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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02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专题通关 AB 卷

A 卷·考点细化训练，清练考点，高效过关

B 卷·专题综合通关，先分后总，轻松过关

考点 01  练习使用显微镜

1．（2023·内蒙古呼伦贝尔·统考中考真题）用显微镜观察番茄果肉细胞时，发现视野很暗。为看到明亮的视

野，正确的操作是（    ）

A．移动装片 B．换大光圈 C．下降镜筒 D．擦拭物镜

【答案】B

【详解】A．移动装片能看到玻片标本不同部位的物像，A 错误。 

B．显微镜用于调节光线强弱的是反光镜和遮光器。要使较暗的视野调亮，应该使用较大光圈和反光镜的凹

面，B 正确。

 C．下降镜筒可以改变焦距，不能改变视野亮度，C 错误。 

D．擦拭物镜只能擦掉物镜上的污物，不能改变视野亮度，D 错误。 

故选 B。

2．（2023·四川绵阳·统考中考真题）小吴同学在显微镜操作时，要让镜筒下降，使物镜接近玻片标本，应转

动的调节钮及方向是（　　）

A．    B．   C．   D．     

【答案】A

【详解】在显微镜操作时，要让镜筒下降，使物镜接近玻片标本，应顺时针转动粗准焦螺旋使镜筒缓缓下

降，因此 BCD 不符合题意，A 符合题意。

故选 A。

3．（2023·四川内江·统考中考真题



学科网（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光学显微镜是生物学课堂常用的观察仪器。下列有关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叙述错误的是（    ）

A．对光时，转动转换器使低倍物镜对准通光孔

B．为了让视野更明亮，应使用大光圈和凹面镜

C．观察时，转动细准焦螺旋可使物像更加清晰

D．实验结束后，整理显微镜需用纱布擦拭镜头

【答案】D

【详解】A．镜筒下端的一个能转动的圆盘叫做转换器。其上可以安装几个接物镜，观察时便于调换不同倍

数的镜头。对光时，转动转换器使低倍物镜对准通光孔，A 正确。

B．当光线亮时，用平面镜、小光圈；当光线暗时，用凹面镜、大光圈，B 正确。

C．细准焦螺旋的作用是较小幅度的升降镜筒，更重要的作用是能使焦距更准确，调出更加清晰的物像，D

正确。

D．清洁镜身时应用纱布；清洁物镜和目镜的镜头时，应用擦镜纸。擦镜纸质软又不易掉毛，用擦镜纸擦拭

镜头既可以清洁镜头，又可以避免损伤镜头和有少量的纤维留在镜头上，影响观察效果，D 错误。

故选 D。

4．（2023·山西晋中·统考中考真题）小华用显微镜观察池塘水中的微小生物时，使用的目镜（带有标尺）与

物镜放大倍数均为 10×。他在视野中看到一只体长约为 6 毫米的眼虫，则这只眼虫的实际体长约为（　　）

A．600 毫米 B．60 毫米 C．0.6 毫米 D．0.06 毫米

【答案】D

【详解】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目镜放大倍数×物镜放大倍数，小华使用的目镜（带有标尺）与物镜放大倍数

均为 10×，则放大倍数=10X×10X=100。他在视野中看到一只体长约为 6 毫米的眼虫，则这只眼虫的实际体

长约为 6÷100=0.06 毫米，D 正确，ABC 错误。

故选 D。

5．（2023·江苏宿迁·中考真题）显微镜能帮助人们观察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微小生物体或者生物体中的细

微结构。用显微镜观察人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时，要将图甲视野中偏左侧的细胞移至视野中央（如图所

示），应将装片向哪个方向移动（　　）

  

A．左侧 B．右侧 C．上侧 D．下侧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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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物像是上下左右均颠倒的物像，所以我们移动玻片标本时，标本移动的方

