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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许昌市 2023-2024 学年高二下学期 7 月期末试题

一、单选题（每小题 3 分，共 60 分）

1. 支原体是目前自然界所发现最小、最简单的原核生物。支原体对 β-内酰胺类（青霉素类

和头孢类）抗菌药不敏感。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 支原体的核酸彻底水解得到的产物有 5 种

B. 支原体基因组中含有控制其细胞壁合成的基因

C. 支原体的遗传物质是 DNA

D. β-内酰胺类可以治疗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炎

〖答 案〗C

〖祥 解〗细胞中的核酸根据所含五碳糖的不同分为 DNA（脱氧核糖核酸）和 RNA（核糖

核酸）两种，构成 DNA 与 RNA 的基本单位分别是脱氧核苷酸和核糖核苷酸，每个脱氧核

苷酸分子是由一分子磷酸、一分子脱氧核糖和一分子含氮碱基形成，每个核糖核苷酸分子

是由一分子磷酸、一分子核糖和一分子含氮碱基形成。

【详 析】A、支原体的核酸有 DNA 和 RNA 两种，其彻底水解得到的产物有 8 种，即 1 种

磷酸、2 种五碳糖、5 种含氮碱基，A 错误；

B、支原体没有细胞壁，故支原体基因组中没有控制其细胞壁合成的基因，B 错误；

C、支原体具有细胞结构，其遗传物质是 DNA，C 正确；

D、青霉素的抗菌作用机制是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使细菌的细胞壁缺损,导致细菌失去细

胞壁的保护,菌体膨胀裂解,从而杀死细菌，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对 β-内酰胺类（青霉素类

和头孢类）抗菌药不敏感，故 β-内酰胺类不可以治疗支原体感染引起的肺炎，D 错误。

故选 C。

2. 脂肪酸分为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一个双键）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两

个及以上的双键）。食用油一般都含有这三种脂肪酸，只是不同食用油中三者的比例有一定

差异。油酸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被称为“安全脂肪酸”，有降低血胆固醇、甘油三酯等作

用。下列相关说法错误的是（    ）

A. 植物脂肪大多含饱和脂肪酸，动物脂肪大多含不饱和脂肪酸

B. 人体的相关激素可以调控葡萄糖和脂肪酸之间的相互转化

C. 脂肪酸的“骨架”是一条由碳原子组成的长链

D. 膳食中适量的油酸能降低因“三高”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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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A

〖祥 解〗脂肪酸的“骨架”是一条由碳原子组成的长链。碳原子通过共价键与其他原子结

合。如果长链上的每个碳原子与相邻的碳原子以单键连接，那么该碳原子就可以连接 2 个

氢原子，这个碳原子就是饱和的，这样形成的脂肪酸称为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熔点

较高，容易凝固。如果长链中存在双键，那么碳原子连接的氢原子数目就不能达到饱和，

这样形成的脂肪酸就是不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的熔点较低，不容易凝固。

【详 析】A、植物脂肪大多含不饱和脂肪酸，动物脂肪大多含饱和脂肪酸，A 错误；

B、人体的相关激素如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等，可以调控葡萄糖和脂肪酸之间的相互转

化，B 正确；

C、脂肪酸的“骨架”是一条由碳原子组成的长链，C 正确；

D、由题意可知，油酸有降低血胆固醇、甘油三酯等作用，因此膳食中适量的油酸能降低

因“三高”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D 正确。

故选 A。

3. 下图表示线粒体蛋白 M 的转运过程，与细胞核密切相关，用某种抑制性药物处理细胞后，

发现细胞质基质中的 T 蛋白明显增多。下列相关叙述中错误的是（    ）

A. 利用差速离心法，可将线粒体从细胞匀浆中分离出来

B. T 蛋白的形成需要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加工

C. M 蛋白可能与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关系密切

D. 推测该种抑制性药物最可能抑制了图中③或④过程

〖答 案〗BD

〖祥 解〗据图分析，①表示转录过程，②表示 RNA 从细胞核穿过核孔进入细胞质，③是

翻译过程，④表示 T 蛋白和线粒体外膜上的载体蛋白结合，形成 TOM 复合体，⑤表示

TOM 复合体的协助下，M 蛋白可进入线粒体内，并嵌合在线粒体内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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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析】A、由于各种细胞器的密度不同，通常用差速离心法分离细胞器，因此用该方法

可将线粒体从细胞匀浆中分离出来，A 正确；

B、T 蛋白是在细胞内发挥作用，属于胞内蛋白，其形成过程不需要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加

