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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讲 细胞膜和细胞核 

［考纲明细] 1.细胞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Ⅱ) 2.细胞核的结构

和功能(Ⅱ） 

考点 1 细胞膜的成分、结构和功能 

 

1．细胞膜的制备 

 

（2)材料：
错误!

人或其他哺乳动物的成熟红细胞。 

(3）选材原因 

①无
错误!

细胞核和众多细胞器，易制得纯净的细胞膜。 

②无
错误!

细胞壁，细胞易吸水涨破。 

［特别提醒］ 有关红细胞的常考点 

(1)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 

①由造血干细胞分裂分化而来，无细胞核、细胞器；高度分化，

不能分裂，寿命很短； 

②制备细胞膜的理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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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不能用来提取 DNA(不含 DNA); 

④无氧呼吸产生乳酸（无线粒体）； 

⑤协助扩散吸收葡萄糖; 

⑥含有酶,但不能合成酶(无核糖体); 

⑦含血红蛋白（C、H、O、N、Fe)(核退化之前已经存在的),不

属于内环境成分； 

⑧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基因突变导致血红蛋白结构改变,导致红细

胞形态改变. 

(2）蛙的红细胞：无丝分裂，有细胞核，DNA 在分裂时发生复

制均分. 

2．细胞膜的成分 

成分 

所占比

例 

在细胞膜构成中的作用 

脂质 约 50％ 错误!
磷脂（主要)；胆固醇(动物细胞膜具有) 

蛋白

质 

约 40％ 

与细胞膜功能密切相关，功能越复杂的细胞膜,

蛋白质的
错误!
种类和数量越多 

糖类 2%~10%  

部分与蛋白质结合形成
错误!

糖蛋白位于细胞膜外

侧，部分与脂质结合形成
错误!

糖脂 

3．细胞膜的三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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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
错误!

细胞与外界环境分隔开，保障细胞内部环境的相对稳

定。 

(2）控制
错误!

物质进出细胞。 

(3）进行
错误!

细胞间的信息交流，交流方式如下： 

 

多细胞生物体是一个繁忙而有序的细胞社会，如果没有信息交

流，生物体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完成生命活动。细胞间的信息交流，

大多与
错误!

细胞膜的结构和
错误!

功能有关。 

4．生物膜结构的探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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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世纪末，欧文顿根据溶于脂质的物质更容易通过细胞膜，

提出膜是由
错误!

脂质组成的. 

(2）20 世纪初，化学分析表明，膜的主要成分是
错误!

脂质和蛋白

质。 

（3)1925年，荷兰科学家得出结论：细胞膜中的脂质分子必然排

列为 03连续的两层。 

(4）20世纪 40年代，科学家推测脂质两边各覆盖着
错误!

蛋白质。 

（5)1959年,罗伯特森认为生物膜由
错误!

蛋白质—脂质-蛋白质三

层结构构成，中间的亮层是
错误!

脂质分子，两边的暗层是
错误!

蛋白质

分子。 

(6)1970年，人鼠细胞荧光标记杂交实验表明,细胞膜的结构特点

是
错误!

具有流动性. 

（7）1972年，
错误!

桑格和尼克森提出的生物膜的
错误!

流动镶嵌模

型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5．流动镶嵌模型的基本内容 

(1)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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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镶嵌模型的基本内容 

①基本支架：
错误!

磷脂双分子层。 

②蛋白质分子的分布:有的
错误!

镶在磷脂双分子层表面，有的部分

或全部
错误!

嵌入磷脂双分子层中，有的
错误!

贯穿于整个磷脂双分子

层。 

 

（3）细胞膜的结构特点与功能特性 

①结构特点 

 

②功能特点 

 

③细胞膜的流动性和选择透过性的联系 

细胞膜的流动性是表现其选择透过性的结构基础。因为只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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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膜具有流动性，细胞才能完成其相应生理功能，才能表现出选择

透过性。相反，如果细胞膜失去了选择透过性，细胞可能已经死亡

了。 

6．植物细胞壁 

 

 

