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宿迁市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4-2025 学年七年级

10 月月考试题

本试卷共 6 页，卷面总分：100 分，考试时间：45 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本部分包括 40 题，每题 2 分，共 80 分。在每题所给的四个选项中，只

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1. 生物是指有生命的物体，下列物体中，属于生物的是（　　）

A. 钟乳石 B. 机器人

C. 珊瑚 D. 艾滋病病毒

【答案】D

【分析】生物具有以下特征：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生物能够进行呼吸；生物能排出体内

产生的废物；生物能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生物能够生长、发育和繁殖；除病毒外，生

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详解】A．钟乳石是由无机物组成的，不具有生命特征，不属于生物，A 错误。

B．机器人是由人类制造的机器，不具有生命特征，不属于生物，B 错误。

C．珊瑚是由珊瑚虫的分泌物和遗体堆积而成的，不具有生命特征，不属于生物，C 错

误。

D．艾滋病病毒是一种没有细胞结构的生物，它可以在宿主细胞内进行繁殖等生命活动，

属于生物，D 正确。

故选 D。

2. 生物具有区别于非生物的一些基本特征。关于螳螂捕食昆虫这种生命现象体现的生物的

基本特征是（　　）

A. 生物需要物质和能量

B. 生物能生长和繁殖后代

C. 生物具有遗传和变异现象

D. 生物能适应一定的环境，也能影响环境

【答案】A



【分析】生物的基本特征包括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生物能进行呼吸、生物能排出身体内

产生的废物、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生物能生长和繁殖、生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

性、除病毒以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螳螂捕食昆虫体现了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也

就是生物需要物质和能量。

【详解】A．螳螂捕食昆虫是为了获取食物，食物中含有物质和能量，满足螳螂生存的需

要。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营养物质可以为生物提供构建身体的物质以及维持生命活动所

需的能量。螳螂通过捕食昆虫获得蛋白质、糖类等营养物质，用于自身的生长、发育和繁

殖等生命活动，A 正确。

B．题干中螳螂捕食昆虫的现象主要体现的是螳螂获取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而不是

生物能生长和繁殖后代。生长和繁殖后代通常表现为生物体的体积增大、个体数量的增加

等，B 错误。

C．题干中螳螂捕食昆虫的现象并没有涉及到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现象。遗传是指生物亲子

间的相似性，变异是指亲子间和子代个体间的差异，与螳螂捕食昆虫的行为不相关，C 错

误。

D．题干中螳螂捕食昆虫的现象主要是螳螂为了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而进行的行为，没有

体现生物能适应一定的环境，也能影响环境。生物适应环境通常表现为生物的形态结构、

生理功能等与环境相适应，生物影响环境则是生物的活动对环境产生一定的改变，与螳螂

捕食昆虫这一行为不对应，D 错误。

故选 A。

3. 下列古诗描述的现象中，不包含生命现象的是     （    ）

A.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B.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C.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D.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答案】A

【详解】A．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是自然现象，不是生命现象，A 错误。

B．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体现了生物能够生长和繁殖，B 正确。

C．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体现了生物能够生长和繁殖，C 正确。

D．花落知多少，体现了生物的新陈代谢现象， D 正确。

故选 A。

4. 下列现象中，不属于生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的是（    ）

A. 生物能繁殖后代 B. 生物能生长和发育



C. 生物都能进行运动 D. 生物能适应环境，也能影响环境

【答案】C



【分析】根据“生物特征”可知，本题考查的是生物的特征，运用生物的各项特征进行分析解

答即可。

【详解】自然界中，有生命现象的物体叫生物。具备生物的特征，这个物体就有生命，就属

于生物。生物的特征主要包括：1、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2、生物能进行呼吸；3、生物能

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4、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5、生物能生长和繁殖；6、生物