工，B 错误；

C、由图可知，M 蛋白嵌合在线粒体内膜上，而有氧呼吸的第三阶段场所是线粒体内膜，

故 M 蛋白与有氧呼吸第三阶段关系密切，C 正确；

D、③表示翻译形成蛋白质 T 的过程，用某种抑制性药物处理细胞后，发现细胞质基质中

的 T 蛋白明显增多，该药物不会抑制③过程，推测该种抑制性药物最可能抑制了④过程，

即抑制 T 蛋白和线粒体外膜上的载体蛋白结合，D 错误。

故选 BD。

4. 研究发现，生物膜融合存在以下机制：不同生物膜上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螺旋状的复

合蛋白，使磷脂分子失去稳定进而重排形成融合孔，最后实现生物膜的相互融合，过程如图

所示。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生物膜的基本支架是磷脂双分子层

B. 抑制小鼠胰腺腺泡细胞融合孔的形成会影响其分泌消化酶

C. 抑制细胞呼吸不会影响上述过程

D. 生物膜融合的过程能体现生物膜的结构特点

〖答 案〗C

〖祥 解〗细胞膜主要是由磷脂构成的富有弹性的半透性膜，膜厚 7～8nm，对于动物细胞

来说，其膜外侧与外界环境相接触。其主要功能是选择性地交换物质，吸收营养物质，排

出代谢废物，分泌与运输蛋白质。

【详 析】A、生物膜的成分主要是磷脂和蛋白质，磷脂双分子层是生物膜的基本支架，A

正确；

B、分泌消化酶属于胞吐过程，此过程会发生生物膜的融合，抑制小鼠胰腺腺泡细胞融合

孔的形成会影响其分泌消化酶，B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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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上述生物膜融合过程中需要消耗能量，抑制细胞呼吸会影响上述过程，C 错误；

D、生物膜融合的过程能体现生物膜具有流动性的结构特性，D 正确。

故选 C。

5. 细胞骨架主要包括微管（MT）、微丝（MF）及中间纤维（IF）三种结构组分。由细胞

骨架组成的结构体系称为细胞骨架系统，其与遗传信息表达系统、生物膜系统并称为“细胞

内的三大系统”。研究发现，用秋水仙素处理体外培养的细胞时，细胞内的 MT 结构会被破

坏，从而导致细胞内 MT 网络解体。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某些细胞器可能附着在细胞骨架上，MT、MF、IF 的化学本质可能都是蛋白质

B. 秋水仙素能抑制有丝分裂前期纺锤体的形成，可能与 MT 结构被破坏有关

C. 分化的细胞具有不同的形态，可能与其细胞骨架的分布模式存在差异有关

D. 所有生物的细胞内都含有细胞骨架系统、遗传信息表达系统和生物膜系统

〖答 案〗D

〖祥 解〗细胞骨架是由蛋白质纤维组成的网架结构，维持着细胞的形态，锚定并支撑着许

多细胞器，与细胞运动、分裂、分化以及物质运输、能量转化、信息传递等生命活动密切

相关。

【详 析】A、细胞骨架是由蛋白质纤维组成的网架结构，维持着细胞的形态，锚定并支撑

着许多细胞器，所以，某些细胞器可能附着在细胞骨架上，细胞骨架主要包括微管

（MT）、微丝（MF）及中间纤维（IF）三种结构组分，A 正确；

B、依据题干信息，用秋水仙素处理体外培养的细胞时，细胞内的 MT 结构会被破坏，从

而导致细胞内 MT 网络解体，所以可推测秋水仙素能抑制有丝分裂前期纺锤体的形成，可

能与 MT 结构被破坏有关，B 正确；

C、分化的细胞具有不同的形态，可能与其细胞骨架的分布模式存在差异有关，C 正确；

D、并不是所有生物的细胞都具有细胞骨架系统、遗传信息表达系统和生物膜系统，如细

菌没有生物膜系统，D 错误。

故选 D

6. 核仁是一个处于动态变化的核内结构，其组成成分很不稳定，并且由于细胞类型和生理

状态的不同而存在明显的差异。下列有关核仁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核仁区含有 DNA-蛋白质复合物

B. 核仁区含有 RNA-蛋白质复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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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细胞的遗传信息主要储存在核仁外的 DNA 中

D. 核仁区的蛋白质是在核仁中的核糖体上合成

〖答 案〗D

〖祥 解〗细胞核包括核膜（将细胞核内物质与细胞质分开）、染色质（主要由 DNA 和蛋

白质组成）、核仁（与某种 RNA（rRNA）的合成以及核糖体的形成有关）、核孔（核膜上

的核孔的功能是实现核质之间频繁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

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详 析】AB、核仁与某种 RNA 的合成以及核糖体的形成的有关，需要模板 DNA 和 RNA

