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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高考生物复习新题速递之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2024 年 9 月）

一．选择题（共 18 小题）

1．研究小组用不同浓度的生长素类似物（NAA）、赤霉素（GA3）分别对某植物种子进行浸种处理，待种

子萌发后对苗长和根长进行测定，结果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生长素和赤霉素的主要合成部位都是幼嫩的芽、叶和种子，根部几乎不合成

B．两种激素的不同浓度需要设置 3 个以上的重复组，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

C．在本实验中 GA3 对幼苗苗长和根长的促进作用与浓度呈正相关

D．实验不能说明 NAA 对根长的调控具有“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特点

2．为探究植物体内吲哚乙酸（IAA）的运输特点，研究人员用茎的某切段、放射性 14C 检测仪器、含 14C﹣

IAA 的琼脂块（供体块）、空白琼脂块（受体块）和抑制剂（可以与运输 IAA 的载体结合）进行如图所

示实验，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若 AB 为茎幼嫩部分切段，琼脂块①和②中出现较强放射性的是①

B．若 AB 为茎成熟部分切段，琼脂块①和②均可能出现较强的放射性

C．用抑制剂处理茎幼嫩部分切段，①放射性减少与 IAA 运输方式有关

D．实验操作需要在黑暗中进行，避免因光照影响供体块中 IAA 的分布

3．生长素是一种对植物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的植物激素。下列关于生长素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在顶端优势现象中，离顶芽越远的侧芽其发育受到的抑制程度越大

B．生长素是由植物体内特定的腺体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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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单侧光会刺激燕麦胚芽鞘尖端产生生长素

D．某浓度的生长素对同一植物芽和茎的促进生长作用可能相同

4．为研究生长素类调节剂萘乙酸（NAA）对玉米种子发芽的影响，课题组用不同浓度的 NAA 溶液分别浸

泡玉米种子一定时间，再在相同且适宜条件下使其萌发，一定时间后测定根和芽的长度，结果如图 1 所

示。图 2 为一株玉米幼苗水平放置一段时间后的生长情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图 1 可以判断出促进生根的最适浓度为 0.3mg•L﹣1

B．图 1 结果表明高浓度的 NAA 溶液对芽和根的生长都具有抑制作用

C．图 2 中的幼苗根尖产生的生长素极性运输方向从分生区到伸长区

D．图 2 中生长素浓度 a 大于 b，c 大于 d，故 a 生长快于 b，c 生长快于 d

5．6﹣BA 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科研人员以储藏的青棒豆种子为材料，研究一定浓度的 6﹣BA 处理对

其呼吸速率的影响，结果如图所示。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青棒豆种子细胞进行有氧呼吸产生 CO2 的场所是细胞质基质

B．6﹣BA 组种子细胞的呼吸速率的变化趋势与对照组的相同

C．6﹣BA 可用于青棒豆采摘后的保存，有利于降低有机物的消耗

D．青棒豆种子存储的时间越长，6﹣BA 抑制呼吸速率的效果越明显

6．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和乙烯合成抑制剂（AVG）分别处理拟南芥萌发的种子，检测根的长度和植物中

乙烯合成基因相对表达量，结果如图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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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 1 在一定范围内，NaCl 的浓度与种子根长呈负相关

B．图 2 中使用的 AVG 能缓解 NaCl 溶液对种子根长的抑制作用

C．图 3 说明 NaCl 通过促进乙烯合成基因的表达来促进根细胞的生长

D．实验说明植物生长发育由基因表达、激素调节和环境因素共同调节

7．为研究种子萌发和休眠的调控机理，进行了如表所示的实验。下列相关分析错误的是（　　）

组别 1 2 3 4 5 6 7 8

GA（赤

霉素）

+ + + + ﹣ ﹣ ﹣ ﹣

CK（细

胞分裂

素）

+ + ﹣ ﹣ ﹣ ﹣ + +

ABA

（脱落

酸）

+ ﹣ + ﹣ ﹣ + ﹣ +

种子状

态

萌发 萌发 休眠 萌发 休眠 休眠 休眠 休眠

A．据表分析，赤霉素是种子萌发必需的植物激素

B．在种子休眠与萌发过程中，ABA 和 CK 的作用相抗衡

C．GA 在幼芽、幼根和未成熟的种子中合成

D．在种子萌发过程中，只有 GA、CK 和 ABA 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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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某研究小组发现：番茄中低浓度油菜素内酯（BR）可促进气孔张开，但高浓度 BR 可通过促进脱落酸

