细胞膜的一部分 B. ②进入突触间隙需要消耗

能量 

C. ②发挥作用后被快速清除 D. ②与④结合一定使③的膜电位呈

外负内正 

4. 下列关于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某人抽血时看见针，因害怕被针刺而缩手是需要大脑皮层参与的

条件反射 

B. 刚进入寒冷环境时发生的骨骼肌不自主战栗是一种条件反射 

C. 某人眼球被意外撞击，产生金星四溅的感觉是非条件反射 

D. 在“望梅止渴”这种非条件反射中，唾液腺属于效应器 

5. 动物受到惊吓刺激时，兴奋经过反射弧中的传出神经作用于肾上

腺髓质，使其分泌肾上腺素；兴奋还通过传出神经作用于心脏。下列

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会使动物警觉性提高、呼吸频率减慢、心率减

慢 

B. 兴奋是以电信号的形式在神经纤维上传导的 

C. 惊吓刺激可以作用于视觉、听觉或触觉感受器 

D. 神经系统可直接调节、也可通过内分泌活动间接调节心脏活动 

6. 下列与动物体内 K+、Na+等有关的叙述，错误的是 

A. NaCl中 Na+参与血浆渗透压形成而 Cl-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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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生和维持神经细胞静息电位主要与 K+有关 

C. 兴奋沿神经纤维传导时细胞膜外 Na+大量内流 

D. Na+从红细胞外运入红细胞内的过程属于被动运输 

7. 下列关于哺乳动物胰脏（胰）叙述，错误的是 

A. 能分泌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 

B. 既有内分泌作用也有外分泌作用 

C. 胰腺细胞分泌的酶直接进入血液中 

D. 胰岛细胞分泌的激素可以进入血液循环 

8. 去甲肾上腺素（NE）是一种神经递质，发挥作用后会被突触前膜

重摄取或被酶降解。临床上可用特定药物抑制 NE的重摄取，以增加

突触间隙的 NE浓度来缓解抑郁症状。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 NE与突触后膜上的受体结合可引发动作电位 

B. NE在神经元之间以电信号形式传递信息 

C. 该药物通过与 NE竞争突触后膜上的受体而发挥作用 

D. NE能被突触前膜重摄取，表明兴奋在神经元之间可双向传递 

9. 下列关于人体组织液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血浆中的葡萄糖可以通过组织液进入骨骼肌细胞 

B. 肝细胞呼吸代谢产生的 CO2可以进入组织液中 

C. 组织液中的O2通过自由扩散进入组织细胞中被利用需穿过 3层生

物膜 

D. 运动时，丙酮酸转化成乳酸的过程发生在组织液中 

10. 短期记忆与脑内海马区神经元的环状联系有关，如图表示相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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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下列有关此过程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兴奋在环路中的传递顺序是①→②→③→① 

B. M 处的膜电位为外负内正时，膜外的 Na+浓度高于膜内 

C. N 释放抑制性神经递质 

D. 神经递质与相应受体结合后，进入突触后膜内发挥作用 

11. 下图为部分神经兴奋传导通路示意图，相关叙述正确是（    ） 

A. ①、②或④处必须受到足够强度刺激才能产生兴奋 

B. ①处产生的兴奋可传导到②和④处，且电位大小相等 

C. 通过结构③，兴奋可以从细胞 a 传递到细胞 b，也能从细胞 b 传

递到细胞 a 

D. 细胞外液的变化可以影响①处兴奋的产生，但不影响③处兴奋的

传递 

12. 当人的一只脚踩到钉子时，会引起同侧腿屈曲和对侧腿伸展，使

人避开损伤性刺激，又不会跌倒。其中的反射弧示意图如下，“＋”表

示突触前膜的信号使突触后膜兴奋，“－”表示突触前膜的信号使突触

后膜受抑制。甲~丁是其中的突触，在上述反射过程中，甲~丁突触前

膜信号对突触后膜的作用依次为（  ） 

A. ＋、－、＋、＋ B. ＋、＋、＋、＋ 

C. －、＋、－、＋ D. ＋、－、＋、－ 

13. 如图是某神经纤维产生动作电位并恢复静息电位的模式图，下列

叙述正确的是（    ） 

A. K+的大量内流是形成静息电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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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中 ab 段 Na+大量内流，需要消耗能量 