向正好与物像移动的方向相反。甲图中，要将图甲视野中偏左侧的细胞移至视野中央（如图所示），向左侧

移动装片，物像会向右侧移动到视野的中央。

故选 A。

6．（2023·湖南怀化·统考中考真题）用显微镜观察数字“69”，看到的物像是（　　）

A．69 B．96 C． D．

【答案】A

【详解】显微镜成的倒立的图像，“倒立”不是相反，是旋转 180 度后得到的像，即图像上下颠倒，左右颠倒。

用显微镜观察数字“69”，看到的物像是“69”。因此 BCD 错误，A 正确。

故选 A。

7．（2023·湖南常德·统考中考真题）显微镜是探索微观世界的重要工具。下列关于显微镜及其使用的说法不

正确的是（　　）

A．换用高倍镜后，视野中细胞数目减少 B．物像偏视野左上方，应向右下移动玻片

C．物镜和目镜起放大作用 D．镜筒大幅度下降时，眼睛应从侧面注视物镜

【答案】B

【详解】A．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物镜的放大倍数×目镜的放大倍数，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越大看到的细胞数目

越少，物象放大倍数越大，视野变得越暗，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越小看到的细胞数目越多，物象放大倍数越

小，视野变得越亮。所以使用显微镜由低倍物镜换成高倍物镜时，视野内的变化是细胞数目减少，A 正确。

B．在观察物像时，物像移动的方向与标本移动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把视野中偏左上方的物像移到正中央

的话，玻片标本应往左上方移动，物像才能向右下方移动而到达视野的中央，B 错误。

C．光线通过载玻片后，由物镜进入镜筒，再通过目镜进入人的眼睛，其中物镜和目镜中含有凸透镜，具有

折光作用，使物像放大，所以在显微镜中起放大作用的是目镜和物镜，C 正确。

D．在使用显微镜的过程中，当镜筒大幅度下降的时候，为避免物镜压碎标本或损坏镜头，眼睛要看物镜，

D 正确。

故选 B。

8．（2023·四川眉山·统考中考真题）某同学用显微镜观察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时，发现显微镜视

野中出现了一个污点。该同学欲利用下列方法来判断污点出现的地方，下列哪种方法达不到目的（    ）

A．移动装片 B．调节细准焦螺旋 C．转动目镜 D．更换物镜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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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A．在显微镜使用过程中，若出现污点，可通过移动装片的方法来判断污点的存在，当移动装片时，

若污点移动证明污点在装片上，若污点不动，则可能在目镜或物镜上，A 正确。

B．调节细准焦螺旋可升降镜筒，使物象更为清晰，B 错误。

C．当转动目镜时，若污点移动则证明污点在目镜上，反之在物镜或装片上，C 正确。

D．当更换物镜时，若污点消失，则证明污点在物镜上，反之在目镜或装片上，D 正确。

故选 B。

9．（2023·湖北黄石·统考中考真题）人类对细胞的认识，离不开显微镜。下列有关显微镜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显微镜是生命科学研究中常用的观察工具

B．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目镜和物镜放大倍数的和

C．从显微镜的目镜内看到的物像是倒像

D．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越大，观察到的物像就越大

【答案】B

【详解】A．显微镜能放大物体，使人们看到微小的生物，是生命科学研究中常用到的观察工具，A 正确。

B．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目镜和物镜放大倍数乘积，B 错误。

C．从显微镜中看到的物像是放大倒立的像，C 正确。

D．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越大，在视野内所看到的物像也越大，细胞数目越少，D 正确。

故选 B。

考点 02  动、植物细胞临时装片的制作

10．（2023·江西·统考中考真题）进行“制作并观察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临时装片”时，下列操作，错误的

是（    ）

A．制作临时装片需在干净的载玻片中央滴一滴清水

B．染色时，在盖玻片的一侧滴加碘液，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

C．下降镜筒时，眼睛要从侧面注视目镜

D．调节细准焦螺旋使看到的物像更加清晰

【答案】C

【详解】A．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是植物细胞，制作植物细胞临时装片需在干净的载玻片中央滴一滴清水，

