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价值”命题“金线”(为什么考) “知能素养”命题“银线”(考什么)

(1)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新冠肺炎疫情，已

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病毒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而人类健康问

题是历年来高考的热点。

(2)通过“病毒”相关问题的探究，培养知
识迁移、发散思维和解答实际情境问题

的能力。

(1)构建以“病毒”为核心的知识网络体系，
通过构建“知识网络”浸润“生命观念”，搭
建解题“思维模型”。
(2)借助“病毒”，探究、深挖、串联与之相
关的知识点：结构与功能、物质运输、繁

殖过程、中心法则、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

的要点、病毒的检测和预防措施、病毒的

分类鉴定及实践应用等。

高考生物创新考法—破译新情境
通过“新冠病毒”，立足“生命观念”，建构解答病毒

类问题的思维模型



探究路径(一)　新冠病毒的组成和结构

[见识新情境]

新冠病毒是由RNA和蛋白质“N”构成的内核与外侧的囊膜共同组成的，囊膜
的主要成分是磷脂和镶嵌其上的3种蛋白质“M”“E”和“S”，如图。

新冠肺炎的病原体依靠囊膜上的刺突糖蛋白(S蛋白)以人类细胞膜上的血管紧张

素转换酶2(ACE2)作为侵入的受体。ACE2蛋白广泛分布在人体内皮细胞膜上，

因此新冠病毒可以入侵肺泡细胞、肾细胞、生殖道细胞等内皮细胞。虽然入侵

的细胞广泛，但是严重的炎症反应主要出现在肺部。



[追根于教材]

1．刺突糖蛋白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什么？

提示：氨基酸和葡萄糖。

2．从物质组成角度分析，新冠病毒的组成成分与细胞相比，在种类上有什

么区别？新冠病毒主要由哪些元素组成？

提示：新冠病毒主要含有RNA、蛋白质、磷脂和糖类。其元素组成主要是C

、H、O、N、P。

3．请从结构与功能的角度解释为什么病毒的生活方式为寄生？

提示：病毒结构简单，没有为其生命活动提供物质和能量的结构，其生命活

动所需物质和能量来自寄主细胞，导致其生命活动必须依赖于寄主细胞。



4．新冠病毒所具有的多种蛋白质是怎样合成的？

提示：在宿主细胞内，利用宿主细胞的原料和结构合成。

5．根据遗传物质的化学组成，可将病毒划分为DNA病毒和RNA病毒两种

类型。请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标记法，以体外培养的宿主细胞等为材料，设计实

验以确定新冠病毒的类型，简要说明实验思路、结果及结论。

提示：实验思路：甲组：将宿主细胞培养在含有放射性标记尿嘧啶的培养

基中，之后接种新冠病毒。培养一段时间后收集病毒并检测其放射性。乙组：

将宿主细胞培养在含有放射性标记胸腺嘧啶的培养基中，之后接种新冠病毒。

培养一段时间后收集病毒并检测其放射性。结果及结论：若甲组收集的病毒有

放射性，乙组无，即为RNA病毒；反之为DNA病毒。



探究路径(二)　新冠病毒的增殖、遗传信息传递和生物进化

[见识新情境]

新冠病毒的S蛋白和宿主细胞膜上的ACE2“
接头”，一旦“暗号”对上，细胞胞吞病毒，将病
毒“请”进细胞；溶酶体帮助病毒溶解囊膜和结
构蛋白，病毒正好借此将RNA释放，利用宿主

细胞的核糖体翻译病毒早期蛋白；病毒利用

RNA指导的RNA聚合酶大量复制病毒的遗传物

质，并大量翻译结构蛋白；在高尔基体将病毒

的遗传物质和结构蛋白组装成新的病毒；新病

毒利用宿主细胞的膜泡运输系统，通过胞吐释

放出去，完成整个生活史(如下图所示)。



[追根于教材]

1．新冠病毒通过什么方式进出细胞？为什么？体现了细胞膜的什么特点？

提示：胞吞、胞吐；新冠病毒外有包膜；细胞膜的流动性。

2．能否利用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的原理和方法，分别用放射性同位素32P、 

35S标记RNA和蛋白质的新冠病毒，侵染人肺细胞的方法来探究新冠病毒的遗传

物质是RNA还是蛋白质？请分析原因。

提示：不可以。因为新冠病毒侵染宿主细胞时，病毒衣壳蛋白和核酸一起进

入宿主细胞，无法确定放射性来源于蛋白质还是RNA。



3．依据材料，写出新冠病毒的简要增殖过程。

提示：黏附(与受体结合)→侵入(胞吞)→合成(RNA和蛋白质)→组装→释放

(胞吐)。

4．新冠病毒容易突变的原因是什么？

提示：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是RNA，为单链，结构不稳定，容易发生变异。

5．依据材料，写出新冠病毒的遗传信息传递途径。



探究路径(三)　新冠病毒的检测与预防

[见识新情境]