C. 图中 bc 段 Na+通道多处于关闭状态，K+通道多处于开放状态 

D. 动作电位峰值大小与有效刺激的强弱成正比 

14. 如图是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组成和功能示例，它们的活动不受意识

的支配。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由惊恐引起的呼吸和心跳变化是不受意识支配的 

B. 交感神经使内脏器官的活动加强，副交感神经使内脏器官的活动

减弱 

C. 当人处于安静状态时，副交感神经活动占优势，心跳减慢，胃肠

的蠕动会加强 

D.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犹如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使机体更好地适

应环境的变化 

15. 人体内绝大多数细胞并不与外界相接触，而是浸浴于机体内部的

细胞外液中。下图是人体四种体内液体之间的不完全关系。下列分析

错误的是（  ） 

A. 甲、丙、丁共同组成人体内环境 

B. 若乙表示肝细胞的细胞内液，则丙为血浆 

C. 若乙中存在大量血红蛋白，则图丁为淋巴液 

D. 若丙为淋巴液，图中缺少一个由甲指向丁的箭头 

二、非选择题：共 60 分 

16. 为研究神经干的兴奋传导和神经一肌肉突触的兴奋传递，将蛙的

脑和脊髓损毁，然后剥制坐骨神经一腓肠肌标本，如图所示。实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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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需要经常在标本上滴加任氏液（成分如表所示），以保持标本活

性。请回答下列问题： 

任氏液成分(g/L) 

成分 含量 

NaCl 6.5 

KCl 0.14 

CaCl2 012 

NaHCO3 0.2 

NaH2PO4 0.01 

葡萄糖 2.0 

（1）任氏液中维持酸碱平衡的成分有_________，其 Na+ K+比与体液

中__________的 Na+ K+比接近。 

（2）反射弧五个组成部分中，该标本仍然发挥功能的部分有

_________________。 

（3）刺激坐骨神经，引起腓肠肌收缩，突触前膜发生的变化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神经一肌肉突触易受化学因素影响，毒扁豆碱可使乙酰胆碱酯

酶失去活性：肉毒杆菌毒素可阻断乙酰胆碱释放；箭毒可与乙酰胆碱

受体强力结合，却不能使阳离子通道开放。上述物质中可导致肌肉松

弛的有_________________。 

17. 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结构、功能与发育的基本单元。神经环路（开

环或闭环）由多个神经元组成，是感受刺激、传递神经信号、对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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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进行分析与整合的功能单位。动物的生理功能与行为调控主要取

决于神经环路而非单个的神经元。 

秀丽短杆线虫在不同食物供给条件下吞咽运动调节的一个神经环路

作用机制如图所示。图中 A是食物感觉神经元，B、D是中间神经元，

C 是运动神经元。由 A、B 和 C 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环路中，A 的活动

对吞咽运动的调节作用是减弱 C对吞咽运动的抑制，该信号处理方式

为去抑制。由 A、B和 D神经元形成的反馈神经环路中，神经信号处

理方式为去兴奋。 

回答下列问题： 

（1）在食物缺乏条件下，秀丽短杆线虫吞咽运动___________（填“增

强”“减弱”或“不变”）；在食物充足条件下，吞咽运动___________（填

“增强”“减弱”或“不变”）。 

（2）由 A、B 和 D 神经元形成的反馈神经环路中，信号处理方式为

去兴奋，其机制是___________。 

（3）由 A、B 和 D神经元形成的反馈神经环路中，去兴奋对 A 神经

元调节的作用是___________。 

（4）根据该神经环路的活动规律，___________（填“能”或“不能”）

推断 B神经元在这两种条件下都有活动，在食物缺乏条件下的活动增

强。 

18. 胰腺能分泌胰液，胰液通过导管注入小肠，其中的消化酶用来消

化食物。下图表示胰液分泌调节的部分过程，请据图思考回答下列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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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中的盐酸刺激________，从而使其分泌_________，经