A 正确。

B．染色时，在盖玻片的一侧滴加碘液，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碘液可以让细胞染成深色，容易观察，B 正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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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下降镜筒时，眼睛要从侧面注视物镜，防止撞碎装片，C 错误。

D．在找到物像后可利用细准焦螺旋进行微调，使看到的物像更加清晰，D 正确。

故选 C。

11．（2023·山东菏泽·统考中考真题）某同学制作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并用显微镜观察到不同放大倍数

的视野甲、乙，如图所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滴加生理盐水可维持口腔上皮细胞正常形态

B．染色时，在盖玻片一侧滴加碘液，从另一侧用吸水纸吸引

C．由甲到乙，需先转动转换器换成高倍镜，再调节细准焦螺旋

D．从目镜内看到的物像是放大、倒立的像

【答案】C

【详解】A．人的细胞是动物细胞，用清水会因为渗透作用，细胞吸水胀破，故需滴加与人体细胞液浓度相

同的生理盐水，目的是维持细胞的原有形状，便于观察，A 不符合题意。

B．染色时，把一滴碘液滴在盖玻片一侧，用吸水纸从另一侧吸引，使染液浸润标本全部，B 不符合题意。

C．由甲到乙应先将玻片往左上方移动，将口腔上皮细胞移至视野中央，再转动转换器换成高倍镜后调节细

准焦螺旋，如不先将口腔上皮细胞移动至视野中央而直接转动转换器换成高倍镜则难以找到物像，C 符合

题意。

D．我们在显微镜目镜内看到的物像是上下左右均颠倒的物像，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2．（2023·内蒙古通辽·统考中考真题）如图是制作人的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的相关过程示意图，下列有

关说法正确的是（    ）

  

A．正确的操作顺序是④①②③⑤          B．步骤①中用稀碘液进行染色

C．进行步骤③前不需要用清水漱口      D．进行步骤④时需将盖玻片快速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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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分析】题图中：①是染色，②是滴，③是刮，④是盖，⑤是涂。

【详解】A．题图中：①是染色，②是滴，③是刮，④是盖，⑤是涂。制作人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的简

要步骤：擦 →滴（生理盐水）→刮→涂 →盖 →染 →吸，所以正确的操作顺序是②③⑤④①，A 不符

合题意。

B．步骤①中用稀碘液进行染色，是细胞核着色便于观察，B 符合题意。

C．进行步骤③前需要用清水漱口，防止食物残渣影响观察，C 不符合题意。

D．进行步骤④盖盖玻片时，先用镊子夹起盖玻片的一边，让另一边先接触载玻片上的生理盐水滴；然后

轻轻盖上，避免出现气泡，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13．（2023·四川广安·统考中考真题）某同学在制作人体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时，进行了下列操作，正确

的操作步骤应是（　　）

  

A．c→a→b→d B．a→c→b→d C．c→a→d→b D．a→c→d→b

【答案】C

【分析】图中 a 是取材，b 是染色，c 是滴生理盐水，d 是盖片。

【详解】A．制作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的实验步骤，简记为：擦→c 滴→a 漱、刮、涂→d 盖→b 染，应先

d 盖片再进行 b 染色以防止染色不均匀，A 错误。

B．正确的步骤应是 c→a→d→b，而不是 a→c→b→d，应先滴加生理盐水再取材，否则操作上不便而且应

先 d 盖片再进行 b 染色以防止染色不均匀，B 错误。

C．本题中 c 滴→a 漱、刮、涂→d 盖→b 染是正确实验操作步骤，C 正确。

D．正确的步骤应是 c→a→d→b，而不是 a→c→d→b，先取材再滴加生理盐水在操作上不方便，D 错误。

故选 C。

考点 03  动、植物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14．（2023·湖北黄石·统考中考真题）保安特产“狗血桃”果肉血红，因色泽酷似“狗血”而得名。果肉中的红

