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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选题

 1. 血管壁细胞、淋巴管壁细胞共同生活的内环境是（　　） 

A．血浆和组织液 B．血浆和淋巴液

C．组织液和淋巴液 D．只有组织液

 

 2. 下列有关人体内环境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无氧呼吸产生乳酸的过程发生在内环境中

B．血浆中蛋白质的含量与血浆渗透压无关

C．血浆中的 HCO3
-参与维持血浆 pH 的稳定

D．组织液渗透压增大，引起组织细胞吸水

 

 3. 下列情况不会引起组织水肿的是（　　） 

A．患有肾小球肾炎时，蛋白质随尿液排出体外

B．摄入的食物过咸时，导致血浆渗透压增高

C．花粉过敏，毛细血管通透性改变时，血浆蛋白渗出

D．摄入蛋白质不足而营养不良时，血浆蛋白含量下降

 

 4. 下列有关反射弧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反射弧中的各种细胞均为可兴奋的细胞

B．效应器的活动包括腺体分泌和肌肉收缩

C．感受器和效应器不可以位于机体的同一部位

D．神经中枢可以对传入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综合



 

 5. ①②③④为研究神经冲动的传导、传递而构建的四个实验模型，在模型

①②④中，A 点为电流表两电极的中点。若给予四个模型的 A 点处一个有效刺

激，则电流表只发生一次偏转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6. 情绪活动受中枢神经系统释放的神经递质调控，情绪的变化常常也会引起内分

泌活动的变化。此外，学习和记忆也与某些神经递质的释放有关。下列叙述正确的

是（　　） 

A．神经递质与突触后膜上的受体结合后会持续发挥作用

B．定期回顾知识形成长期记忆的过程与新突触建立无关

C．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会使人警觉性降低、呼吸频率减慢

D．长期精神紧张、焦虑可能会使内分泌腺分泌激素紊乱

 

 7. 下列选项不能说明神经系统分级调节的是（　　） 

A．指尖采血时，针刺指尖不能引起缩手反射

B．运动员听到枪声时迅速起跑

C．司机看见路人过斑马线时停车等候

D．婴儿膀胱充盈时，引起膀胱排尿

 

 8. 下列研究动物激素的实验或方法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结扎狗的胰管，其胰腺提取液可用于治疗患糖尿病的狗

B．给阉割的公鸡补充雄性激素可研究性激素对性征的影响

C．给患糖尿病的小狗饲喂含胰岛素的饲料会使其血糖浓度迅速降低

D．用含甲状腺激素的饲料饲喂小蝌蚪可观察到其提前完成变态发育

 

 9. 下列有关下丘脑与垂体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可通过下丘脑相联系

B．垂体可通过神经细胞支配其他内分泌腺

C．垂体分泌的激素通过导管运输到体液中

D．甲状腺激素能作用于下丘脑但不能作用于垂体

 

 10. 下列有关人体激素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激素与靶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并起作用后失活

B．激素通过体液定向运输到靶细胞并发挥作用

C．人体需要不断产生激素以维持其含量的动态平衡

D．激素在人体内含量很低，但具有高效的调节作用

 

 11. 下列有关神经调节与体液调节关系的叙述，错误的是（　　） 

A．神经调节的作用时间短暂，体液调节的作用时间比较长

B．生命活动以神经调节为主，体液调节不会影响神经调节

C．某些情况下，体液调节可以看作是神经调节的一个环节

D．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的作用途径分别是反射弧和体液运输

 

 12. 下列有关免疫系统的组成及功能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免疫活性物质都是由免疫细胞产生并发挥免疫作用的物质

B．胸腺随着年龄而增长，是 B 细胞分化、发育、成熟的场所

C．免疫防御功能低下，机体会有肿瘤发生或持续的病毒感染

D．非特异性免疫对细菌、病毒等多种病原体都具有防御作用

 

 13. 下列有关艾滋病的叙述错误的是（　　） 

A．HIV 进入人体内环境后主要侵染辅助性 T 细胞

B．HIV 刚侵入人体时免疫系统不会对其作出反应

C．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血液传播、性接触传播和母婴传播

D．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主要是控制和降低感染者体内 HIV 的含量

 

 14. 免疫预防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之一。某种传染病减毒疫苗的接种须在一定

时期内间隔注射多次。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A．疫苗可刺激机体产生体液免疫，产生相应抗体