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构成生物体结构和功能

的基本单位。因此，A、B、D 是生物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能进行运动，

例如植物只能在出生之地固定地生长直到死亡，故选：C

5. 生物与非生物相比，最显著的区别是生物能表现出一些生命现象。下列生命现象中，与

生物的基本特征不相符的是（　　）

A.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生物能生长和繁殖后代

B. 大树底下好乘凉——生物能够影响环境

C.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物具有遗传现象

D.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生物进行生命活动时需要物质和能量

【答案】D

【分析】生物的共同特征有：①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②生物能进行呼吸；③生物能排出

身体内产生的废物；④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⑤生物能生长和繁殖；⑥生物都有遗

传和变异的特性；⑦除病毒以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详解】A．“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描述的是生物在经历火灾等灾难后，仍然能够生

存并重新繁衍生息的现象。这体现了生物能生长和繁殖后代的能力，与生物的基本特征相

符，A 不符合题意。 

B．“大树底下好乘凉”描述的是大树通过遮荫、降低温度等方式，为周围环境创造一个更

适宜的小气候。这体现了生物能够影响环境的能力，B 不符合题意。 

C．“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描述的是生物在繁殖过程中，后代会继承亲代的某些特性或特

征。这体现了生物的遗传现象，即生物在遗传物质的控制下，能够保持物种的稳定性和连

续性。这也是生物的一个基本特征，C 不符合题意。 

D．“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描述的是小小的蚂蚁通过不断的挖掘和破坏，最终导致大坝或

堤防崩溃的现象。这体现了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即蚂蚁的活动导致了堤防的崩溃），但并未

直接体现生物进行生命活动时需要物质和能量这一基本特征，D 符合题意。 

故选 D。



6. 一位学生列出了生物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你认为正确的是（　　）



A. 生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B. 生物都有循环系统

C. 生物都能进行光合作用 D. 生物都能生长繁殖

【答案】D

【分析】生物的特征：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生物能够进行呼吸，生物能排出体内产生的

废物，生物能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生物能够生长和繁殖，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

构成的。

【详解】A．病毒是生物，没有细胞结构，只有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遗传物质组成，因

此，除病毒外，生物都由细胞构成， A 错误。

B．植物体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植物体，没有系统；动物体的结构层次细胞→

组织→器官→系统→动物体；细菌、真菌、病毒、单细胞生物都没有系统，B 错误。

C．植物的细胞内含有叶绿体，能进行光合作用，动物、细菌、真菌、病毒体内的细胞中

没有叶绿体，不能进行光合作用，C 错误。

D．能生长繁殖是生物的基本特征，有利于保证种族的延续，故 D 正确。

故选 D。

7. 下列不属于生物学研究范畴的是（　　）

A. 人类基因组计划 B. 果园养鸡

C. 神舟七号研制 D. 杂交水稻

【答案】C

【分析】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包括研究生物的形态、结构、生

理、分类、遗传和变异、进化、生态等方面。

【详解】A．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研究人类的遗传物质，属于生物学研究范畴，A 错误。

B．果园养鸡涉及到生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生物的生存环境等，属于生物学研究范畴，B 错

误。

C．神舟七号研制属于航天工程领域，主要涉及物理学、工程学等，不属于生物学研究范

畴，C 正确。

D．杂交水稻涉及到生物的遗传和变异等，属于生物学研究范畴，D 错误。

故选 C。

8. 生物作为各种技术设计和发明创造的原型，给人类许多启迪。下列发明与相关生物的对

应关系错误的是（　　）

A. 雷达和蜘蛛 B. 直升机和蜻蜓



C. 潜水艇和海豚 D. 防水衣服和荷叶

【答案】A

【分析】生物仿生：是研究以模仿生物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生物系统特征的方式、或

是以类似于生物系统方式工作的系统的科学。

【详解】A．蝙蝠发出的声波遇障碍物后，被反射回来，通过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发明了