1。(必修 1 P
41
相关信息）在发育成熟过程中，哺乳动物红细胞

的核逐渐退化，并从细胞中排出，为能携带氧的血红蛋白腾出空间。 

2．（必修 1 P
41
与生活的联系）①癌细胞的分散和转移与癌细胞

膜成分的改变有关。 

②细胞在癌变的过程中，细胞膜的成分发生改变，有的产生甲

胎蛋白(AFP）、癌胚抗原(CEA）等物质。 

3．(必修 1 P
43
拓展题）科研上鉴别死细胞和活细胞，常用“染

色排除法”。例如，用台盼蓝染色，死的动物细胞会被染成蓝色，

而活的动物细胞不着色，从而判断细胞是否死亡.此方法利用了活细

胞的细胞膜能够控制物质进出细胞的原理。 

4．（必修 1 P
66
思考与讨论)磷脂是一种由甘油、脂肪酸和磷酸等

组成的分子,磷酸“头”部是亲水的，脂肪酸“尾”部是疏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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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一 细胞膜的组成及结构 

1．下列有关细胞膜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膜蛋白是细胞膜功能的主要承担者 

B．制备细胞膜的材料最好选用红细胞 

C．构成细胞膜的脂质主要是磷脂、脂肪和胆固醇 

D．细胞膜上的受体是细胞间信息交流所必需的结构 

答案 A 

解析 细胞膜的功能主要由膜蛋白决定,故膜蛋白是细胞膜功能

的主要承担者，A 正确;制备细胞膜的材料最好选用哺乳动物成熟的

红细胞，B 错误;构成细胞膜的脂质主要是磷脂，C 错误；细胞间的

信息交流可通过细胞膜上的受体实现，也可通过其他结构(如植物细

胞的胞间连丝）实现，D 错误。 

2．如图为细胞膜的流动镶嵌模型示意图，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 

 

A．①是糖蛋白，对所有的细胞只有保护和润滑作用 

B．②是蛋白质分子，大多数是可以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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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③是磷脂双分子层，构成了膜的基本支架,这个支架并不是静

止的 

D．不同细胞膜中，所含①②③的比例是有区别的 

答案 A 

解析 ①是糖蛋白，消化道和呼吸道上皮细胞表面的糖蛋白有

保护、润滑作用，而有些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却有识别作用，A 错误。 

 

四种常考的“膜蛋白” 

受体蛋白 

信号分子(激素、淋巴因子、神经递质等）的受体

蛋白 

载体蛋白 是用于协助扩散和主动运输的载体蛋白  

具催化作用的酶  

如好氧型细菌的细胞膜上可附着与有氧呼吸相关

的酶，此外,细胞膜上还可存在 ATP水解酶(催化

ATP水解，用于主动运输等) 

识别（受体)蛋白 

用于细胞与细胞间相互识别的糖蛋白（如精、卵

间的识别,免疫细胞对抗原的特异性识别等 ) 

题组二 细胞膜的功能  

3．如图是细胞膜部分功能模式图.据图分析,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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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功能①可保障细胞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 

B．功能②中物质进出细胞必须穿过细胞膜 

C．抗利尿激素对靶细胞的调节可用图中③表示 

D．相邻的植物细胞可通过④进行信息交流 

答案 B 

解析 功能①是指细胞膜具有将细胞与外界环境分隔开的功

能，可维持细胞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A 正确；进出细胞的物质不

一定都穿过细胞膜，大分子物质通过胞吞、胞吐进出细胞，B 错误；

③表示细胞膜上的受体与相应的信号分子结合完成信息传递的过

程，抗利尿激素对靶细胞的调节可用图中③表示,C 正确；相邻的植

物细胞可通过④（胞间连丝)进行信息交流，D 正确。 

4．(2017·全国卷Ⅰ）细胞间信息交流的方式有多种.在哺乳动物

卵巢细胞分泌的雌激素作用于乳腺细胞的过程中，以及精子进入卵

细胞的过程中，细胞间信息交流的实现分别依赖于(  ） 

A．血液运输，突触传递 

B．淋巴运输，突触传递 

C．淋巴运输，胞间连丝传递 



 

D．血液运输,细胞间直接接触

答案 D 

解析 雌激素属于信号分子，由哺乳动物卵巢细胞分泌后通过

血液运输到乳腺并作用于乳腺细胞，实现细胞间的信息交流;精子进

入卵细胞前需要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流。 

题组三 细胞膜的流动性和选择透过性 

5．生物膜在生命活动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图所示的

过程中，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说明细胞膜有信息传递功能 

B．说明细胞膜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C．图中所示细胞膜的识别功能依赖于膜上的载体蛋白 

