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 2023-2024 学年七年级上学期期中生物试

卷（解析版）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1 分，计 2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1 分）10 月正是秋收好时节，田间地头，稻浪滚滚，现场洋溢着一片丰收的喜悦。这体

现了水稻具有的生命特征是（　　）

A．能进行呼吸 B．能生长和繁殖

C．需要营养 D．能排泄废物

2．（1 分）下面列举的现象中，不属于生物观察的一项是（　　）

A．夜间，偶然发现流星划破夜空

B．观察玉米种子的萌发过程，并做记录

C．用摄像机拍摄昙花开花的全过程

D．用录音机记录某种鸟的叫声，并进行分析

3．（1 分）白萝卜生长的时候，由于地上部分能接受到阳光照射，产生较多叶绿素；而地下

部分由于缺乏阳光照射，产生的叶绿素很少甚至不产生（　　）

A．光照 B．水分 C．温度 D．空气

4．（1 分）某生物兴趣小组探究“光对鼠妇生活的影响”时，设计的方案如下表，其中需要

修改的一项内容是（　　）

鼠妇的位置 鼠妇数量/只 光照 温度/℃ 湿度

纸盒左半侧 20 明亮 10 适宜

纸盒右半侧 20 阴暗 25 适宜

A．湿度 B．光照 C．鼠妇数量 D．温度

5．（1 分）下列能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的是（　　）

A．学校的全体师生 B．校园的全部教学楼

C．校园中的花草树木 D．我们的校园

6．（1 分）如图为某个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A、B、C、D、E 分别表示不同生物成分，下



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A、E为生产者，图中有 4条食物链

B．B、C可表示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竞争关系

C．该食物网中还缺少非生物成分及分解者

D．B、C、D、E是消费者，不能自己制造有机物

7．（1分）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和自动调节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分别是（　　）

A．海洋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

B．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

C．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

D．淡水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

8．（1分）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下列不属于生物圈范围的是（　　）

A．大气圈的底部 B．水圈的大部分

C．岩石圈的表面 D．地壳

9．（1分）在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时，若想要使视野中观察到的口腔上皮细胞最

小，则应选用的镜头组合是（　　）

A．②⑤ B．②④ C．③④ D．①④

10．（1分）显微镜中用来放大物体的结构是（　　）

A．反光镜、遮光器 B．目镜、物镜

C．转换器、反光镜 D．目镜、遮光器

11．（1分）郊园野旷，花红柳绿，与“红”“绿”颜色相对应的色素分别存在于细胞结构中

的（　　）

A．液泡、液泡 B．叶绿体、液泡

C．细胞膜、叶绿体 D．液泡、叶绿体

12．（1分）如图中小明对人的口腔上皮细胞结构的标注，不正确的是（　　）



A．②④ B．②③ C．②③④ D．③④

13．（1分）仙客来因为花瓣向上折，非常像兔子耳朵的形状，因此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兔

子花”。与兔子细胞相比（　　）

A．细胞壁和细胞核 B．细胞壁和液泡

C．叶绿体和细胞膜 D．细胞核和线粒体

14．（1分）细胞内制造有机物的“车间”是图中的结构（　　）

A．① B．② C．③ D．④

15．（1分）如图是间充质干细胞进行某种生命活动的示意图，该生命活动是（　　）

A．细胞分化 B．细胞分裂 C．细胞生长 D．细胞衰老

16．（1分）细胞分裂过程中，最先进行的是（　　）

A．形成新的细胞膜

B．细胞质平分成两份

C．形成新的细胞壁

D．细胞核先由一个平分成两个

17．（1分）2022年 6月，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北极狼在中国诞生。克隆北极狼的供核体细

胞来自哈尔滨极地公园引进的一只野生北极狼的皮肤样本，卵母细胞来自一只发情期的

母犬（　　）

A．该过程使用了克隆技术



B．克隆北极狼与发情期的母犬长得最像

C．比格犬提供了胚胎发育的场所

D．这个实例说明细胞核控制着生物的遗传

18．（1分）科研人员从大量的试验和临床发现间充质干细胞在体内或特定诱导条件下，可

产生胰岛 B细胞（能分泌胰岛素），为治愈糖尿病提供了可能（　　）

A．生长 B．分化 C．癌变 D．分裂

19．（1分）从动物体的结构层次来看，血液属于（　　）

A．细胞 B．组织 C．器官 D．系统

20．（1分）人们吃甘蔗时先要削皮，再吃甘蔗的汁液，吃后吐出甘蔗的渣。请根据上面叙

述的吃甘蔗的顺序（　　）

A．上皮组织、营养组织、输导组织

B．保护组织、营养组织、输导组织

C．上皮组织、输导组织、营养组织

D．保护组织、输导组织、营养组织

21．（1分）油菜植株是由六大器官组成的，其中都是生殖器官的一组是（　　）

A．根、花 B．茎、种子 C．花、果实 D．茎、叶

22．（1分）观察下列图片，从生物体的结构层次分析，与其他三幅图不同的一幅图是（　　）

A． B． C． D．

23．（1分）美国及挪威的三位科学家因发现了“大脑中的 GPS”﹣﹣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