一、检测原理——PCR技术

目前采用RT-PCR技术(逆转录荧光PCR技术)。在PCR反应体系中，包

含一对特异性引物以及一个Taqman探针，该探针为一段特异性寡核苷酸序

列，两端分别标记了报告荧光基团和淬灭荧光基团。探针完整时，报告基

团发射的荧光信号被淬灭基团吸收；若反应体系存在靶序列，PCR反应时

探针与模板结合，DNA聚合酶沿模板利用酶的外切酶活性将探针降解，报

告基团与淬灭基团分离，发出荧光。每扩增一条DNA链，就有一个荧光分



子产生(如图1)。荧光定量PCR仪能够检测出荧光到达预先设定阈值的循环数(Ct

值)，其中Ct值与病毒核酸浓度有关，病毒核酸浓度越高，Ct值越小(如图2)。



二、免疫预防——接种疫苗

S蛋白是新冠病毒识别并感染靶细胞的重要蛋白，作为抗原被宿主免疫系统

识别并应答，因此S蛋白是新冠疫苗研发的重要靶点。下表是不同类型新冠疫苗

研发策略：

类型 研发策略

灭活疫苗 新冠病毒经培养、增殖，用理化方法灭活后制成疫苗

腺病毒载体

疫苗

利用改造后无害的腺病毒作为载体，携带S蛋白基因，制成疫苗。

接种后，S蛋白基因启动表达

亚单位疫苗 通过基因工程方法，在体外合成S蛋白，制成疫苗

核酸疫苗
将编码S蛋白的核酸包裹在纳米颗粒中，制成疫苗。接种后，在

人体内产生S蛋白

减毒流感病

毒载体疫苗

利用减毒流感病毒作为载体，带S蛋白基因，并在载体病毒表面

表达S蛋白，制成疫苗



三、细胞因子风暴——免疫过度

细胞因子风暴是指机体感染微生物后引起体液中多种细胞因子快速大量产

生的现象。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干扰素等)能够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而过

多的细胞因子会使免疫细胞持续激活和扩增，进而攻击正常细胞，引发“过度

免疫”，导致人体器官损伤，甚至导致器官衰竭。

临床上常用免疫抑制剂抑制机体过度的免疫调节，防止细胞因子风暴对正

常的器官造成损伤。



[追根于教材]

1．依据材料一，新冠病毒是一种单链RNA病毒，检测时取检测者的mRNA，

在PCR反应体系中逆转录酶的作用下合成cDNA，在反应体系中还应加入

哪些物质？

提示：2种引物、耐高温的DNA聚合酶、4种脱氧核苷酸、缓冲体系、荧光

标记的新冠病毒核酸探针。



2．材料一图2中“平台期”出现的最可能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理论上，在检测过程中，有荧光标记的“杂交双链”出现，则说

明检测结果呈______(填“阴”或“阳”)性，但为了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一般要达到或超过阈值时才确诊，Ct值越大表示被检测样本中病毒数目

________(填“越多”或“越少”)。

提示：反应体系中的原料(引物，探针)数量一定，超出一定的循环数后，

荧光标记的“杂交双链”不再增加　阳　越少 



3．当新冠病毒侵入机体时，机体免疫的大体过程是怎样的？

提示：当病毒侵入机体时，机体会同时启动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当病毒

未侵入细胞时，体液免疫发挥效应，消灭细胞外液中的病毒；一旦病毒进

入细胞，细胞免疫会发挥效应，裂解靶细胞，释放出病毒，再被抗体结合

或被其他免疫细胞吞噬、消灭。

4．接种普通新冠疫苗后，体内抗体的量下降很快说明了什么问题？给我们什

么启发？

提示：特异性免疫产生的抗体和记忆细胞在机体内不是永远存在的。机体

对病原体的记忆是有时间限制的，有些不是终生的，根据需要可以接种一

段时间后再次接种。



5．科学家在研究新冠病毒治疗的过程中，针对重症病人在缺乏疫苗和特效治

疗药物的前提下，“血浆治疗”也是一种探索性治疗方法。“血浆疗法”中
需要哪些人员的血浆？治疗原理是什么？

提示：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浆。康复者血浆中可能含有大量新冠病毒的

抗体，这些抗体特异性地识别并结合新冠病毒，从而抑制病毒的侵染。

6．依据材料二，与普通疫苗相比，你认为核酸疫苗有哪些优点？

提示：核酸疫苗是将S蛋白的核酸包裹在纳米颗粒中，制成疫苗，注入人

体内，利用人体细胞产生S蛋白，刺激人体产生抗体。核酸疫苗能不断地

表达抗原蛋白质，免疫效果好；研发快速，相对简单；节省细胞培养、

扩增的时间，大大提高疫苗产能。



7．依据材料三，试说明新冠肺炎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的原因。

提示：新冠病毒大多存在于肺泡细胞中，细胞因子风暴导致产生大量免

疫细胞并进攻肺部，导致肺部部分正常细胞和非正常细胞裂解死亡，引

起患者肺部感染，肺部体液积聚引起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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