D．说明细胞膜具有物质运输功能 

答案 C 

解析 题图中所示细胞膜的识别功能是指神经递质与突触后膜

上的受体蛋白结合，而不是载体蛋白，此过程说明细胞膜具有信息

传递功能，A 正确，C 错误；突触小泡膜与突触前膜融合,将神经递



 

质分泌到突触间隙，体现了细胞膜的流动性和物质运输功能，B、

D 正确。

6．下列关于选择透过性膜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细胞膜是选择透过性膜，主要由磷脂和糖类组成 

B．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现象体现了细胞壁和原生质层的选择透

过性 

C．人工脂双层膜能让 O
2
通过不能让 Ca2＋通过，属于选择透过

性膜 

D．生物膜的选择透过性是活细胞的重要特征 

答案 D 

解析 细胞膜能控制物质进出细胞，是选择透过性膜，细胞膜

主要由磷脂分子和蛋白质分子构成,A 错误；细胞壁具有全透性，B

错误；人工脂双层膜能让 O
2
通过不能让 Ca2＋通过，是因为人工脂

双层膜没有相应载体蛋白,不能体现膜的选择透过性,C 错误;活细胞

的重要特征是生物膜的选择透过性,D 正确。 

题组四 与细胞膜有关的实验探究 

7．水溶性染色剂（PI)能与核酸结合而使细胞核着色，可将其应

用于细胞死活的鉴别。细胞浸泡于一定浓度的 PI 中，仅有死亡细

胞的核会被染色，活细胞则不着色,但将 PI 注射到活细胞中，则细



 

胞核会着色.利用 PI 鉴别细胞的基本原理是(  )

A．死细胞与活细胞的核酸结构不同 

B．死细胞与活细胞的核酸含量不同 

C．活细胞能分解染色剂 PI 

D．活细胞的细胞膜阻止 PI 的进入 

答案 D 

解析 活细胞的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以保证物质选择性地出

入细胞，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水溶性染色剂(PI）不是细胞所需物

质，因而不能通过活细胞的细胞膜.细胞死亡后,细胞膜及其他生物

膜的选择透过性丧失，溶于水中的物质（如 PI)都可以通过，从而

使细胞核着色。 

8．物质通过细胞膜与膜的流动性有密切关系,为了探究温度对膜

的流动性的影响,有人做了下述实验：分别用红色和绿色荧光剂标记

人和小鼠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然后让两个细胞在 37 ℃条件下融合

并培养,40分钟后,融合的细胞膜上红色和绿色均匀相间分布. 

(1)有 同 学 认 为 该 实 验 不 够 严 密 ， 其 原 因 是 缺 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2)你 认 为 该 如 何 改 进 ？ 请 写 出 你 的 改 进 思 路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答案 （1）对照实验 

(2)设置至少含低温、正常温度和高温三组温度进行实验（合理

即可） 

 

与细胞膜成分、结构、功能相关的实验设计 

项目 设计思路 

组成成分鉴

定 

①实验:用溶解脂质的溶剂处理细胞膜，细胞膜被溶

解；脂溶性物质能够优先通过细胞膜；磷脂酶处理细

胞膜，细胞膜被破坏等都可说明细胞膜中含有脂质分

子。②实验：用蛋白酶处理细胞膜，膜被破坏；制备

细胞膜样液，用双缩脲试剂鉴定，结果呈现紫色，都

说明细胞膜中含有蛋白质成分。③实验：从细胞膜中

提取某种物质，经非酶法处理后，加入双缩脲试剂出

现紫色;加入斐林试剂并加热出现砖红色沉淀，则说

明该物质为糖蛋白 



 

细胞膜磷脂

双分子层的

鉴定

提取细胞膜结构中的磷脂分子，铺在水面上，测得磷

脂单分子层占有面积,与细胞膜面积对比分析 

细胞膜流动

性的鉴定 

取 A、B 两种动物细胞，分别用红、绿色荧光染料标

记两种动物细胞膜上的蛋白质,进行融合实验，观察

在细胞融合过程中两种颜色的荧光在细胞膜上的分

布情况 

细胞膜识别

作用探究 

将大量的同种生物和亲缘关系较远的生物的精子和

卵细胞混合在一起，观察精子和卵细胞结合情况  

细胞膜控制

物质进出细

胞探究 

①可利用有颜色的植物组织,将其放入无色溶液中，

然后用高温、强酸或强碱处理，观察处理前后溶液颜

色是否发生变化.②将种子切开,放入红墨水中，胚部

分不被染红，而胚乳部分被染红  

考点 2 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 

 

1．细胞核的结构与功能 

（1）结构 



 

①原核细胞不具备的是
!
核膜、核仁、染色质。 

②在细胞分裂周期中表现为周期性地消失和重建的结构是
错误!