_________传送至胰腺，促使其分泌胰液。该途径表明机体通过

_____________方式调节胰液的分泌。 

（2）图中反射弧的效应器为_________。此时，胰腺表现出其

_________（填“内”或“外”）分泌功能。 

（3）由此表明机体还可通过_________________方式调节胰液的分泌。 

19. 请根据提供的实验材料和用具，回答相关的问题： 

一、实验材料和用具：家兔的血浆适量、蒸馏水、预先配制的缓冲溶

液、量筒、试管若干支、Na2CO3溶液、乳酸、pH试纸。 

二、实验流程 

步骤 A组 B组 

① 试管分组编号 1号 2号 3号 1号 2号 3号 

② ？ 等量缓冲溶液 等量血浆 ？ 等量缓冲溶液 等量血浆 

③ 滴加等量的 Na2CO3溶液 ？ 

④ 记录结果 记录结果 

预测结果 ？ ？ 

结论 ？ 

（1）步骤②中向 A组和 B组的 1号试管中加入_________________。 

（2）步骤③中向 B组 3支试管中滴加____________。 

（3）预测结果：A组__________B组：__________ 

（4）从以上实验结果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①蒸馏水不具有级冲作

用，为对照组：②人工配制的缓冲溶液具有缓冲作用；③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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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成分中含有缓冲物质。 

20. 青蛙后肢突然受到伤害性刺激、迅速缩回，下图为相关反射弧示

意图。回答下列问题： 

（1）当兴奋到达 a时，神经纤维膜内电位变化为“负电位到正电位”，

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伤害性刺激产生的信号传到__________

会形成痛觉。 

（2）肉毒毒素能阻断运动神经和肌肉之间信息传导过程，使肌肉松

弛。某实验小组用破坏了脑而脊髓完好无损的青蛙来探究信息传导阻

断机理的实验，实验前先刺激 b 处，看肌肉是否收缩，目的是

__________。 

（3）在 c处注射微量肉毒毒素，再刺激 b处，预测实验结果和相应

结论： 

如果 c 处不能检测到乙酰胆碱（一类兴奋性神经），则说明肉毒毒素

能通过__________来阻断信息的传导。如果 c 处能检测到乙酰胆碱，

但肌肉仍不收缩，则说明肉毒毒素能通过__________来阻断信息的传

导。 

南安市重点中学 2023-2024学年高二上学期 8月月考 

生物 答案解析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须在试题卷、答题卡规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准考证号、

姓名。考生应认真核对答题卡上粘贴的条形码的“准考证号、姓名”与

考生本人准考证号、姓名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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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

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考生须将试题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最佳选项，其中 1~10 小题每小题 2 分，

11~1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0 分 

1. 下列属于内环境的是（  ） 

A. 淋巴管内的液体 B. 输尿管内的液体 C. 汗腺导管内的液体 D. 

消化管内的液体 

【答案】A 

【解析】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内环境成分的有关知识。凡是可以存在于血浆、

组织液、淋巴液中的物质都属于内环境的成分；凡是细胞的结构物质

或只存在于细胞内的物质都不是内环境的成分；凡是与外界相通的腔

性器官内的液体不属于体液，其内的液体也不属于内环境。 

【详解】淋巴管内的液体是淋巴液，淋巴属于内环境，A 正确；输尿

管、汗腺导管、消化管内的液体都与外界环境相通，不属于内环境的

成分，B、C、D 错误。故选 A。 

【点睛】学生容易将消化道、生殖道、呼吸道及输尿管等与外界相通

的器官内液体也认为是细胞外液，属于内环境。 

2. 下列关于人体神经调节的叙述，正确的是 

A. 结构基础是反射弧 B. 不受激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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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存在信息传递 D. 能直接消灭入侵病原体 

【答案】A 

【解析】 

【分析】本题知识点是神经调节，其结构基础是反射弧，神经调节与

体液调节相互影响，神经调节过程中产生的神经递质类似于激素，也

能起到信息传递的作用。 

【详解】神经系统的结构基础是反射弧，由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

中枢、传出神经、效应器五部分组成，A正确；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

可以影响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如幼年时期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

