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桂林市奎光校 2025 届中考生物试题模拟试卷（8）
注意事项：

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和座位号填写在试题卷和答题卡上。用 2B 铅笔将试卷类型

（B）填涂在答题卡相应位置上。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右上角"条形码粘贴处"。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

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答案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

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答案；不准使用铅笔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无效。

4．考生必须保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请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1、下列哪一项不是肺泡与气体交换相适应的特点（　　）

A．肺泡数目多 B．左右支气管进入左右两肺

C．肺泡外包绕着毛细血管 D．肺泡和毛细血管的壁只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

2、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病毒、细菌和真菌。下列相关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只要有细菌和真菌存在，人和动植物就会生病

B．细菌都是单细胞生物，生殖方式是分裂繁殖

C．真菌细胞内有叶绿体，其营养方式为自养

D．病毒和细菌是原核生物，真菌是真核生物

3、生物技术的进步可以更好的服务生活，下列应用实例与必须采用的生物技术搭配错误的是（     ）

A．制酒酿——发酵技术 B．培养无病毒植株——组织培养

C．“多利”羊的诞生——克隆技术 D．培养抗虫棉——无土栽培技术

4、既能消化淀粉又能消化脂肪的消化液是哪一组，

A．唾液和胃液 B．唾液和肠液

C．肠液和胆汁 D．肠液和胰液

5、植物的叶片与外界环境进行气体交换的结构是（　　）

A．栅栏组织 B．海绵组织 C．叶脉 D．气孔

6、下表是某人体内几种组织中血液内血红蛋白与氧结合的比例，其中生命活动最旺盛的部位是（    ）

A．组织甲    B．组织乙    C．组织丙    D．组织丁



7、如图为某生物体细胞中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示意图，关于该图解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染色体上的 A、B 分别表示两个隐性性状

B．如果 B 来自父方，则 b 来自母方

C．该个体既可以表现 B 的性状，又可以表现 b 的性状

D．基因 a 和 b 控制的性状不能在后代中表现

8、遗传病会给家庭、社会造成极大不幸，下列措施中不能预防遗传病发生的是 （ ）

A．禁止近亲结婚    B．婚前检查    C．遗传咨询    D．吃保健药

9、遇碘变蓝是下列哪种物质的特性

A．蛋白质 B．脂肪 C．淀粉 D．葡萄糖

10、逃生演练中，某同学作出的部分反应如图所示。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图中 X 表示感受器

B．图中存在两条反射弧

C．若传出神经②受到损伤，则肌肉无法收缩

D．逃生是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11、检测某人血浆、肾小囊腔内以及输尿管内的液体中甲、乙、丙三种物质的浓度，结果如下表，据表中数据判断，

甲、乙、丙分别是（　　）

血浆 肾小囊腔内的液体 输尿管内的液体

甲 0.03% 0.03% 2%

乙 0.1% 0.1% 0

丙 0.70% 微量 0

A．甲是尿素，乙是蛋白质，丙是葡萄糖

B．甲是葡萄糖，乙是尿素，丙是无机盐



C．甲是尿素，乙是葡萄糖，丙是蛋白质

D．甲是蛋白质，乙是葡萄糖，丙是尿素

12、下列活动不属于反射的是

A．望梅止渴    B．鹦鹉学舌

C．谈虎色变    D．葵花朵朵向太阳

13、下列既能消化糖类，又能消化蛋白质的消化液是（    ）

A．唾液 B．胰液 C．胆汁 D．胃液

14、下图表示血液中某物质含量的变化，如果横坐标上 AB 段为肺部毛细血管，CD 段为组织处的毛细血管，请问：图

中 b 曲线表示的物质是：（     ）

A．氧气 B．二氧化碳 C．葡萄糖 D．尿素

15、小鸡是由鸡蛋中的哪一部分发育来的（      ）

A．卵白 B．卵壳 C．卵黄膜 D．胚盘

16、下列种子中含蛋白质最多的是（    ）

A．玉米 B．大豆 C．高粱 D．水稻

17、某生物小组的同学通过调整细准焦螺旋、目镜和物镜，用同一台显微镜观察同一标本四次，记录如图，试问所用

镜头放大倍数最大和视野最明亮的分别是（　　）

A．①；② B．②；① C．③；④ D．④；③

18、下列属于器官层次的是

A．神经元 B．胃 C．血液 D．人体

19、下列属于特异性免疫的是（　　）

A．呼吸道黏膜上的纤毛清扫异物

B．接种卡介苗预防结核病

C．体液中的溶菌酶使病菌失活

D．皮肤阻挡病菌



20、根据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选择恰当的实验器材（试剂），是保证实验获得可靠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下列实验器材

（试剂）的选用正确的是

A．用显微镜观察植物花的结构 B．用碘液来检验是否存在淀粉

C．用沸水对叶片进行脱色处理 D．用菜青虫成虫探究取食行为

21、某同学为研究绿色植物和种子的生命活动，进行了以下实验，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甲装置中叶片的遮光部分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B．乙装置中试管收集的气体可使带火星的木条复燃

C．丙装置中试管内的澄清石灰水会逐渐变浑浊

D．丁装置中的现象说明萌发的种子产生了二氧化碳

22、下列描述的情境中，属于生物影响环境的是（　　）

A．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B．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C．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D．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23、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是诗人袁枚对苔藓植物（如地钱）的生动写照。

下面解释你不认同的是（  ）

A．“白日不到处”——地钱生活在阴湿的环境

B．“青春恰自来”——正好到了地钱的繁殖季节

C．“苔花如米小”——地钱长出的孢蒴很小

D．“也学牡丹开”——“苔花”和牡丹花具有相同的结构

24、一粒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离不开细胞的分裂、分化和生长。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动植物细胞的细胞质平均分成两份的方式不同

B．由于细胞内遗传物质的不同，细胞分化形成了不同的组织

C．大树具有的结构层次有细胞、组织和器官

D．植物体逐渐长大主要是由于细胞的分裂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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