胞，而获得 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些具有特殊功能的细胞被称为网格细胞

（　　）

A．神经组织 B．上皮组织 C．肌肉组织 D．结缔组织

24．（1分）下列关于植物、动物和单细胞生物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单细胞生物也有细胞分裂

B．多细胞生物体一般都具有细胞核

C．单细胞生物的结构复杂是因为它能进行细胞分化

D．与高等植物相比，高等动物在结构层次上多了一个系统



25．（1分）单细胞生物与人类的关系非常密切，下列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是鱼类的饵料 B．结构简单

C．造成赤潮 D．都危害人类的健康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6小题，每空 1分，计 35分）

26．（6分）根据如图回答下列有关实验技能的问题。

（1）请写出下列结构名称：[3]　     　、[5]　      　。

（2）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时，要先对光，转动转换器　   　倍物镜对准通光孔，左眼

注视目镜，同时用双手转动反光镜

（3）用下列哪一组镜头观察装片，看到的细胞数目最少 　   　。

A.目镜 5×，物镜 10×

B.目镜 5×，物镜 40×

C.日镜 10×，物镜 10×

D.目镜 10×，物镜 40×

（4）用显微镜观察制作好的临时装片时，在显微镜下已经找到了被观察物体的物像，如

果要使物像更清晰些　        　。

（5）观察时发现视野如图中的A所示，现需调成视野B，应往 　     　移动玻片标本。

27．（6分）苋菜是夏季在我们的饭桌上经常能看见的一道家常菜。它菜身软滑，入口甘香，

菜味浓，但是也受到不少家庭的喜爱。有些地方甚至称其为“长寿菜”，可见它营养丰富

（1）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苋菜叶肉细胞的结构图应该类似图中的  　   　（填“甲”或

“乙”），因为它有液泡、细胞壁和  　      　（填结构名称）。

（2）“种苋菜得苋菜”是生物的遗传现象，这与图中的 [④]　      　有关。

（3）在烹饪苋菜时，常常会伴随着紫红色汁液的出现，是因为苋菜叶肉细胞中的[②]　      　

被破坏了。紫红色的汁液主要储存在苋菜叶肉细胞中的[　   　]　     　中。



28．（7分）番茄是我们生活中经常食用的蔬菜，是全世界栽培最为普通的果蔬之一。请据

图片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1）图中③表示的过程是细胞 　     　，经过过程①②③后，细胞的细胞核中的

染色体的数量 　     　。

（2）剥下的番茄表皮属于 　     　组织。将番茄从中央切开，会看到番茄的果肉中有

一条条“筋络”，这些筋络就是 　     　组织，其功能是运输水、无机盐和有机物。

（3）从微观到整体上看，番茄的结构层次可概括为细胞→　     　→器官→　      　。

通常我们食用的番茄在结构层次上属于 　     　。

29．（5分）阅读下列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一 近年来，某镇结合生态桥工程，积极探索“废桃枝生产菌料、用于桃林下种植赤

松茸、废菌料还田提升桃品质”模式，可有效提高“生态桥”处理效率，带动农业产业

发展

材料二 叶螨以桃树上的嫩叶为食，长时间会导致桃树的叶片蜷缩，从而影响桃树的光合

作用等生命活动，蜘蛛又以瓢虫和捕食螨为食，鸟既吃捕食螨又吃蜘蛛。

（1）春天桃花朵朵开，夏秋硕果爬满枝，其中所需的能量最终来源于 　      　。

（2）材料二中鸟和蜘蛛之间属于  　         　的关系，请据此写出一条食物

链：　                  　。

（3）废桃枝能够被赤松茸等分解者分解为无机物回到环境中，提高土壤肥力，促进了该

生态系统的物质 　     　和 　     　流动，体现了生态效益。

30．（6分）如图是草履虫的结构示意图，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 1）观察草履虫的实验中，用来观察的含草履虫较多的液滴应从培养液的  　     　