就会影响脑的发育，成年时，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会使神经系统的

兴奋性降低，B错误；神经递质可以与突触后膜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

使下一个神经元兴奋或抑制，说明神经调节过程中存在信息传递，C

错误；神经系统感觉到病原体的存在一般是在有了病理反应以后，在

病毒或病菌刚侵入人体的时候，靠反射并不能对其作出反应，D错误。 

【点睛】解答本题的关键是需要学生掌握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过程

及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的关系。 

3. 如图为突触传递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①和③都是神经元细胞膜的一部分 B. ②进入突触间隙需要消耗

能量 

C. ②发挥作用后被快速清除 D. ②与④结合一定使③的膜电位呈

外负内正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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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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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以电流的

形式传导到轴突末梢时，突触小泡释放递质（化学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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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神经递质发挥作用后，即被灭活，由于递质只能

由突触前膜释放，作用于突触后膜，因此神经元之间兴奋的传递只能

是单方向的。 

【详解】A、①是上一个神经元的轴突膜的一部分，③是下一个神

经元的细胞体膜或树突膜，因此二者均是神经元细胞膜的一部分，A

正确； 

B、②神经递质以胞吐的方式分泌到突触间隙，需要消耗能量，B正

确； 

C、正常情况下，神经递质发挥作用后会被快速清除或回收，以保证

兴奋的正常传递，C正确； 

D、神经递质分为两类，兴奋性递质与抑制性递质，兴奋性递质会使

下一个神经元的膜电位呈外负内正，而抑制性神经递质不会使下一个

神经元的电位发生变化，膜电位仍然是外正内负，由于不知道②神

经递质的类型，因此无法判断③的膜电位的情况，D错误。 

故选 D。 

4. 下列关于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某人抽血时看见针，因害怕被针刺而缩手是需要大脑皮层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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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反射  

B. 刚进入寒冷环境时发生的骨骼肌不自主战栗是一种条件反射 

C. 某人眼球被意外撞击，产生金星四溅的感觉是非条件反射 

D. 在“望梅止渴”这种非条件反射中，唾液腺属于效应器 

【答案】A 

【解析】 

【分析】反射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非条件

反射是指人生来就有的先天性反射，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神经活动，由

大脑皮层以下的神经中枢（如脑干、脊髓）参与即可完成；条件反射

是人出生以后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后天性反射，是在非条件反射

的基础上，在大脑皮层参与下完成的，是高级神经活动的基本方式。 

【详解】A、抽血时，看见针刺而缩手是需要大脑皮层参与的条件反

射，A正确； 

B、刚进入寒冷环境时发生的骨骼肌不自主战栗是一种非条件反射，B

错误； 

C、某人眼球被意外撞击，产生金星四溅的感觉在大脑皮层形成，该

过程并没有经过完整的反射弧，不属于反射，C错误； 

D、“望梅止渴”是在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由大脑皮层参与形成

的一种复杂的条件反射，效应器是传出神经末梢及其支配的肌肉或腺

体，唾液腺属于效应器的一部分，D错误。 

故选 A。 

5. 动物受到惊吓刺激时，兴奋经过反射弧中的传出神经作用于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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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髓质，使其分泌肾上腺素；兴奋还通过传出神经作用于心脏。下列

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会使动物警觉性提高、呼吸频率减慢、心率减

慢 

B. 兴奋是以电信号的形式在神经纤维上传导的 

C. 惊吓刺激可以作用于视觉、听觉或触觉感受器 

D. 神经系统可直接调节、也可通过内分泌活动间接调节心脏活动 

【答案】A 

【解析】 

【分析】兴奋沿着反射弧的传导方向是：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中

枢→传出神经→效应器。在神经纤维上兴奋传导是双向的，电流方向

由正电位流向负电位。神经冲动传导的方向与膜内电流方向相同，膜

外是相反的。在神经元之间，神经递质只能从突触前膜释放作用于突

触后膜，兴奋的传递是单向的。 

肾上腺素作用：促进肝糖原分解而升高血糖、心跳加快、呼吸加快等，

又被称为“情绪激素”。 

【详解】A、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会使动物警觉性提高、心跳加快、呼

吸加快，A错误。 

B、兴奋是以电信号的形式在神经纤维上传导的，B正确； 

C、惊吓刺激可以作用于视觉、听觉或触觉等相关感受器，C正确； 

D、神经系统可直接调节、也可通过内分泌活动间接调节心脏活动，

D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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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A。 