（ABA）的合成而诱导气孔关闭。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BR 被认定为第六类植物激素，能促进细胞分裂与抑制种子萌发

B．高浓度 BR 促进脱落酸（ABA）的合成有利于番茄植株抵抗于早

C．若番茄在低浓度 BR 情况下，则番茄的光合作用强度可能会减弱

D．BR 和 ABA 二者表现出协同作用，共同调控番茄叶片气孔的开闭

9．光信号可被叶子中的光敏色素所接收，它可以接收红光和远红光信号。研究发现拟南芥 CRY2 是主要

的蓝光受体，CRY2 基因可以主动调节开花时间，对 CRY2 基因突变体的分析表明，CRY2 基因调控蓝

光依赖的对光敏色素功能的抑制。因此，红光生长下的野生型拟南芥开花晚，在蓝光作用下，野生型拟

南芥开花早。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光不仅影响着拟南芥的生长发育，还为光合作用提供能量

B．对于拟南芥开花，其中的 CRY2 具有依赖蓝光的促进作用

C．CRY2 在没有活性时，光敏色素抑制开花，使开花时间延长

D．在蓝光下野生型拟南芥开花受到促进是因为光敏色素减少

10．传统果树栽培采用的圈枝技术是“择一二年之嫩枝，于其纯直部之周围，剥去寸余长之一圈树皮，取

软硬适宜之湿坭，裹于该部，复用稻草碾实”。下列与该技术有关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湿坭中有赤霉素，能够诱导开花、结果

B．有机物积累在环剥皮处，诱导细胞分化

C．利用嫩枝分泌的生长素来促进枝条的生根

D．湿坭有调控环剥皮处激素基因表达的物质

11．“激素果蔬”指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人为施加一定量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改变开花、结果、成熟

的时期，以得到为经济生产服务的水果蔬菜。“激素果蔬”与人体健康有关，受到社会民众广泛关注。

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若将一根豆芽水平横放在桌角，一段时间后，茎的生长将会体现出生长素的作用特点

B．儿童食用“激素水果”则会导致性早熟，因为水果中含有大量的“激素”，从而使人的生长发育加

快

C．为使正在生长的草莓提前上市，人们通常会喷洒乙烯利溶液，因为该物质可以产生乙烯促进果实的

发育

D．“无根豆芽”不带根须、粗壮、比有根豆芽长 5～8 厘米，占有很大市场，原因是生产中人们使用复

合植物生长调节剂——无根豆芽素，据此可推测无根豆芽素所含物质的作用与植物体内的生长素、赤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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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胞分裂素作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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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长素运输渠道化理论认为：顶芽产生的生长素通过主茎运输，.当主茎中生长素运输流饱和时，会限

制侧芽合成的生长素外流，侧芽处于休眠状态，形成顶端优势。另有研究发现，细胞分裂素（CK）和

独脚金内酯也参与侧芽生长调控，三者关系如图所示，其中“→”表示促进，“⊥”表示抑制，连续箭

头表示运输路径。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在调控侧芽生长方面，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表现为作用效果相反，与独脚金内酯表现为协同

B．人工剪除农作物棉花顶部或橘子枝条的顶芽，以促进侧芽的发育，从而使它多开花、多结果

C．根据生长素的运输渠道化理论分析，植物打顶后侧芽快速生长的原因是侧芽处生长素合成加强

D．植物激素对植物生长发育的调控，是通过调控细胞分裂、细胞伸长、细胞分化和死亡等方式完成

13．有研究认为芽产生的生长素不用于调节子房发育成果实。为验证该观点，利用如图所示的研究模型进

行了两组实验：I 组在图中 1 处施加适量的 3H﹣LAA，2 处施加适量的 NPA（生长素运输阻断剂）：Ⅱ

组在图中 1 处施加等量的 3H﹣IAA，2 处不施加 NPA。一段时间后检测各部位的放射性情况。下列叙

述错误的是（　　）

A．I 组 a 段的放射性强度等于Ⅱ组

B．I 组 d 段的放射性强度小于Ⅱ组

C．3 处产生的生长素不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

D．若两组 c 段均没有检测出放射性，说明观点正确

14．如图为施用生长素诱导的玉米胚芽鞘长度、生长速率及细胞壁酸化的实验数据变化曲线图，下列分析

或推测不合理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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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实验的自变量是 IAA 及其施用时间