（填“底层”或“表层”）吸取，原因是 　              　。

（2）图中的结构[⑥]　     　具有运动作用，具有呼吸作用的是[⑦]　     　。

（3）虽然草履虫的结构很简单，但是它能对外界刺激作出一定的反应，具体表现为 　     　

有利刺激，　     　有害刺激。

31．（5分）水仙花又被称为凌波仙子，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历史，为中国十大传统

名花之一。某生物探究小组为了探究“环境条件对水仙花开花时间的影响”，平均分为甲、

乙、丙 3组，同时置于如下表所示的环境中进行培养

组别 水仙花数量/个 平均温度/℃ 光照条件 其他培养条件

甲 2 21 充足

乙 2 10 充足

丙 2 21 不足

完全相同且能充分满足水仙花

生长发育的需要

（1）该探究方案中有2组对照实验，都可以起到对照作用的是 　   　组。

（2）若要获取比较准确的实验结果，应增加各组中水仙花鳞茎的数量，目的

是 　                  　。

（3）若要探究“环境温度对水仙花开花时间是否有影响”，应选择甲组和 　   　组作

为对照进行实验；如果甲组先开花，你得出的实验结论是 　                  　。

（4）除了表中所提因素，你认为该生物探究小组还可以探究的影响水仙花开花的因素有 　            　

（写出 1种即可）。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1分，计 25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1分）10月正是秋收好时节，田间地头，稻浪滚滚，现场洋溢着一片丰收的喜悦。这体

现了水稻具有的生命特征是（　　）

A．能进行呼吸 B．能生长和繁殖

C．需要营养 D．能排泄废物

【分析】生物的共同特征有：①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②生物能进行呼吸；③生物能

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④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⑤生物能生长和繁殖；⑥生

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⑦除病毒以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⑧生物能适应一定

的环境，也能影响环境。

【解答】解：颗粒饱满的稻穗挂在枝头，这体现了水稻具有能生长和繁殖的生命特征。

故选：B。

【点评】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理解生物的特征。

2．（1分）下面列举的现象中，不属于生物观察的一项是（　　）

A．夜间，偶然发现流星划破夜空

B．观察玉米种子的萌发过程，并做记录

C．用摄像机拍摄昙花开花的全过程

D．用录音机记录某种鸟的叫声，并进行分析

【分析】生物的共同特征有：①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②生物能进行呼吸；③生物能

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④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⑤生物能生长和繁殖；⑥生

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⑦除病毒以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⑧生物能适应一定

的环境，也能影响环境。

【解答】解：A、流星不具有繁殖，不属于生物。

BCD、玉米、鸟都具有生物的共同特征。

故选：A。

【点评】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理解生物的特征。

3．（1分）白萝卜生长的时候，由于地上部分能接受到阳光照射，产生较多叶绿素；而地下

部分由于缺乏阳光照射，产生的叶绿素很少甚至不产生（　　）



A．光照 B．水分 C．温度 D．空气

【分析】1、影响叶绿素合成的因素是：阳光、二氧化碳、泥土中的水分、矿质元素。

2、阳光是影响叶绿素形成的主要条件。

【解答】解：白萝卜地上部分能够接受光照，在光照刺激下合成叶绿素；而地下部分无

法接受光照，产生的叶绿素很少甚至不产生，体现了光照对叶绿素合成的影响，故 A符

合题意。

故选：A。

【点评】解答此题要掌握影响叶绿素形成的因素。

4．（1分）某生物兴趣小组探究“光对鼠妇生活的影响”时，设计的方案如下表，其中需要

修改的一项内容是（　　）

鼠妇的位置 鼠妇数量/只 光照 温度/℃ 湿度

纸盒左半侧 20 明亮 10 适宜

纸盒右半侧 20 阴暗 25 适宜

A．湿度 B．光照 C．鼠妇数量 D．温度

【分析】对照实验就是为了防止其他因素的影响，再设置一组对照实验，使它除了原实

验本身改变的条件外，其他条件保持相同，最后与原实验所得结果进行对照，观察异同，

对照实验用来证明某种因素对实验结果的确切影响。

【解答】解：根据对照实验的原则，要探究“光对鼠妇生活的影响”，且变量唯一，因此

该实验需要修改的是温度；D符合题意。

故选：D。

【点评】解答此题要掌握对照实验的原则。

5．（1分）下列能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的是（　　）

A．学校的全体师生 B．校园的全部教学楼

C．校园中的花草树木 D．我们的校园

【分析】在一定区域内生物和它所生活的环境就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它包括生物部分和