【点睛】  

6. 下列与动物体内 K+、Na+等有关的叙述，错误的是 

A. NaCl中 Na+参与血浆渗透压形成而 Cl-不参与 

B. 产生和维持神经细胞静息电位主要与 K+有关 

C. 兴奋沿神经纤维传导时细胞膜外 Na+大量内流 

D. Na+从红细胞外运入红细胞内的过程属于被动运输 

【答案】A 

【解析】 

【详解】NaCl中 Na+和 Cl﹣都参与血浆渗透压形成，A错误； 

产生和维持神经细胞静息电位主要与 K+有关，B正确； 

兴奋沿神经纤维传导时细胞膜外 Na+大量内流，C正确； 

Na+从红细胞外运入红细胞内的过程属于被动运输中的协助扩散，D

正确。 

【点睛】1．神经纤维膜电位变化曲线与离子的运输 

（1）a 点之前——静息电位：神经细胞膜对 K＋的通透性大，对 Na

＋的通透性小，主要表现为 K＋外流，使膜电位表现为外正内负。 

（2）ac段——动作电位的形成：神经细胞受刺激时，Na＋通道打开，

Na＋大量内流，导致膜电位迅速逆转，表现为外负内正。 

（3）ce段——静息电位的恢复：Na＋通道关闭，K＋通道打开，K＋

大量外流，膜电位恢复为静息电位后，K＋通道关闭。 

（4）ef段——一次兴奋完成后，钠钾泵将流入的 Na＋泵出膜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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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的 K＋泵入膜内，以维持细胞外 Na＋浓度高和细胞内 K＋浓度高

的状态，为下一次兴奋做好准备。 

2．应用方法技巧——分析曲线变化时应结合静息电位和动作电位的

形成原因及过程，图示如下： 

7. 下列关于哺乳动物胰脏（胰）的叙述，错误的是 

A. 能分泌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 

B. 既有内分泌作用也有外分泌作用 

C. 胰腺细胞分泌的酶直接进入血液中 

D. 胰岛细胞分泌的激素可以进入血液循环 

【答案】C 

【解析】 

【详解】胰腺里面有个胰岛，其中的胰岛 A细胞能合成和分泌胰高血

糖素，胰岛 B细胞能合成和分泌胰岛素，A正确。 

胰腺的胰岛属于内分泌部分；胰腺里面能合成和分泌消化酶的部位属

于外分泌部，B正确。 

胰腺细胞分泌的消化酶通过导管进入小肠中，C错误。 

胰岛属于内分泌部，分泌的激素都要进入血液，D正确。 

【点睛】不知道胰腺除了内分泌部还有外分泌部是做错该题的主要原

因。 

8. 去甲肾上腺素（NE）是一种神经递质，发挥作用后会被突触前膜

重摄取或被酶降解。临床上可用特定药物抑制 NE重摄取，以增加突

触间隙的 NE浓度来缓解抑郁症状。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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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与突触后膜上的受体结合可引发动作电位 

B. NE在神经元之间以电信号形式传递信息 

C. 该药物通过与 NE竞争突触后膜上的受体而发挥作用 

D. NE能被突触前膜重摄取，表明兴奋在神经元之间可双向传递 

【答案】A 

【解析】 

【分析】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是单向的，神经递质存在于突触前

膜的突触小泡中，只能由突触前膜释放，然后作用于突触后膜，因此

兴奋只能从一个神经元的轴突传递给另一个神经元的细胞体或树突。

信号由电信号转变为化学信号再转变为电信号。 

【详解】A、据题干信息可知，增加突触间隙的 NE 浓度可以缓解抑

郁症状，故推测 NE为兴奋性神经递质，与突触后膜的受体结合后可

引发动作电位，A正确； 

B、NE是一种神经递质，神经递质在神经元之间信息的传递是通过化

学信号的形式进行的，B错误； 

C、结合题意可知，该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抑制 NE 的重摄取，而重摄

取的部位是突触前膜，故该药物作用于突触前膜，C错误； 

D、由于神经递质只能由突触前膜释放，与突触后膜上的特异性受体

结合，作用于突触后膜，故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是单向的，D错

误。 

故选 A。 

9. 下列关于人体组织液的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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