B．中性缓冲液可能抑制生长素的作用，酸性缓冲液可能引起胚芽鞘生长加快

C．图乙中 bc 段表明生长素促进胚芽鞘生长，cd 段表明生长素抑制胚芽鞘生长

D．在生长素作用下，细胞膜可转出 H+促进胚芽鞘细胞壁酸化，有利于细胞生长

15．种子中脱落酸（ABA）和赤霉素（GA）含量的平衡在调控种子休眠和破除休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外界环境信号因素通过影响种子 ABA 和 GA 的合成和降解来改变种子休眠程度，如图是 ABA 和 GA

调控种子休眠过程的示意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结合材料和图推测，A 处的生理变化存在合成 ABA，B 处的生理变化存在降解 ABA

B．ABA 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细胞衰老，抑制细胞分裂、种子萌发和气孔关闭

C．不同植物激素的绝对含量和调节的顺序性共同影响种子萌发

D．破除休眠后，种子对 ABA、温度和光照的敏感性降低

16．为促成春兰在春节期间开花，科研人员将春兰经自然低温处理不同时间后置于 20℃大棚保温培养、并

喷施不同浓度的赤霉素（GA），统计春兰开花率，结果如图所示。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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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春兰必须经过春化作用后才能开花

B．150mg•L﹣1 赤霉素浓度可抑制春兰开花

C．60mg•L﹣1 赤霉素是促进春兰开花的最适浓度

D．自然低温处理效果比赤霉素处理效果更明显

17．小明将多颗枇杷种子分别播入不同花盆的土壤中，一段时间后，种子萌发并长成幼苗。图甲、乙、丙

分别为枇杷幼树的照片以及对枇杷幼苗的不同处理，图丁为枇杷不同器官（包括芽、根、茎）对生长素

浓度的反应曲线。以下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图甲中，若把该幼苗放到太空中，生长素由①部位运输到④部位的过程不能进行

B．图甲中①、②部位生长素的效应分别与图丁中 E、G 点对应的效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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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图乙、丙中的现象都不能体现生长素作用的两重性

D．在图丙幼苗的茎中，E 侧和 F 侧生长素的浓度之比为 1：2，根据图丁信息可推测幼茎 F 侧生长素的

浓度范围不能大于等于 2m

18．高浓度 NH4NO3 会毒害野生型拟南芥幼苗，诱导幼苗根毛畸形分叉。为研究高浓度 NH4NO3 下乙烯和

生长素（IAA）在调节拟南芥幼苗根毛发育中的作用机制，科研人员进行了相关实验，结果如图所示。

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注：甲是蛋白 M 缺失的 IAA 不敏感型突变体，乙是蛋白 N 缺失的 IAA 不敏感型突变体；ACC 是乙烯

合成的前体；分叉根毛比率＝分叉根毛数/总根毛数×100%。

A．乙烯和生长素作为植物激素，均能参与细胞的代谢活动

B．低浓度 IAA 促进根毛分叉，高浓度 IAA 则抑制根毛分叉

C．高浓度 NH4NO3 下，外源乙烯对乙的根系保护效果比甲的好

D．高浓度 NH4NO3 下，蛋白 N 在抑制根毛分叉中发挥主要作用

二．解答题（共 2 小题）

19．植物次生代谢产物是植物体中存在的一类非生长发育所必需的有机化合物，但在植物抗逆性及抵御病

虫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回答下列问题：

（1）次生代谢产物的产生往往可以提高细胞液的浓度。据此推断次生代谢产物主要存在的细胞器

是 　     　，它可以通过提高植物根细胞的渗透压来提高植物的吸水能力。

（2）当作物受到逆境胁迫时，只有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才能促使作物开启次生代谢，产生次生代谢产

物，从而提高植物的抗性和农产品的质量。有人提出次生代谢产物蛋氨酸（含硫必需氨基酸）作为信号

分子可以促进乙烯的合成，进而应对干旱胁迫。为了验证上述观点，请完成以下实验设计：

（一）实验步骤：

①选取长势良好且 　         　的 2 月龄玉米幼苗若干，平均分成三组，标记为甲、乙、丙；

②对甲组进行干旱处理同时给予缺硫培养、乙组进行干旱处理，丙组给予完全培养液培养正常种植；

③一段时间后检测三组玉米植株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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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结果及评价

最终检测的结果可能是 　           　；有人认为本实验还需要增加一组，该组的处理是 　            　。

（3）南宋农学家陈旉总结农业生产是“盗天地之时利”，指出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强调作物应与土壤