色汁液主要来自于细胞的哪个结构（　　）

A．细胞膜 B．线粒体 C．叶绿体 D．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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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详解】A．细胞膜：具有保护和控制物质进出的作用（选择性透过性），A 错误。

B．线粒体是呼吸作用的场所，B 错误。

C．叶绿体是光合作用的场所，C 错误。

D．液泡中含有细胞液，有各种味道的物质以及营养物质，因此“狗血桃”果肉中的汁液主要来自细胞中的液

泡，D 正确。

故选 D。

15．（2023·湖北黄石·统考中考真题）施莱登和施旺创建的“细胞学说”认为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下列

叙述错误的是（　　）

A．动物细胞不具有细胞壁 B．细胞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C．所有植物细胞都有叶绿体 D．细胞核是细胞的控制中心

【答案】C

【详解】A．动物细胞是没有细胞壁的，这是动物细胞区别于植物、真菌和细菌细胞的重要特点，A 正确。

B．细胞学说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是由细胞发育而来，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B 正确。

C．不是所有的植物细胞都含有叶绿体，植物的非绿色部位的细胞没有叶绿体，C 错误。

D．细胞核是细胞遗传与代谢活动的控制中心，D 正确。

故选 C。

16．（2023·黑龙江齐齐哈尔·统考中考真题）下列细胞结构与其功能不相符的是（　　）

A．细胞核——细胞的控制中心 B．细胞壁——控制物质进出

C．线粒体——将有机物中的能量释放出来 D．叶绿体——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答案】B

【详解】A．细胞核内含有遗传物质 DNA，染色体由 DNA 和蛋白质组成，能传递遗传信息，是细胞的控制

中心，A 正确。

B．细胞壁的功能是保护和支持细胞的作用，维持细胞的正常形态，B 错误。

C．线粒体是广泛存在于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中的细胞器，被称为能量转换器和细胞内能量供应的“动力工

厂”，是细胞进行呼吸作用的场所，能为细胞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C 正确。

D．叶绿体是植物细胞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贮存在有机物中，D 正确。

故选 B。

17．（2023·湖南常德·统考中考真题）西瓜营养丰富，下列有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

A．一个西瓜是果实 B．吃西瓜时流出的汁液主要来自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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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细胞壁维持西瓜细胞的正常形态 D．西瓜果肉细胞都含叶绿体和线粒体

【答案】D

【详解】A．被子植物通常称为绿色开花植物，常见的绿色开花植物由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六大器

官组成，一个西瓜是植物的果实，A 正确。

B．液泡：内含细胞液，细胞液中溶解有多种物质，如或甜味或辣味的物质、色素以及糖类、无机盐、蛋白

质等营养物质，吃西瓜时流出的汁液主要来自液泡，B 正确。

C．细胞壁：在植物细胞的最外层，有保护和支持作用，能维持植物的正常形态，C 正确。

D．西瓜果肉是红色，细胞里不含有叶绿体，D 错误。

故选 D。

18．（2023·四川自贡·统考中考真题）端午节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门窗处挂上一把艾草，有着避毒

驱虫、祈福健康的美好寓意。如图为艾草叶肉细胞的结构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①起支持和保护细胞作用 B．②能控制葡萄糖进出细胞