聚合酶的参与，故核仁中既含有 DNA-蛋白质复合物，又含有 RNA-蛋白质复合物，AB 正

确；

C、细胞中的遗传信息主要储存在核仁外的 DNA 中，即染色体上 DNA 中，C 正确；

D、核仁中没有核糖体，核仁区的蛋白质是在细胞质中的核糖体上合成，然后经核孔进入

细胞核，D 错误。

故选 D。

7. 丙酮酸进入线粒体的过程如图所示。孔蛋白为亲水通道，分子量较小的物质可自由通过。

丙酮酸通过内膜时，所需的能量不是直接来源于 ATP，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注:质子泵是指生物膜上逆膜两侧 H+电化学势差主动运输 H+的蛋白质。

A. 孔蛋白是专一运输丙酮酸的转运蛋白

B. 线粒体内膜上既有载体蛋白也有酶

C. 丙酮酸进入线粒体的内膜是利用 H＋浓度梯度协同运输

D. 丙酮酸进入线粒体的过程受 O2浓度的影响

〖答 案〗A

〖祥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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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分析：图示表明丙酮酸进入线粒体是依靠氢离子进入线粒体的势能提供能量进入线粒

体内膜的。

【详 析】A、孔蛋白为亲水通道，分子量较小的物质可自由通过，不是专一运输丙酮酸的

转运蛋白，A 错误；

B、图中 H+与丙酮酸进入线粒体是依靠载体蛋白完成的，H+与 O₂反应生成水需要线粒体内

膜上的酶催化，B 正确；

C、丙酮酸进入线粒体内膜是利用 H+浓度梯度协同运输，C 正确；

D、O₂与 H+反应生成水，H+的浓度会影响丙酮酸的运输，所以丙酮酸进入线粒体的过程受

O₂浓度的影响，D 正确。

故选 A。

8. 主动运输需要载体蛋白和能量，下图是 ATP 为主动运输供能的示意图。有关叙述错误

的是（    ）

A. 参与 Ca²⁺主动运输的载体蛋白也是一种能催化 ATP 水解的酶

B. 载体蛋白的磷酸化导致载体蛋白空间结构发生改变

C. 载体蛋白的磷酸化伴随着能量的转移

D. 上述过程通过载体蛋白将 Ca²⁺运输进入细胞

〖答 案〗D

〖祥 解〗题图分析：图示 ATP 为主动运输供能的过程，参与 Ca2+主动运输的载体蛋白是

一种能催化 ATP 水解的酶，Ca2+与其相应位点结合时，其酶活性就被激活，在催化 ATP

水解释放能量的同时，进而进行钙离子的转运。

【详 析】A、由图可知，参与 Ca2+主动运输的载体蛋白，也能催化 ATP 的水解，A 正

确；

B、由图可知，载体蛋白的磷酸化过程导致载体蛋白空间结构发生改变，B 正确；

C、ATP 供能过程中，ATP 水解产生的磷酸基团能与载体蛋白结合而导致载体蛋白磷酸

化，这一过程伴随着能量的转移，C 正确；

D、上述过程通过载体蛋白将 Ca2+运输到膜外，D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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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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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影响昆虫种群数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像食物、空间等因素对种群数量的影响随种群密

度的大小而改变，称为密度制约因素；而寒冷、干旱等因素对种群数量的影响与种群密度

无关，称为非密度制约因素。下列相关分析错误的是（    ）

A. 密度制约因素对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可通过反馈调节实现

B. 天敌属于密度制约因素，流行性疾病属于非密度制约因素

C. 若昆虫的种群数量超过 K 值，密度制约因素作用会增强

D. 非密度制约因素可通过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影响种群密度

〖答 案〗B

〖祥 解〗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分两类，一类是密度制约因素，即影响程度与种群密度

有密切关系的因素，如食物、流行性传染病等；另一类是非密度制约因素，即影响程度与

种群密度无关的因素，气候、季节、降水等的变化，影响程度与种群密度没有关系，属于

非密度制约因素。

【详 析】A、密度制约因素对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是通过反馈调节而实现的，如被捕食者

（食物）对捕食者的数量变化的影响就是通过反馈调节实现的，被捕食者（食物）减少，

使捕食者减少，反之，捕食者减少增加，A 正确；

B、天敌和流行性疾病都属于密度制约因素，B 错误；

C、 K 值与种群密度有密切关系，若昆虫的种群数量超过 K 值，与种群密度有密切关系

的密度制约因素作用会增强，C 正确；

D、非密度制约因素气候、季节、降水等，可影响种群出生率和死亡率，从而影响种群密

度，D 正确。

故选 B。

10. 群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不同物种的天然群聚。下列关于群落的叙述，错误的选项有