相适应。明代袁黄在《宝坻劝农书》中提到濒海的“斥卤”（即盐碱地）时指出：“其地初种水稗，斥卤

既尽，渐可种稻。”从中领悟到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提高海水稻抗盐碱能力的新思路是 　                  　。

20．油料作物种子萌发过程中，下胚轴顶端形成顶勾（如图 1），在破土而出时起到保护子叶与顶端分生组

织的作用。科研人员为研究生长素（IAA）与顶端弯曲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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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子叶数目判断，该作物是 　   　（单或双）子叶植物。研究发现油料种子萌发时需要氧，

此外还需要的外界因素有  　         　。萌发过程中，种子中的有机物种类增加，说明  　       　

过程除了能为生物体提供能量，还是生物体代谢的枢纽。

（2）图 1 的顶端产生 IAA，需要的原料是 　      　，IAA 运输到下胚轴的过程需要 　        　。

（3）研究发现，TMK 突变体植株顶勾比野生型弯曲度小，可能原因是 TMK 突变体植株顶勾弯曲处内

侧细胞生长比野生型 　     　。不同浓度的 IAA 可能通过 TMK 蛋白调控细胞生的机理如图 2。

请阐述当 IAA 浓度较高时，细胞伸长生长被抑制原因是：TMK 蛋白 C 端被剪切，然后 　                  　。

（4）科研人员推测，在 IAA 浓度较高时，TMK 突变体导致无 TMK 蛋白剪切，从而顶勾弯曲度减小。

要从分子水平证实这一推测，需要测定并比较 TMK 突变体和野生型植株的顶勾弯曲处内侧细胞的：　                  　

（至少写出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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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高考生物复习新题速递之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2024 年 9 月）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共 18 小题）

1．研究小组用不同浓度的生长素类似物（NAA）、赤霉素（GA3）分别对某植物种子进行浸种处理，待种

子萌发后对苗长和根长进行测定，结果如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生长素和赤霉素的主要合成部位都是幼嫩的芽、叶和种子，根部几乎不合成

B．两种激素的不同浓度需要设置 3 个以上的重复组，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

C．在本实验中 GA3 对幼苗苗长和根长的促进作用与浓度呈正相关

D．实验不能说明 NAA 对根长的调控具有“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特点

【考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类型和作用；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用． 

【专题】坐标曲线图；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D

【分析】由题文可知，该实验的自变量为激素的种类和浓度，因变量为幼苗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的生长

情况，对照组应施加等量的蒸馏水浸种。该实验不同浓度均设置 3 个重复组，意在求取平均值减少实验

的偶然误差。

【解答】解：A、生长素的主要合成部位都是幼嫩的芽、叶和种子，根部几乎不合成；赤霉素主要合成

部位是未成熟的种子、幼根和幼芽，A 错误；

B、该实验探究不同浓度的植物激素对幼苗生长情况的影响，因此需要设置空白对照，需用蒸馏水浸种

处理，B 错误；

C、在本实验中 GA3 对幼苗苗长的促进作用与浓度呈正相关，GA3 对根长的影响不大，C 错误；

D、由图可知，图中不同浓度的 IAA 对野牛草幼苗生长均为促进作用，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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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特点，D 正确。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植物激素调节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和判断能力，具备运用所学知识

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2．为探究植物体内吲哚乙酸（IAA）的运输特点，研究人员用茎的某切段、放射性 14C 检测仪器、含 14C﹣

IAA 的琼脂块（供体块）、空白琼脂块（受体块）和抑制剂（可以与运输 IAA 的载体结合）进行如图所

示实验，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若 AB 为茎幼嫩部分切段，琼脂块①和②中出现较强放射性的是①

B．若 AB 为茎成熟部分切段，琼脂块①和②均可能出现较强的放射性

C．用抑制剂处理茎幼嫩部分切段，①放射性减少与 IAA 运输方式有关

D．实验操作需要在黑暗中进行，避免因光照影响供体块中 IAA 的分布

【考点】生长素的产生、分布和运输情况． 

【专题】对比分析法；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D

【分析】1、生长素的运输包括：极性运输、成熟组织中韧皮部的非极性运输以及根尖和茎尖部位的横

向运输。其中极性运输不受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一直可以进行，而横向运输会受到光照的影响，会由