核

膜和核仁. 

③染色质和染色体的关系：
错误!

同种物质在细胞
错误!

不同时期的

错误!
两种存在状态，前者呈细长丝状，后者呈圆柱状或杆状，即： 

错误!错误!错误! 

(2）功能:细胞核是
错误!

遗传信息库,是
错误!

细胞代谢和遗传的控制

中心. 

2．细胞核的功能探究 

（1)黑白美西螈核移植实验 

①实验过程 

 

②实验结论：
错误!

美西螈皮肤颜色遗传受细胞核控制。 

(2)蝾螈受精卵横缢实验 

①实验过程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 

②实验结论：
错误!

蝾螈的细胞分裂、分化受细胞核控制. 

（3）变形虫切割实验 

①实验过程 

 

②实验结论:
错误!

变形虫的分裂、生长、再生、对刺激的反应等生

命活动受细胞核控制. 

（4)伞藻嫁接与核移植实验 

①伞藻嫁接实验过程 

 

②伞藻核移植实验过程 

 

③实验结论：
错误!

伞藻“帽伞藻“帽 的形状是由细胞核控制的。 

相关实验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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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建构 

（1)模型：是人们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做的一种简

化的概括性描述。 

(2)类型：
错误!

物理模型、
错误!

概念模型、
错误!

数学模型。 

①物理模型：以 04实物或图画形式直观地表达认识对象的特征。

如：沃森和克里克制作的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动植物细胞亚显

微结构模式图。 

②概念模型：用
错误!

文字和符号突出表达对象的主要特征和联系。

如:用光合作用图解描述光合作用的主要反应过程等。 

③数学模型：用来描述一个系统或它的性质的数学形式。如
错误!

数

学方程式、关系式、
错误!

曲线图、表格等。 

［特别提醒］ 电镜下拍出的细胞亚显微结构的照片是真实的，

不是物理模型. 

 

题组一 细胞核的结构 

1．如图为细胞核结构模式图，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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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主要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在细胞分裂不同时期呈现不

同状态 

B．②是产生核糖体、mRNA 和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C．③在细胞周期中发生周期性变化，其主要成分是磷脂和蛋白

质 

D．蛋白质和 RNA 等大分子物质通过核孔进出细胞核需要消耗

能量 

答案 B 

解析 ①是染色质，主要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在细胞分裂不

同时期呈现不同形态，间期和末期以染色质形式存在，前期、中期

和后期以染色体形式存在，A 正确；②是核仁,与某种 RNA 的合成

和核糖体的形成有关，但不是合成 mRNA 和蛋白质的场所,B错误；

③是核膜，在细胞周期中发生周期性变化，前期消失，末期重现，

其主要成分是磷脂和蛋白质，C 正确；蛋白质和 RNA 等大分子物

质通过核孔进出细胞核具有选择性，同时需要消耗能量，D 正确. 



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 

2．核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孔洞,而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称为核孔

复合体,主要由蛋白质构成。如图表示物质通过核孔复合体的核输入

和核输出过程.下列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 

 

A．不同类型的细胞中核孔数量都相同  

B．离子和小分子物质都不能通过核孔  

C．大分子物质进出核孔需要载体蛋白协助  

D．蛋白质、核酸都能通过核孔进出细胞核  

答案 C 

解析 代谢越旺盛的细胞中核孔数量越多，A 错误；部分离子、

小分子也能通过核孔，B 错误；DNA 不能通过核孔进出细胞核，D

错误. 

 

有关细胞核的六点提醒 

(1）并非所有的真核细胞都有细胞核，如高等植物成熟的筛管细

胞、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等极少数细胞没有细胞核。 

（2)有些细胞不只具有一个细胞核，如双小核草履虫有两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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