（　　）

①种植玉米时，因植物群落分层现象的存在，所以要合理密植

②由于阳光、温度和水分等随季节而变化，群落的外貌和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有规律的变化

③只有群落的结构受到干扰或破坏时，才会出现群落的演替

④热带雨林的花多数是风媒花

⑤弃耕的农田一定会演替形成森林

⑥芦苇是湿地的优势物种，与其和浮萍等植物在竞争阳光时处于优势有关

A. 二项 B. 三项 C. 四项 D. 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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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C

【详 析】①玉米只是一个种群，不能体现群落的分层现象，①错误；

②由于阳光、温度和水分等随季节而变化，该群落的外貌和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有规律的变

化，这体现了群落的季节性，②正确；

③群落的演替是群落内部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只有群落的结构受到

干扰或破坏时，才会出现群落的演替，③错误；

④温带早春季节开放的花多数是风媒花，不少植物的果实有翅，便于传播，④错误；

⑤弃耕的农田能否演替成森林还要取决于所在环境的气候条件，⑤错误；

⑥芦苇是挺水植物，与浮萍等植物在竞争阳光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芦苇是湿地的优势物

种，⑥正确。

故选 C。

11. 某种螺捕食 A、B、C 三种藻类，但喜好不同。向玻璃缸中加入等数量的三种藻类，培

养一段时间后，再向缸内加入一定数量的该种螺，并开始统计三种藻的数量，结果如图。

实验期间螺的数量不变，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 该玻璃缸为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应置于散射光下

B. 无螺时 A 藻竞争力最强，该螺对 A 藻的捕食喜好最强

C. 种间竞争是导致 B 藻数量在峰值后下降的主要原因

D. 螺对藻的捕食喜好符合“收割理论”有利于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

〖答 案〗C

〖祥 解〗向玻璃缸中加入等量的三种藻，培养一段时间后，再向缸内加入一定数量的某

螺，随着时间的变化，A 藻数量减少，B 藻数量先升后降，C 藻数量慢慢上升。

【详 析】A、该玻璃缸为一个微型生态系统，应置于散射光下，因为光照为生态系统提供

能量，A 正确；

B、无螺时 A 藻数量最多，说明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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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竞争力最强，向玻璃缸中加入等量的三种藻，培养一段时间后，刚放入某螺时，A 藻数

量最多，说明无螺时 A 藻竞争力最强；放入螺之后，A 藻的数量减少最明显，说明该螺对

A 藻的捕食喜好最强，B 正确；

C、B 藻数量在峰值时 A 藻和 C 藻数量都较少，种间竞争并不强，B 藻数量在峰值后数量

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与玻璃缸代谢废物积累、无机盐减少等环境因素有关，C 错误；

D、一种藻类的过度繁殖会造成其他藻类的消亡，螺对竞争优势藻的捕食偏好，会控制该

种藻类的数量，可以给其他藻类腾出空间，增加藻的物种多样性，D 正确。

故选 C。

12. 瘤胃是牛、羊等反刍动物具有的特殊的器官，其中的微生物多为厌氧菌，接触空气后会

死亡。如图表示从牛的瘤胃中分离和鉴定纤维素分解菌。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甲和乙的培养基应以纤维素为唯一碳源

B. 甲和丙培养基的成分和功能基本相同

C. 乙和丁的接种方法均可以进行微生物的纯化和计数

D. 实验中培养基表面应加入一层无菌石蜡进行密封培养

〖答 案〗C

〖祥 解〗牛、羊等反刍动物具有特殊的瘤胃，在瘤胃中生活着多种厌氧微生物，其中许多

微生物能分解纤维素。在筛选和分离降解纤维素的微生物时，确保能够分离得到目的微生

物，一般先将样液进行选择培养，以增大样液中目的微生物的数量，然后用固体培养基培

养，分离得到单个菌落。刚果红是一种染色剂，可与纤维素等多糖形成红色复合物。如果

培养基中唯一的碳源纤维素被降解了，那么菌落周边就会出现没有红色的透明圈，且透明

圈越大，说明微生物降解纤维素的能力越强。

【详 析】A、若要从牛的瘤胃中分离和鉴定纤维素分解菌，甲和乙的培养基应以纤维素为

唯一碳源，A 正确；

B、甲和丙培养基的目的是扩大培养，可以增加目的菌株的浓度，B 正确；

C、乙使用的接种方法是平板划线法，可以用于微生物的纯化，不可用于微生物的计数，

丁使用的接种方法是稀释涂布平板法，可以进行微生物的纯化和计数，C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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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于瘤胃液中微生物多为厌氧菌，培养基表面加入一层无菌石蜡能促进目的菌生长，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0