非生物部分。生物部分包括植物、动物、细菌真菌等微生物，非生物部分包括阳光、空



气、水、土壤、温度等，只有生物不叫生态系统，只有环境也不叫生态系统。

【解答】解：A、学校的全体同学，分解者和非生物因素，A不符合题意。

B、园的全部教学楼，消费者和分解者，不是生态系统。

C、校园中的花草树木，分解者和非生物因素，C不符合题意。

D、我们的校园校，属于生态系统。

故选：D。

【点评】只要熟练掌握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仔细分析选项中的内容是否符合生态系统的

概念，即可正确答题。

6．（1分）如图为某个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A、B、C、D、E分别表示不同生物成分，下

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A、E为生产者，图中有 4条食物链

B．B、C可表示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竞争关系

C．该食物网中还缺少非生物成分及分解者

D．B、C、D、E是消费者，不能自己制造有机物

【分析】1、食物链书写的原则是：食物链中只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包括分解者和非

生物部分；食物链以生产者开始，以最高营养级结束；食物链中的箭头由被捕食者指向

捕食者。

2、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常见有：捕食关系、竞争关系、合作关系、寄生关系等。

3、生态系统的组成包括非生物部分和生物部分。非生物部分有阳光、空气、水、温度、

土壤（泥沙）等；生物部分包括生产者（绿色植物）、消费者（动物）、分解者（细菌和

真菌）。

【解答】解：A、若 A，图中食物链有：A→B→C，E→B→C，共四条。

B、C以 B为食物。B错误。

C、食物链中只包含生产者和消费者。C错误。

D、食物链以生产者开始；A、E为生产者，B、C。D错误。

故选：A。

【点评】掌握生态系统的组成、食物链的正确书写是解题的关键。



7．（1分）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和自动调节能力最强的生态系统分别是（　　）

A．海洋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

B．湿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

C．生物圈、森林生态系统

D．淡水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

【分析】此题是关于生物圈的知识的选择题，据此答题。

【解答】解：生物圈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它包括大

气圈的底部。包括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森

林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类繁多，自动（自我）调节能力最强，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

物圈。

故选：C。

【点评】生物圈的内容是中考的热点，要好好理解掌握。明确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8．（1分）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下列不属于生物圈范围的是（　　）

A．大气圈的底部 B．水圈的大部分

C．岩石圈的表面 D．地壳

【分析】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包括大气圈的底部、水圈的大部和岩石圈的表面，

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家园。

【解答】解：生物圈是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是最大

的生态系统，生物圈向上可到达约 10千米的高度，厚度为 20千米左右的圈层、水圈的

大部和岩石圈的表面。

故选：D。

【点评】解答此类题目的关键是熟记生物圈的范围。

9．（1分）在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时，若想要使视野中观察到的口腔上皮细胞最

小，则应选用的镜头组合是（　　）

A．②⑤ B．②④ C．③④ D．①④

【分析】观图可知：④⑤⑥一端无螺纹为目镜，①②③有螺纹为物镜，显微镜的放



大倍数＝物镜倍数×目镜倍数，物镜倍数越小，镜头越短；目镜倍数越小，镜头越长。

【解答】解：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越小，看到的细胞数目越多，因此在观察人的口腔上皮

细胞临时装片时，则应选用放大倍数小的目镜和物镜，目镜倍数越小；①②③有螺纹

为物镜，镜头越短，宜选用的镜头组合分别是短的物镜①和长的目镜④组合。

故选：D。

【点评】此题考查了显微镜的成像特点，物镜倍数越高，镜头越长；目镜倍数越高，镜

头越短。

10．（1分）显微镜中用来放大物体的结构是（　　）

A．反光镜、遮光器 B．目镜、物镜

C．转换器、反光镜 D．目镜、遮光器

【分析】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物镜放大倍数和目镜放大倍数的乘积。

【解答】解：显微镜的镜头有目镜和物镜两种，物镜是安装在转换器上的。目镜是直接

放在镜筒里的。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等于目镜和物镜放大倍数的乘积。

故选：B。

【点评】掌握显微镜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是解题的关键。

11．（1分）郊园野旷，花红柳绿，与“红”“绿”颜色相对应的色素分别存在于细胞结构中

的（　　）

A．液泡、液泡 B．叶绿体、液泡

C．细胞膜、叶绿体 D．液泡、叶绿体

【分析】（1）植物细胞结构包括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液泡等。

（2）花红柳绿中的“红”是花瓣的颜色，“绿”主要是叶片的颜色。

【解答】解：花红柳绿中的“红”是花瓣的颜色，使花呈现红色的是花青素。“绿”主要

是叶片的颜色，分布在叶肉细胞的叶绿体内。

故选：D。

【点评】解题的关键是掌握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12．（1分）如图中小明对人的口腔上皮细胞结构的标注，不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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