B．注射疫苗的间隔时间过长可能会影响免疫效果

C．多次注射疫苗能促进浆细胞分化产生记忆细胞

D．该种疫苗刺激产生的抗体能特异性结合该种病原体

 

 15. 下列有关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特异性免疫是由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共同完成的

B．辅助性 T 细胞在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C．在体液免疫中，浆细胞和记忆细胞均能特异性识别抗原

D．在细胞免疫中，靶细胞参与细胞毒性 T 细胞的活化过程

 

 16. 下列有关生长素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单侧光会刺激胚芽鞘尖端产生生长素

B．生长素在极性运输过程中会消耗能量

C．生长素在浓度过高时会抑制植物生长

D．生长素可在成熟组织中进行非极性运输

 

 17. 下列有关植物生长调节剂的说法错误的是（　　） 

A．过高浓度的 2，4-D 会抑制插条生根，甚至会杀死双子叶植物

B．用赤霉素处理大麦，可以使大麦种子无须发芽就能产生 α-淀粉酶

C．吲哚丁酸的分子结构与 IAA 完全不同，但具有与 IAA 类似的生理效应

D．用适宜浓度的生长素类似物处理未受粉的番茄雌蕊柱头，可得到无子番茄

 

 18. 高等植物的生长发育会受环境因素调节。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重力是调节植物生长发育和形态建成的重要环境因素

B．随着昼夜交替，气温变化，植物的代谢会有旺盛和缓慢之分

C．植物在生长期都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低温之后才能开花

D．光信号可激活光敏色素，经过信号传导影响特定基因的表达

 

 19. 我国古诗词中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学道理。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可体现植物的向光性

B．“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体现生物之间存在原始合作的关系

C．“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可体现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D．“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可体现光照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20. 对于一个生物种群来说，环境容纳量（K 值）取决于环境条件。下列叙述正确

的是（　　） 



A．育种和种植技术的不断进步能一直提高地球上人类的环境容纳量

B．建立自然保护区，从而提高环境容纳量，是保护大熊猫的根本措施

C．在种群数量达到环境容纳量时捕捞，有利于持续获得较大的鱼产量

D．对生活在同一个湖泊中的鲫鱼和鲤鱼来说，环境容纳量是相同的

 

 21. 下列不宜使用样方法估算种群密度的是（　　） 

A．作物植株上的蚜虫

B．草地中某种双子叶植物

C．农田中某种昆虫卵

D．某座大城市的常住人口

 

 22. 凡是影响种群重要特征的因素，都会影响种群的数量变化。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气候干旱不是东亚飞蝗种群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原因

B．森林中林下植物的种群密度主要取决于受到的光照强度

C．许多植物的种子在春季萌发为新的植株，主要受气温影响

D．食物和天敌等因素对种群数量的作用强度与种群密度相关

 

 23. 下列有关生物种间关系的叙述，错误的是（　　） 

A．互利共生的两种生物相互依存，彼此有利，在数量上呈现出“同生共死”的同步

性变化

B．原始合作的两种生物共同生活时双方受益，在数量上同时增加，分开后各自独

立变化

C．种间竞争的两种生物在数量上一定会呈现“一方占优势，另一方占劣势甚至消

亡”的变化



D．捕食关系的两种生物在数量上呈现“先增加者先减少，后增加者后减少”的不同

步性变化

 

 24. 长白山北坡从山麓到山顶依次出现针阔叶混交林、针叶林、岳桦林和高山冻原

。下列叙述合理的是（　　） 

A．针阔混交林的物种丰富度比高山冻原的物种丰富度高

B．在不同的森林群落中，生物适应环境的方式完全不同

C．某种鸟主要生活在林冠层，这就是该种鸟的生态位

D．从山麓到山顶依次出现不同森林类型，是群落的垂直结构

 

 25. 某校生物兴趣小组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记名计算法一般用于统计个体较大、种群数量有限的物种的相对数量

B．探究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时，需将土壤放在 90℃恒温箱中处理 1 小时

C．在设计人工微生态系统时，要考虑系统内组分及营养级之间的合适比例

D．调查农田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情况时，农村的同学可以进行实地调查

 

 26. 我国南方某地的一个稻田群落，近 30 年来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种群密度