D 正确。

故选 C。

13. 实验室中常用刚果红培养基鉴别纤维素分解菌，其原理是在含纤维素的培养基中添加刚

果红，刚果红会与纤维素形成红色复合物，若纤维素被分解，则不能形成该复合物，培养基

中就会出现以这些菌落为中心的透明圈。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 刚果红培养基中除了纤维素、刚果红，还必须添加足量碳源物质

B. 实验中需要将富集培养后的待测菌液直接涂布在刚果红培养基中

C. 应选择菌落直径与周围透明圈直径比值大的菌落进行纯化培养

D. 纤维素分解菌的选择培养、纯化过程需要无菌操作技术

〖答 案〗D

〖祥 解〗分散的微生物在适宜的固体培养基表面或内部可以繁殖形成肉眼可见的、有一定

形态结构的子细胞群体，这就是菌落。采用平板划线法和稀释涂布平板法能将单个微生物

分散在固体培养基上，之后经培养得到的单菌落一般是由单个微生物繁殖形成的纯培养

物。

【详 析】A、刚果红培养基是用于鉴别纤维素分解菌，该培养基中除了添加纤维素、刚果

红，不需要添加其他碳源，因为纤维素就可以作为碳源，A 错误；

B、实验中需要将富集培养后的待测菌液，稀释后再涂布在刚果红培养基上，B 错误；

C、应选择菌落直径与周围透明圈直径比值小的菌落进行纯化培养，因为菌落直径与周围

透明圈直径比值小说明该菌落分解能力强，C 错误；

D、为防止杂菌污染，纤维素分解菌的选择培养、纯化过程需要无菌操作技术，D 正确。

故选 D。

14. 下列有关啤酒发酵工业化生产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发芽的过程中大麦会产生淀粉酶，便于大麦中淀粉的分解

B. 焙烤是为了利用高温杀死大麦种子胚并使淀粉酶失活

C. 过程 d 是发酵工程的中心环节，需要严格控制温度和溶氧量等

D. 过程 g 杀死啤酒中所有微生物，以保证啤酒的品质和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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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A

〖祥 解〗大麦种子萌发时，其贮存的大分子物质淀粉、蛋白质分解为小分子，为种子萌发

提供物质和能量。酒精发酵的原理是在无氧条件下，酵母菌无氧呼吸产生酒精，并释放能

量。

【详 析】A、大麦萌发时会产生大量的淀粉酶，该酶能催化大麦中淀粉的分解，A 正确；

B、焙烤是为了加热杀死大麦种子胚但不使淀粉酶失活，B 错误；

C、发酵罐内的发酵是发酵工程的中心环节，C 错误；

D、过程 g 通常不采用高温蒸煮法进行消毒，以免影响啤酒的品质，而是采用过滤的方法

进行消毒以除去啤酒中的大部分微生物，以延长其保存的时间，D 错误。

故选 A。

15. 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应用第一个成功的实例为烟草种间杂交，科学家利用粉蓝烟草

（2N=24）和朗氏烟草（2N=18）两个物种间进行体细胞杂交。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　　）

A. 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克服了物种间杂交的生殖隔离

B. 杂种细胞培养成杂种植株的过程利用了染色体数目变异原理

C. 粉蓝烟草细胞和朗氏烟草细胞需先去除细胞壁再诱导融合

D. 杂交细胞将选择性表达粉蓝烟草细胞和朗氏烟草细胞的基因

〖答 案〗B

【详 析】A、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克服了物种间远缘杂交不亲和的障碍，打破了不同物种

间的生殖隔离， A 正确；

B、杂种细胞培养成杂种植株的过程主要利用了植物细胞全能性原理，B 错误；

C、粉蓝烟草细胞和朗氏烟草细胞需先去除细胞壁形成原生质体，才有利于诱导融合，C

正确；

D、杂交细胞在基因表达过程中，由于基因的相互作用，会选择性表达粉蓝烟草细胞和朗

氏烟草细胞的基因，D 正确。

故选 B。

16. 如图表示动物细胞培养过程中动物细胞增殖代数的变化曲线（B、D 两点表示经筛选后

继续培养）。动物细胞离体培养至 50 代后，部分细胞会经历一些变化，带有癌变特点。下列

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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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点时需将动物组织块剪碎并用胰蛋白酶、胶原蛋白酶等处理分散成单个细胞