向光一侧朝背光一侧运输；同样重力也会影响根和茎部位的近地侧和远地侧生长素的分布。

2、在植物体内，合成生长素最活跃的部位是幼嫩的芽、叶和发育的种子；生长素大部分集中分布在生

长旺盛的部位，如：胚芽鞘、芽和根的顶端分生组织、发育的果实和种子等处。生长素生理作用：促进

生长、促进扦插的枝条生根、促进果实的发育。

3、生长素作用的两重性：既能促进生长，也能抑制生长；既能促进发芽，也能抑制发芽；既能防止落

花落果，也能疏花疏果。

【解答】解：A、生长素在幼嫩的组织中可进行极性运输，只能由形态学上端向形态学下端运输，若 AB

为茎幼嫩部分切段，琼脂块①和②中出现较强放射性的是①，A 正确；

B、生长素在成熟组织中可进行非极性运输，若 AB 为茎成熟部分切段，琼脂块①和②均可能出现较

强的放射性，B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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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长素在幼嫩的组织中可进行极性运输，极性运输为主动运输，若用某种抑制剂处理茎幼嫩部分切

段，①放射性减少，那①放射性减少与 IAA 的运输方式（主动运输）有关，C 正确；

D、该实验中茎的某切段无感光区，因此该实验操作无需在黑暗中进行，D 错误。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植物激素的调节，解决此题的关键在于分析图中所给的信息，本题意在考查学生识图

能力和理解能力。

3．生长素是一种对植物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的植物激素。下列关于生长素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在顶端优势现象中，离顶芽越远的侧芽其发育受到的抑制程度越大

B．生长素是由植物体内特定的腺体合成的

C．单侧光会刺激燕麦胚芽鞘尖端产生生长素

D．某浓度的生长素对同一植物芽和茎的促进生长作用可能相同

【考点】生长素的产生、分布和运输情况；生长素的作用以及作用的两重性． 

【专题】正推法；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D

【分析】植物激素是由植物体内产生，能从产生部位运送到作用部位，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的

微量有机物。人们发现的植物激素有生长素、赤霉素、细胞分裂素、脱落酸和乙烯等。

【解答】解：A、在顶端优势现象中，顶芽产生的生长素逐渐向下运输，枝条上部的侧芽处生长素浓度

较高，因此它的发育受到抑制，而离顶芽越远的侧芽其发育受到的抑制程度越小，A 错误；

B、植物体内没有分泌激素的腺体，B 错误；

C、单侧光不会刺激胚芽鞘尖端产生生长素，只会引起生长素的分布不均匀，C 错误；

D、同一植物的芽较茎对生长素敏感，因此某浓度的生长素对同一植物芽和茎的促进生长作用可能相同，

D 正确。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植物激素调节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和判断能力，运用所学知识综合

分析问题的能力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4．为研究生长素类调节剂萘乙酸（NAA）对玉米种子发芽的影响，课题组用不同浓度的 NAA 溶液分别浸

泡玉米种子一定时间，再在相同且适宜条件下使其萌发，一定时间后测定根和芽的长度，结果如图 1 所

示。图 2 为一株玉米幼苗水平放置一段时间后的生长情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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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图 1 可以判断出促进生根的最适浓度为 0.3mg•L﹣1

B．图 1 结果表明高浓度的 NAA 溶液对芽和根的生长都具有抑制作用

C．图 2 中的幼苗根尖产生的生长素极性运输方向从分生区到伸长区

D．图 2 中生长素浓度 a 大于 b，c 大于 d，故 a 生长快于 b，c 生长快于 d

【考点】探究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 

【专题】坐标曲线图；模式图；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C

【分析】1、生长素的产生、分布和运输。

（1）生长素的产生部位：幼嫩的芽、叶、发育中的种子。

（2）生长素的运输方向：横向运输：向光侧→背光侧；极性运输：形态学上端→形态学下端（运输方

式为主动运输）。

（3）生长素的分布部位：各器官均有，集中在生长旺盛的部位如芽、根顶端的分生组织、发育中的种

子和果实。

2、生长素的生理作用特点：具有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的现象。

【解答】解：A、根据图 1 的信息分析，0.3mg•L﹣1 时对跟的促进作用最强，但若想研究最适浓度，需

要缩小浓度梯度继续探究，不能依此证明此时是最适浓度，A 错误；

B、图 1 结果表明高浓度的 NAA 溶液对根的生长都具有抑制作用，但不能表明对芽有抑制作用，图示

对芽都是促进作用，B 错误；

C、在幼嫩的部位，生长素从形态学的上端运输到形态学的下端，根尖分生区属于形态学上端，C 正确；

D、由于重力作用，图 2 中生长素浓度 a 大于 b，c 大于 d，但根和芽对生长素的敏感度不同，a 生长慢

于 b，c 生长快于 d，D 错误。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植物激素的相关知识，要求学生识记生长素的生理作用，能够根据题图获取有效信息，