C．③控制艾草的发育和遗传 D．④存在于艾草的每个细胞

【答案】D

【分析】图中①细胞壁、②细胞膜、③细胞核、④叶绿体。

【详解】A．①细胞壁有支持和保护细胞的作用，A 正确。

B．②细胞膜能保护细胞内部结构，控制细胞内外物质的进出，因此能控制葡萄糖进出细胞，B 正确。

C．③细胞核内有遗传物质，是细胞的控制中心，能控制艾草的发育和遗传，C 正确。

D．④叶绿体主要存在于植物的叶肉细胞中，或幼嫩的茎等绿色部位，不是每个细胞都有，D 错误。

故选 D。

19．（2023·内蒙古赤峰·统考中考真题）鉴别动物细胞是否死亡常用台盼蓝染液。用它进行染色时，死细胞

会被染成蓝色，而活细胞不会着色。控制染液进出细胞的结构是（    ）

A．细胞壁 B．细胞膜 C．细胞质 D．细胞核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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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解】A．细胞壁，具有保护和支持细胞的作用，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A 不符合题意。

B．细胞膜除了具有保护作用以外，还能控制物质进出细胞，B 符合题意。

C．细胞质在细胞膜内，内有各种细胞结构，C 不符合题意。

D．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决定生物性状的遗传信息主要存在于细胞核，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B，

20．（2023·四川内江·统考中考真题）“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与水稻相比，下列选项中青蛙细

胞没有的结构是（    ）

A．细胞膜 B．细胞壁 C．细胞质 D．细胞核

【答案】B

【详解】由分析可知，青蛙为动物，水稻为植物，动物细胞内具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没有细胞壁，

因此 ACD 错误，B 正确。

故选 B。

21．（2023·黑龙江牡丹江·统考中考真题）细胞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观察动植物细胞模式图，据图回

答问题。

  

(1)与甲细胞相比，乙不具有[  ]      、叶绿体，通常也没有液泡。

(2)乙细胞分裂过程中[  ]      从细胞的中部向内凹陷，缢裂为两个细胞。

【答案】(1)4 细胞壁

(2)3 细胞膜

【分析】图中 1 细胞核，2 细胞质，3 细胞膜，4 细胞壁，5 线粒体，6 液泡，7 叶绿体。

【详解】（1）植物细胞和动物的细胞在结构上的相同点：都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和线粒体；不同点：

植物细胞内有细胞壁、液泡和叶绿体，而动物细胞内没有细胞壁、液泡和叶绿体。甲图具有细胞壁、叶绿

体和液泡，这是植物细胞所特有的。所以甲图是植物细胞结构模式图，乙图是动物细胞结构模式图。因此

与甲细胞相比，乙不具有 4 细胞壁、叶绿体，通常也没有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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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细胞为动物细胞，细胞分裂时，细胞核先由一个分成两个，随后，细胞质分成两份，每份各含有一

个细胞核，最后 3 细胞膜从细胞的中部向内凹陷，在原来的细胞的中央，形成新的细胞膜，于是一个细胞

缢裂为两个细胞。

22．（2023·福建·统考中考真题）科学家对生物体结构的认识随着显微镜的发明和改进而不断深入。回答问

题。

  

(1)胡克观察的实验材料来自      （选填“植物”或“动物”）。

(2)布朗观察到的球状构造是      。

(3)罗伯特森观察到的结构具有的功能是      。

(4)能支持“植物和动物具有共同祖先”这一观点的是[    ]。

(5)观察烟草花叶病毒，应选用的显微镜类型是      。

【答案】(1)植物

(2)细胞核

(3)控制物质进出（或保护）

(4)③

(5)电子显微镜

【详解】（1）植物细胞有细胞壁、液泡，绿色植物细胞还有叶绿体，而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液泡和叶绿

体。可见，胡克观察的实验材料具有细胞壁，来自植物。

（2）布朗观察到植物细胞内普遍存在一种球状构造，命名为核。可见，布朗观察到的球状构造是细胞核。

（3）细胞膜具有保护和控制物质进出的作用（选择透过性）。细胞膜将细胞内部与外界环境分开，使细胞

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内部环境。细胞膜能让有用的物质进入细胞，有害的物质挡在外面，同时把细胞产生

的废物排到细胞外。可见，罗伯特森观察到的结构是细胞膜，细胞膜具有的功能是控制物质进出（或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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