B. 培养动物细胞的培养液需要定期更换，以便提供营养和清除代谢废物

C. D 点后的细胞可能可以无限增殖，失去接触抑制现象

D. 动物细胞培养时，培养箱应保持 5%的 CO₂环境以刺激细胞的呼吸

〖答 案〗D

【详 析】A、动物细胞培养前需先将组织形成分散的细胞，因此 O 点时需将动物组织块剪

碎并用胰蛋白酶、胶原蛋白酶等处理分散成单个细胞，A 正确；

B、动物细胞培养过程中产生的代谢废物会影响细胞生长和增殖，因此培养动物细胞的培

养液需要定期更换，以便清除代谢废物，B 正确；

C、动物细胞离体培养至 50 代后，部分细胞会经历一些变化，带有癌变特点，因此 D 点后

的细胞可能发生了基因突变，可能无限增殖，失去接触抑制现象，C 正确；

D、动物细胞培养时，培养箱的气体环境应为 95%空气（细胞代谢必需的）和 5%的 CO2

（维持培养液的 pH），D 错误。

故选 D。

17.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通过将细胞毒素与单克隆抗体结合，实现了对肿瘤细胞的选

择性杀伤，过程如图所示。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ADC 特异性被胞吞进入肿瘤细胞需要单克隆抗体与肿瘤细胞的特异性识别

B. 抗体进入细胞后导致溶酶体大量裂解释放药物，导致细胞凋亡

C. 单克隆抗体靶向作用于肿瘤细胞，具有高度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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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细胞毒素也具有高度特异性地杀伤肿瘤细胞的特点

〖答 案〗D

〖祥 解〗细胞自然更新、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的清除，也是通过细胞凋亡完成的，细胞凋

亡对于多细胞生物完成正常发育，维持内部环境的稳定以及抵御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都起

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详 析】A、据图可知，ADC 特异性被胞吞进入肿瘤细胞前，需要单克隆抗体与肿瘤细

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发生特异性识别，A 正确；

B、由图可知，抗体进入细胞后，被溶酶体裂解，使药物发生作用，导致细胞凋亡，B 正

确；

C、单克隆抗体本身不能杀伤肿瘤细胞，能利用其特异性帮助药物作用于肿瘤细胞，起到

靶向治疗的作用，C 正确；

D、细胞毒素本身不具有特异性，抗体具有特异性，D 错误。

故选 D。

18. 下图是“DNA 的粗提取和鉴定”实验中几个重要操作的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实验的操作顺序是③②①④

B. 图①的原理是 DNA 不溶于酒精，而某些蛋白质可溶于酒精

C. 图④用到的 NaCl 溶液浓度为 2mol/L

D. 图④操作后加入二苯胺试剂充分振荡即可观察到颜色变蓝

〖答 案〗D

〖祥 解〗DNA 和蛋白质等其他成分在不同浓度的 NaCl 溶液中溶解度不同，利用这一特

点，选择适当的盐浓度就能使 DNA 充分溶解，而使杂质沉淀，或者相反，以达到分离目

的。

【详 析】A、图中“DNA 的粗提取和鉴定”的正确的实验操作顺序是③破碎细胞→②获取含

DNA 的滤液→①DNA 析出→④DNA 的鉴定，A 正确；

B、图①的原理是 DNA 不溶于酒精，而某些蛋白质可溶于酒精，这样可以进一步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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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B 正确；

C、图④用到的 NaCl 溶液浓度为 2mol/L，其目的是溶解 DNA，C 正确；

D、图④操作后加入二苯胺试剂充分振荡，经过沸水浴加热可观察到颜色变蓝，D 错误。

故选 D。

19. 现有一长度为 3000 碱基对（bp）的线性 DNA 分子，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酶切后，

进行凝胶电泳，使降解产物分开。用酶 H 单独酶切，结果如图 1。用酶 B 单独酶切，结

果如图 2。用酶 H 和酶 B 同时酶切，结果如图 3。该 DNA 分子的结构及其酶切图谱

是（    ）

A. B. 

C. D. 

〖答 案〗A

〖祥 解〗本题考查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相关知识，需知一种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只能识别一

种特定的核苷酸序列，且只能在特定的位点切割 DNA 分子。

【详 析】A、据图 1、2 分析，该线性 DNA 分子上有一个酶 H 的切割位点，且能把该

DNA 切割成长度为 1000 和 2000 个碱基对的片段；该线性 DNA 分子上有 2 个酶 B 的切割

位点，且能把该 DNA 切割成 400、600 和 2000 个碱基对的片段；据图 3 可知酶 B 的两个

切割位点位于酶 H 切割位点的两侧，且分别把酶 H 切割的片段，切割成长度为 400、

600、600、1400 个碱基对的片段，A 选项的切割位点符合，A 正确；

B、按 B 选项所示的切割位点，酶 B 单独切割时，切割出的片段长度分别为 600、1000、

1400 个碱基对，不符合图 2，B 错误；

C、按 C 选项所示的切割位点，酶 B 单独切割时，切割出的片段长度分别为 400、1200、

1400 个碱基对，不符合图 2，C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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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选项所示的线性 DNA 分子上，两种酶的切割位点的数量有误，D 错误；