找出实验的目的，进而进行正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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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BA 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科研人员以储藏的青棒豆种子为材料，研究一定浓度的 6﹣BA 处理对

其呼吸速率的影响，结果如图所示。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青棒豆种子细胞进行有氧呼吸产生 CO2 的场所是细胞质基质

B．6﹣BA 组种子细胞的呼吸速率的变化趋势与对照组的相同

C．6﹣BA 可用于青棒豆采摘后的保存，有利于降低有机物的消耗

D．青棒豆种子存储的时间越长，6﹣BA 抑制呼吸速率的效果越明显

【考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类型和作用． 

【专题】坐标曲线图；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C

【分析】分析题意，该实验目的是探究一定浓度的 6﹣BA 处理对其呼吸速率的影响，因此自变量是是

否进行 6﹣BA 处理和贮藏时间，因变量是呼吸速率。

【解答】解：A、植物细胞有氧呼吸第二阶段产生 CO2，场所是线粒体，因此青棒豆细胞有氧呼吸产生

CO2 的场所是线粒体，A 错误；

B、对照组随着贮藏时间延长，其呼吸速率逐渐升高再略有降低，6﹣BA 组随着贮藏时间延长，其呼吸

速率先降再升后再略有降低，因此二组呼吸速率变化趋势不一致，B 错误；

C、与对照组相比，在同一贮藏时间下，6﹣BA 组呼吸速率都低于对照组呼吸速率，有利于降低有机物

的消耗，因此 6﹣BA 可以应用于青棒豆采摘后的保存，C 正确；

D、与对照组同一时间相比，第 5 天时，两组呼吸速率差值最大，说明 6﹣BA 抑制呼吸速率效果在第

五天时最强，并不是贮藏时间越久，抑制效果越好，D 错误。

故选：C。

【点评】本题考查 6﹣BA 处理对青棒豆种子呼吸速率的影响，意在考查考生的识表能力和理解所学知

识要点，把握知识间内在联系，形成知识网络结构的能力；能运用所学知识，准确判断问题的能力，属

于考纲理解和应用层次的考查。

6．用不同浓度 NaCl 溶液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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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合成抑制剂（AVG）分别处理拟南芥萌发的种子，检测根的长度和植物中乙烯合成基因相对表达量，结

果如图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图 1 在一定范围内，NaCl 的浓度与种子根长呈负相关

B．图 2 中使用的 AVG 能缓解 NaCl 溶液对种子根长的抑制作用

C．图 3 说明 NaCl 通过促进乙烯合成基因的表达来促进根细胞的生长

D．实验说明植物生长发育由基因表达、激素调节和环境因素共同调节

【考点】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用． 

【专题】模式图；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C

【分析】分析图 1：自变量是 NaCl 的浓度，因变量是种子根长，图中随 NaCl 溶液浓度增加，对根生长

的抑制作用增强。分析图 2：图中可以看出 AVG 的使用可减轻 NaCl 溶液的抑制作用。分析图 3：图中

可以看出 NaCl 溶液可促进乙烯合成基因的表达。

【解答】解：A、图 1 中自变量是 NaCl 的浓度，因变量是种子根长，图中随 NaCl 溶液浓度增加，对根

生长的抑制作用增强，一定范围内，NaCl 的浓度与种子根长呈负相关，A 正确；

B、图 2 中 NaCl 组的种子根长小于对照组，NaCl 溶液对种子根长的抑制作用，NaCl+AVG 组的种子根

长大于只使用 NaCl 组，说明使用的 AVG 能缓解 NaCl 溶液对种子根长的抑制作用，B 正确；

C、随 NaCl 溶液浓度增加，对根生长的抑制作用增强，由图 3 可以看出 NaCl 溶液可促进乙烯合成基因

的表达，综合分析，NaCl 可能通过影响乙烯基因的表达来抑制根细胞的生长，C 错误；

D、NaCl 溶液可促进乙烯合成基因的表达抑制根的生长，说明说明植物生长发育由基因表达、激素调节

和环境因素共同调节，D 正确。

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等相关知识点，意在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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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研究种子萌发和休眠的调控机理，进行了如表所示的实验。下列相关分析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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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1 2 3 4 5 6 7 8