较高的青蛙，现在已经很少；原来有大量的泥鳅、鳝鱼、田螺等动物，现在它们几

乎绝迹。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该稻田群落的物种组成发生变化主要是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B．稻田群落虽有分层不明显的垂直结构，但没有水平结构

C．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让稻田群落变得更为单一、脆弱

D．可以发展“稻—萍—鱼”等立体农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27. 下列地方进行的演替属于初生演替的是（　　） 



A．火灾过后的草原 B．过量砍伐的森林

C．弃耕荒废的农田 D．火山爆发的裸地

 

 28.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物质循环发生在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之间

B．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一般不超过 5 个营养级

C．能量的流动与物质的合成和分解没有任何关系

D．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能够加快物质的循环过程

 

 29. 下表为生活在某库区水域中层的几种鱼体内重金属的含量（单位：ng·g -1）。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鱼的种类 A B C D E

Hg 17.8 61.9 70.4 117.0 112.0

 

A．A 可能是草食性鱼，属于第二营养级

B．C 所处的营养级可能不只一种情况

C．汞沿着食物链逐渐在生物体内富集

D．汞元素的循环过程与碳元素相同

 

 30. 世界上每年有大面积的农田、草原和森林遭受病虫害、鼠害、鸟害。下列有害

生物的防治方法中不是生物防治的是（　　） 

A．利用六六六防治稻螟虫，可以使其种群数量急剧减少

B．利用光照、声音信号诱捕或驱赶某些动物，使其远离农田

C．利用昆虫信息素诱捕或警示有害动物，降低害虫的种群密度



D．利用特殊的化学物质扰乱某些动物的雌雄交配，使其繁殖力下降

 

 31. 科研人员用去除脑但保留脊髓的蛙（称为脊蛙）为材料进行反射活动实验时，

轻轻刺激脊蛙左后肢的趾部，可观察到左后肢出现屈腿反射。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

是（　　） 

A．刺激脊蛙左后肢的传出神经，该后肢能够发生屈腿反射

B．屈腿反射反射弧的感受器位于脊蛙左后肢趾部的皮肤中

C．用针破坏脊髓后，刺激脊蛙左后肢的趾部，该后肢不能发生屈腿反射

D．以上实验结果不能得出“蛙后肢的屈腿反射不受大脑控制”的结论

 

 32. 小鼠恐惧反射的建立过程为先给予小鼠灯光刺激，随后给予电刺激。小鼠刚建

立该反射后，此时仅给予灯光刺激测得小鼠心率为 P；若小鼠建立该恐惧反射后，

反复给予小鼠灯光刺激而不给予电刺激，一段时间后再给灯光刺激测得的小鼠心率

为 Q，结果 P>Q。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小鼠的恐惧反射属于条件反射

B．P>Q，说明该过程中恐惧反射在消退

C．恐惧反射的建立需要大脑皮层参与

D．恐惧反射的消退不需要大脑皮层参与

 

 33. 给实验鼠静脉注射不同剂量的胰岛素，测得血糖的补充速率和消耗速率如下图

所示。下列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 



       

A．随着曲线 a 的下降，非糖物质向葡萄糖转化的速率加快

B．曲线 b 的上升是胰岛素促进肝糖原和肌糖原合成的结果

C．下丘脑通过垂体对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的合成进行调节

D．胰岛素浓度为 40μU/mL 时血糖补充速率等于消耗速率

 

 34. 过敏性鼻炎是指个体接触过敏原后，由免疫球蛋白（IgE）介导组胺等物质释

放，并有多种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等参与的鼻粘膜炎症反应，其症状主要是阵发性

喷嚏、清水样鼻涕、鼻塞和鼻痒等。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个体首次接触过敏原时不会发生过敏性鼻炎

B．许多过敏反应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和个体差异

C．个体只有在第二次接触过敏原时才会产生相应抗体

D．找出并避免再次接触过敏原是预防过敏性鼻炎的主要措施

 

 35. Graves 病的形成原因是患者体内产生某种抗体作用于甲状腺细胞膜上的促甲状

腺激素受体，效果与促甲状腺激素相同，可导致甲状腺细胞增生、甲状腺激素合成

增加。临床上可用放射性的 131I 检测甲状腺的功能。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该病和风湿性心脏病都属于免疫缺陷病

B．该病患者甲状腺细胞中 131I 的放射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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