故选 A。

20. 研究人员用酶 M 和酶 N 两种限制酶同时处理某 DNA 分子和质粒，得到的 DNA 片段

如图所示。图中 DNA 片段只注明了黏性末端处的碱基种类，其他碱基的种类未注明。下

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该 DNA 分子和质粒上均含有酶 M 的一个切割位点和酶 N 的一个切割位点

B. 根据图示信息不能确定图中形成的不同黏性末端与这两种限制酶的对应关系

C. 用 T4D NA 连接酶或 E.coli DNA 连接酶均可以将片段乙和片段丁连接起来

D. 片段乙、片段丁、片段戊可依次连接形成一个环状 DNA 分子

〖答 案〗D

【详 析】A、该 DNA 分子经酶 M 和酶 N 两种限制酶切割后，产生了三个 DNA 片段且两

个切口形成的黏性末端不同，说明该 DNA 分子含有酶 M 的一个切割位点和酶 N 的一个切

割位点；质粒为环状 DNA，其经酶 M 和酶 N 两种限制酶切割后，产生了两个 DNA 片

段，观察两个切口形成的黏性末端，可推出质粒含有酶 M 的一个切割位点和酶 N 的一个

切割位点，A 正确；

B、根据图中黏性末端可知，酶 M 和酶 N 识别的序列可能是 或

，但无法确定其对应关系，B 正确；

C、图中经酶切后形成的片段均是黏性末端，T4DNA 连接酶既可以“缝合”双链 DNA 片段

互补的黏性末端，也可以“缝合”双链 DNA 片段的平末端，而 E.coliDNA 连接酶只能将具

有互补黏性末端的 DNA 片段连接起来，片段乙和片段丁黏性末端互补，C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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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根据图中黏性末端可知，片段乙、片段丁、片段戊三个片段不能连接成环状 DNA 分

子，D 错误。

故选 D。

二、非选择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21. 在细胞呼吸中，氧化过程所获得的能量主要以 NADH 形式储存，它必须转化为 ATP

的形式才能用于生命活动，这个转化过程可在线粒体的内膜上通过一系列电子传递来实现，

（图中Ⅰ、Ⅱ、Ⅲ、Ⅳ为电子传递复合体）。回答下列问题：

  

（1）在细胞呼吸中，NADH 来源于__________（细胞结构），NADH 被氧化的过程中产生

电子，电子的最终受体是_______。

（2）据图推测 ATP 合酶的作用有_______ 。

（3）氰化物能抑制复合物Ⅳ的活性，导致细胞产生 ATP 减少，原因是_______。

〖答 案〗（1）①. 细胞质基质、线粒体基质    ②. 氧气    

（2）转运氢离子的通道，催化合成 ATP 的酶    

（3）该过程抑制了质子通过复合物Ⅳ从线粒体基质转运到膜间隙，使膜两侧质子浓度差变

小，膜间隙中质子通过 ATP 合酶回流减少，使 ATP 合成减少

〖祥 解〗有氧呼吸的全过程可以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 分子的葡萄糖分解成 2 分子的丙酮酸，产生少量的[H ]（NADH），并且

释放出少量的能量。这一阶段不需要氧的参与，是在细胞质基质中进行的；

第二个阶段是，丙酮酸和水彻底分解成二氧化碳和[H ]（NADH），并释放出少量的能量。

这一阶段不需要氧气直接参与，是在线粒体基质中进行的；

第三个阶段是，上述两个阶段产生的[H ]（NADH），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与氧结合形

成水，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一阶段需要氧的参与，是在线粒体内膜上进行的。



高级中学名校试卷

17

【小问 1 详 析】

在细胞呼吸中，产生 NADH 是在有氧呼吸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场所分别是细胞质基质