GA（赤

霉素）

+ + + + ﹣ ﹣ ﹣ ﹣

CK（细

胞分裂

素）

+ + ﹣ ﹣ ﹣ ﹣ + +

ABA

（脱落

酸）

+ ﹣ + ﹣ ﹣ + ﹣ +

种子状

态

萌发 萌发 休眠 萌发 休眠 休眠 休眠 休眠

A．据表分析，赤霉素是种子萌发必需的植物激素

B．在种子休眠与萌发过程中，ABA 和 CK 的作用相抗衡

C．GA 在幼芽、幼根和未成熟的种子中合成

D．在种子萌发过程中，只有 GA、CK 和 ABA 发挥作用

【考点】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用． 

【专题】数据表格；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D

【分析】1、赤霉素的生理作用是促进细胞伸长，从而引起茎秆伸长和植物增高。此外，它还有促进麦

芽糖化，促进营养生长，防止器官脱落和解除种子、块茎休眠促进萌发等作用。

2、脱落酸在根冠和萎蔫的叶片中合成较多，在将要脱落和进入休眠期的器官和组织中含量较多。脱落

酸是植物生长抑制剂，它能够抑制细胞的分裂和种子的萌发，还有促进叶和果实的衰老和脱落，促进休

眠和提高抗逆能力等作用。

【解答】解：A、据表分析，能够萌发的组别是 1、2、4 均有赤霉素，不能萌发的 5、6、7、8 不含赤

霉素，均不能萌发，说明赤霉素是种子萌发必需的植物激素，A 正确；

B、第 5、6 组对比发现，无 GA 和 CK 时，不管 ABA 存在与否，种子都休眠；第 6、8 组比较发现，

无 GA 有 ABA，不管 CK 存在与否，种子也都休眠；第 5、7 组比较，无 GA 和 ABA 时，不管 CK 存

在与否，种子也都休眠，说明在种子休眠与萌发过程中，ABA 和 CK 的作用相抗衡，B 正确；

C、GA 是赤霉素，赤霉素在幼芽、幼根和未成熟的种子中合成，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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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种子萌发过程中，多种激素发挥作用，如生长素也可参与调控，D 错误。

故选：D。

【点评】本题考查植物激素调节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和判断能力、运用所学知识综合

分析问题的能力。

8．某研究小组发现：番茄中低浓度油菜素内酯（BR）可促进气孔张开，但高浓度 BR 可通过促进脱落酸

（ABA）的合成而诱导气孔关闭。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BR 被认定为第六类植物激素，能促进细胞分裂与抑制种子萌发

B．高浓度 BR 促进脱落酸（ABA）的合成有利于番茄植株抵抗于早

C．若番茄在低浓度 BR 情况下，则番茄的光合作用强度可能会减弱

D．BR 和 ABA 二者表现出协同作用，共同调控番茄叶片气孔的开闭

【考点】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用． 

【专题】信息转化法；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B

【分析】植物激素是由植物体内产生，能从产生部位运送到作用部位，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显著影响的

微量有机物。植物的不同器官如根、茎、叶、果实和种子等均含有油菜素内酯。

【解答】解：A、油菜素内酯（BR）已被认定为第六类植物激素，能促进茎、叶细胞的扩展和分裂，并

促进花粉管生长、种子萌发等，A 错误；

B、根据题意可知，中低浓度的 BR 能促进植物气孔开放；高浓度的 BR 能促进脱落酸（ABA）的合成，

诱导植物气孔关闭以减少水分的散失，有利于番茄植株抵抗干旱，B 正确；

C、若番茄在低浓度 BR 情况下，可促进气孔张开，则番茄的光合作用强度可能会增强，C 错误；

D、BR 和 ABA 二者表现出拮抗作用，共同调控番茄叶片气孔的开闭，D 错误。

故选：B。

【点评】本题属于信息题，考查学生对植物激素作用的了解以及分析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难度适

中。

9．光信号可被叶子中的光敏色素所接收，它可以接收红光和远红光信号。研究发现拟南芥 CRY2 是主要

的蓝光受体，CRY2 基因可以主动调节开花时间，对 CRY2 基因突变体的分析表明，CRY2 基因调控蓝

光依赖的对光敏色素功能的抑制。因此，红光生长下的野生型拟南芥开花晚，在蓝光作用下，野生型拟

南芥开花早。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光不仅影响着拟南芥的生长发育，还为光合作用提供能量

