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 学年度上期高 2025 届半期考试

生物学试卷（答案在最后）

考试时间：75 分钟，满分：100 分

一、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1-10 题每题 2 分，11-20 题每题 3 分，共 50 分）

1. 某品牌植物蛋白肉据说营养价值高，生物兴趣小组对其营养成分进行检测，结果如下表。据表分析下列

说法错误的是（ ）

产品

营养成分（每 100g）

能量/kcal 蛋白质/g 糖类/g
总脂

肪/g

饱和脂

肪酸/g

膳食

纤维/g

动物肉

产品

碎牛肉

（生）
247.00 17.40 0.00 19.10 7.29 0.00

鸡肉（生） 164.00 26.70 0.00 6.33 1.57 0.00

植物蛋

白肉产

品

牛肉丸（植

物型）
212.00 16.80 7.96 12.40 7.08 2.70

素鸡肉（植

物型）
224.00 23.60 3.64 12.70 1.53 3.60

A. 通过测定营养成分的含量，可以鉴定碎牛肉（生）中是否添加植物蛋白肉

B. 向素鸡肉（植物型）匀浆中加入双缩脲试剂，溶液呈蓝色说明该产品合格

C. 人们摄入大量牛肉丸（植物型）后，所含糖类可在人体中转化成甘油三酯

D. 饱和脂肪酸长链的每个碳原子与相邻的碳原子以单键连接，因此熔点较高

【答案】B

【解析】

【分析】生物组织中化合物的鉴定：（1）斐林试剂可用于鉴定还原糖，在水浴加热的条件下，溶液的颜色

变化为砖红色（沉淀）。斐林试剂只能检验生物组织中还原糖（如葡萄糖、麦芽糖、果糖）存在与否，而不

能鉴定非还原性糖（如淀粉）；（2）淀粉的鉴定利用碘液，观察是否产生蓝色；（3）蛋白质可与双缩脲试剂

产生紫色反应；（4）脂肪可用苏丹Ⅲ染液鉴定，呈橘黄色。



【详解】A、碎牛肉（生）中不含碳水化合物，植物蛋白肉产品中含有碳水化合物，通过测定碳水化合物的

含量，来鉴定碎牛肉（生）中是否添加植物蛋白肉，A正确；

B、蛋白质可与双缩脲试剂产生紫色反应，向牛肉丸（植物型）匀浆中加入双缩脲试剂，溶液呈紫色说明该

产品中含有蛋白质，B错误；

C、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大量食用糖类物质后，糖类可以转化成甘油三酯（脂肪）和某

些氨基酸，C正确；

D、饱和脂肪酸长链的每个碳原子与相邻的碳原子以单键连接，因此熔点较高，容易凝固，D正确。

故选 B。

2. 内共生学说认为真核细胞的祖先是一种古核生物，它将需氧细菌吞噬，建立起共生关系，需氧细菌最终

演化为线粒体。蓝细菌也通过类似的过程演化成为叶绿体。下列选项不能作为支持内共生学说的证据是

（ ）

A. 线粒体 DNA和叶绿体 DNA的结构均为双螺旋

B. 线粒体和叶绿体有自己独立的蛋白质合成系统

C. 线粒体和叶绿体能以类似细菌分裂的方式进行增殖

D. 线粒体和叶绿体基因组在大小和结构方面与细菌类似

【答案】A

【解析】

【分析】内共生学说认为，线粒体叶绿体分别起源于一种原始的需氧细菌和蓝细菌；它们最早被原始的真

核细胞吞噬后未被消化，而是与宿主进行长期共生而逐渐演化为重要的细胞器。

【详解】A、若支持内共生学说，则线粒体和叶绿体的遗传信息与细菌相似度较高，而线粒体和叶绿体的

DNA结构与核 DNA一致，不能作为支持内共生学说的证据，A正确；

B、线粒体和叶绿体都有 DNA、RNA和核糖体，有自己独立的蛋白质合成系统，与细菌相似，这支持内共

生学说，B错误；

C、线粒体和叶绿体都能自主进行分裂增殖，细菌也能自主进行分裂增殖，这支持内共生学说，C错误；

D、线粒体和叶绿体基因组在大小和结构方面与细菌类似，均为环状双链 DNA，这支持内共生学说，D错

误。

故选 A。

3. 藻类的概念古今不同，中国古书上说：“藻，水草也，或作藻”，可见在中国古代所说的藻类是对水生植

物的总称。下列有关藻类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蓝细菌旧称蓝藻，与绝大多数细菌一样没有细胞核，属于异养生物

B. 伞藻的嫁接实验能充分说明控制伞帽的遗传物质只存在于细胞核中



C. 黑藻叶肉细胞内叶绿体大而清晰，可用来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流动

D. 小球藻是一种原核生物，被科学家用于探究光合作用暗反应过程

【答案】C

【解析】

【分析】蓝细菌是一类藻类的统称，没有以核膜为界限的细胞核，属于原核生物。常见的蓝藻有色球蓝细

菌、念珠蓝细菌、颤蓝细菌、发菜等。蓝细菌都为单细胞生物，以细胞群形式出现时才容易看见，也就是

我们通常见到的“水华”。

【详解】A、蓝藻又名蓝细菌，体内含有光合色素，是自养型生物，A错误；

B、伞藻的嫁接实验只能说明控制伞帽形状的遗传物质存在于含细胞核的假根中，还需要通过核移植实验才

能充分证明控制伞帽的遗传物质存在于细胞核中，B错误；

C、黑藻叶肉细胞内叶绿体大而清晰，可用来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流动，C正确；

D、小球藻是一种单细胞绿藻真核生物，含有叶绿体，能进行光合作用，因此，是探究光合作用过程的良好

材料，D错误。

故选 C。

4. 科学家在果蝇唾腺细胞中发现了多线染色体。多线染色体的形成是由于染色体复制 10次，每次复制产生

的染色单体直接分离形成子染色体并行排列，且同源染色体发生配对，紧密结合形成非常巨大的结构，多

线化的细胞均处于永久间期。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多线染色体含有 210条子染色体

B. 多线染色体的形成通常会进行着丝粒的分裂

C. 多线染色体与处于有丝分裂中期的染色体相比，染色质丝螺旋化程度要低

D. 多线化的细胞中会发生核膜、核仁周期性出现和消失的现象

【答案】D

【解析】

【分析】有丝分裂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为了描述方便起见，习惯上按先后顺序划分为间期、前期、中期、

后期和末期五个时期：

①间期：主要进行染色体的复制，即 DNA的复制和有关蛋白质的合成，它包括 G1、S、G2三个时期；

②前期最大特点是：核膜逐渐解体、核仁逐渐消失，植物细胞由两极发出纺锤丝，动物细胞两组中心粒分

别移到细胞两极，由中心粒发出星射线；

③中期：着丝点排列在赤道板上，此时染色体的形态、数目最清楚，我们常找有丝分裂中期细胞来观察染

色体的形态、数目；

④后期：着丝点分开，姐妹染色单体分开，在纺锤丝牵引下移到细胞两极，此时染色体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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