和线粒体基质，从图中可知，NADH 被氧化的过程中产生电子，电子的最终受体是氧气。

【小问 2 详 析】

据图可知，ATP 合酶既可以催化 ATP 的合成，又可以作为氢离子运输的通道。

【小问 3 详 析】

复合物Ⅳ的作用是将质子从线粒体基质转运到膜间隙，膜间隙的质子通过 ATP 合成酶通道

进入到线粒体基质，促进 ATP 的生成，氰化物能抑制复合物Ⅳ的活性，会导致运输到膜间

隙的质子减少，膜两侧的质子浓度差减小，导致通过 ATP 合成酶进入膜内的质子减少，从

而导致细胞产生 ATP 减少，因此细胞产生 ATP 减少原因是氰化物抑制了质子通过复合物

Ⅳ从线粒体基质转运到膜间隙，使膜两侧质子浓度差变小，膜间隙中质子通过 ATP 合酶回

流减少，使 ATP 合成减少。

22. 研究人员以二倍体马铃薯品系及其经秋水仙素处理得到的染色体加倍个体为试验材料，

对材料进行组织培养扩繁并移栽。并且在盛花期于相同环境条件下测定得到部分光合特征实

验数据如下表。回答下列问题：

光合特征 二倍体 染色体加倍个体

光饱和点/（μmol·m⁻²·s⁻¹） 968.83 1094.82

光补偿点/（μmol·m⁻²·s⁻¹） 8.78 8.59

CO₂补偿点/（μmol·m⁻²·s⁻¹） 51.67 47.93

（1）光合作用中 NADPH 的作用有_______。

（2）据表分析，若将二倍体马铃薯与染色体加倍个体置于同一密闭透光容器内培养，染色

体加倍个体固定和转化 CO₂的能力更_______（填“强”或“弱”），作出此判断的依据是

_______ 。

（3）比较分析数据发现，染色体加倍马铃薯移栽后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净光合速率呈上升

趋势，且此期间气孔开度无显著变化，但其胞间 CO₂浓度呈下降趋势，推测原因是

_______。

〖答 案〗（1）还原 C3（作还原剂）、提供能量    

（2）①. 强    ②. 染色体加倍个体的 CO2补偿点低于二倍体马铃薯，其利用低浓度的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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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更强    

（3）净光合速率升高，进入细胞参与光合作用（暗反应）的 CO2越多，故胞间 CO2浓度减

小

〖祥 解〗光合作用过程包括光反应阶段和暗反应阶段，光反应阶段发生的场所是类囊体薄

膜，包括水的光解和 ATP 的合成；暗反应阶段发生的场所是叶绿体基质，包括二氧化碳的

固定和三碳化合物的还原，光反应为暗反应提供的是 ATP 和 NADPH，暗反应为光反应提

供的是 ADP、Pi 和 NADP+；影响光合作用的环境因素主要是温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

强度。

【小问 1 详 析】

光合作用中 NADPH 作为活泼的还原剂参与暗反应 C3的还原，同时储存的部分能量供该阶

段使用，即光合作用中 NADPH 的作用是还原 C3（作还原剂）、提供能量。

【小问 2 详 析】

据表可知，随着密闭容器中 CO2因植物光合作用消耗而浓度下降，由于染色体加倍个体的

CO2补偿点低于二倍体马铃薯，其利用低浓度的 CO2能力更强，所以染色体加倍个体固定

和转化 CO2的能力更强。

【小问 3 详 析】

气孔开放程度无显著变化，说明经气孔进入叶片的 CO2相差不多，但净光合速率升高，说

明被细胞吸收参与光合作用暗反应的 CO2更多，故胞间 CO2浓度减小。

23. 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率先利用去甲基化酶（Kd4d）的 mRNA，通过调控重构胚相关基

因表达，解决了体细胞克隆猴胚胎发育率和妊娠率低这一技术难点，首次成功克隆了食蟹猴

（“中中”和“华华”）。下图是我国科学家利用成纤维细胞和卵母细胞成功克隆食蟹猴的流程

图，其中①~⑥表示过程。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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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表示食蟹猴成纤维细胞培养过程，应放在 CO₂培养箱中培养，CO₂ 的作用是

________。

（2）②、③分别表示动物细胞核移植技术中的“去核”和“植核”，常使用的方法是 

_________ 。

（3）将 Kd4d（去甲基化酶能去除某组蛋.白甲基化位点的甲基）的 mRNA 注入融合细

胞，能提高食蟹猴的胚胎发育率和妊娠率，机理可能是 _________。

（4）在遵循动物研究伦理准则的前提下，克隆猴技术可用于构建动物模型，帮助科学家在

临床试验中检测药物的有效性。这是因为这批动物模型_________ ，可以减少无关变量对

实验结果的影响。

〖答 案〗（1）能调节培养液的 pH    

（2）显微操作法    

（3）Kd4d 的 mRNA 经翻译形成 Kd4d，降低了组蛋白甲基化水平，使重构胚相关基因能正

常表达    

（4）核遗传物质一致，性状高度相似，遗传背景相同

〖祥 解〗动物细胞核移植是将动物的一个细胞的细胞核，移入一个已经去掉细胞核的卵母

细胞中，使其重组并发育成一个新的胚胎，这个新的胚胎最终发育成为动物个体。

【小问 1 详 析】

①表示食蟹猴成纤维细胞培养过程，动物细胞培养时需将细胞置于 95%空气和 5%CO2的

混合气体环境培养，其中空气中的 O2是细胞代谢所必需的，CO2能维持培养液的 pH。

【小问 2 详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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