B．对于拟南芥开花，其中的 CRY2 具有依赖蓝光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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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Y2 在没有活性时，光敏色素抑制开花，使开花时间延长

D．在蓝光下野生型拟南芥开花受到促进是因为光敏色素减少

【考点】环境因素参与调节植物生命活动． 

【专题】正推法；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D

【分析】光敏色素引起的生理变化为：光信号→细胞感受光信号→光敏色素被激活，结构发生变化→信

号转导→细胞核接受信号→调控特定基因表达→产生特定物质→产生生物学效应。

【解答】解：A、光作为一种信号，影响，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全过程，光不仅影响着拟南芥的生长

发育，还为光合作用提供能量，A 正确；

B、拟南芥 CRY2 是主要的蓝光受体，对于拟南芥开花，其中的 CRY2 具有依赖蓝光的促进作用，B 正

确；

C、CRY2 在没有活性时，CRY2 基因调控蓝光依赖的对光敏色素功能的抑制，光敏色素抑制开花，使

开花时间延长，C 正确；

D、根据题意“对 CRY2 基因突变体的分析表明，CRY2 基因调控蓝光依赖的对光敏色素功能的抑制”

可知，在蓝光下野生型植株开花受到促进可以理解为光敏色素的功能受到抑制，D 错误。

故选：D。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环境因素参与调节植物生命活动，要求考生能够结合所学知识准确判断各选项，

属于识记和理解层次的考查。

10．传统果树栽培采用的圈枝技术是“择一二年之嫩枝，于其纯直部之周围，剥去寸余长之一圈树皮，取

软硬适宜之湿坭，裹于该部，复用稻草碾实”。下列与该技术有关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湿坭中有赤霉素，能够诱导开花、结果

B．有机物积累在环剥皮处，诱导细胞分化

C．利用嫩枝分泌的生长素来促进枝条的生根

D．湿坭有调控环剥皮处激素基因表达的物质

【考点】其他植物激素的种类和作用． 

【专题】正推法；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C

【分析】不同植物激素的生理作用：生长素：合成部位：幼嫩的芽、叶和发育中的种子。主要生理功能：

生长素的作用表现：低浓度促进生长，高浓度抑制生长。赤霉素：合成部位：幼芽、幼根和未成熟的种

子等幼嫩部分。主要生理功能：促进细胞的伸长；解除种子、块茎的休眠并促进萌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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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解：A、圈枝技术是果树栽培技术，主要是促使枝条生根，A 错误；

B、有机物积累在环剥皮处是因为植物的表皮缺失后无法运输，没有诱导细胞分化的作用，B 错误；

C、嫩枝分泌的生长素可以来促进枝条的生根，C 正确；

D、湿泥可以将嫁接的枝条固定在适当的位置，提供水分和营养物质有助于促进嫁接部位的愈合等作用，

D 错误。

故选：C。

【点评】本题主要考查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等相关知识点，意在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11．“激素果蔬”指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人为施加一定量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来改变开花、结果、成熟

的时期，以得到为经济生产服务的水果蔬菜。“激素果蔬”与人体健康有关，受到社会民众广泛关注。

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若将一根豆芽水平横放在桌角，一段时间后，茎的生长将会体现出生长素的作用特点

B．儿童食用“激素水果”则会导致性早熟，因为水果中含有大量的“激素”，从而使人的生长发育加

快

C．为使正在生长的草莓提前上市，人们通常会喷洒乙烯利溶液，因为该物质可以产生乙烯促进果实的

发育

D．“无根豆芽”不带根须、粗壮、比有根豆芽长 5～8 厘米，占有很大市场，原因是生产中人们使用复

合植物生长调节剂——无根豆芽素，据此可推测无根豆芽素所含物质的作用与植物体内的生长素、赤霉素

和细胞分裂素作用类似

【考点】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类型和作用；激素的应用和过度使用的危害；生长素的作用以及作用的两重

性． 

【专题】正推法；植物激素调节．

【答案】D

【分析】1、植物激素是由植物体的特定部位产生，再被运输到作用部位，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显著调

节作用的微量有机物，植物激素是植物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分子。

2、各种植物激素的作用：

（1）赤霉素的作用是促进细胞伸长、引起植株增高，促进种子萌发和果实成熟。

（2）细胞分裂素促进细胞分裂（分布在根尖）。

（3）脱落酸抑制细胞分裂，促进衰老脱落（分布在根冠和萎蔫的叶片）。

（4）乙烯：促进果实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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