雷达，不是模仿蜘蛛发明的雷达，A 错误。

B．蜻蜓通过翅膀振动可产生不同于周围大气的局部不稳定气流，并利用气流产生的涡流

来使自己上升，不但可向前飞行，还能向后和左右两侧飞行，模拟蜻蜓制造了直升机，B

正确。

C．潜水艇的外形模拟的是海豚，外形是头圆尾尖的流线型，这种造型可以减少阻力，C

正确。

D．荷叶的自清洁和防水特性启发了防水衣服的设计，D 正确。

故选 A。

9. 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的科学家是（　　）

A. 达尔文 B. 杨振宁 C. 袁隆平 D. 屠呦呦

【答案】C

【分析】袁隆平，1930 年 9 月 1 日生，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

年 4 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详解】A．达尔文是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在探究生物进化奥秘的过程中，

具有重要贡献，他提出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被恩格斯赞誉为“19 世纪自然科学三

大发现”之一，A 不符合题意。

B．杨振宁是物理学家，B 不符合题意。

C．袁隆平，北京人，汉族，运用生物科学技术，培育出举世闻名的杂交水稻，是著名的

杂交水稻之父，C 符合题意。

D．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

蒿素，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列实验操作中，选择器材合理的是（　　）

A. 加热试管内的水——酒精灯

B. 观察金鱼的外部形态——显微镜



C. 观察植物细胞的结构——放大镜

D. 量取 5 毫升蒸馏水——试管

【答案】A

【分析】不同的实验操作需要选择合适的器材。加热试管内的水通常使用酒精灯；观察金

鱼的外部形态一般用肉眼或放大镜；观察植物细胞的结构需要使用显微镜；量取一定体积

的液体要用量筒。

【详解】A．酒精灯火焰温度较高，可用于加热试管内的水，A 正确。

B．观察金鱼的外部形态用肉眼或放大镜即可，不需要用显微镜，显微镜一般用于观察微

小的细胞结构等，B 错误。

C．观察植物细胞的结构需要用显微镜，放大镜放大倍数有限，不能清晰观察植物细胞结

构，C 错误。

D．量取 5 毫升蒸馏水应使用量筒，试管不能准确量取一定体积的液体，D 错误。

故选 A。

11. 如图中实验器材，它们都可以用于（　　）

A. 解剖 B. 加热 C. 盛放液体 D. 观察

【答案】B

【分析】图中器材为酒精灯、铁三角架和烧杯，它们都可用于加热实验。酒精灯是直接加

热的燃具，铁三角架用于加热时支撑器皿，烧杯用于盛放待加热的液体。

【详解】A．解剖要用到解剖刀等刀类工具，酒精灯、铁三角架和烧杯不能用于解剖，A

不符合题意。

 B．结合分析可知，酒精灯、铁三角架和烧杯，它们都可用于加热实验，B 符合题意。

C．烧杯可以盛放液体，酒精灯、铁三角架用于加热，不能盛放液体，C 不符合题意。

D．观察需要用到放大镜、显微镜等仪器，酒精灯、铁三角架和烧杯不能用于观察，D 不

符合题意。

故选 B。

12. 规范使用显微镜的基本步骤是（　　）



A. 取镜安放→对光→放置玻片标本→观察→收镜

B. 取镜安放→放置玻片标本→对光→观察→收镜

C. 收镜→观察→放置玻片标本→对光→取镜安放

D. 收镜→对光→观察→放置玻片标本→取镜安放

【答案】A

【分析】显微镜的操作步骤：取镜安放→对光→安放装片→观察→整理和存放。正确识记

显微镜的使用步骤是解题的关键。

【详解】使用显微镜时，先将显微镜从镜箱中取出，装好物镜和目镜；再利用低倍镜、大

光圈对光，看到白亮的视野；然后将要观察的玻片放到载物台上，使标本正对通光孔，用

压片夹压住；左眼观察，右眼睁开，看到物像后，用细准焦螺旋将物像调至最清晰。最后

是整理，擦拭显微镜，取下物镜和目镜，将显微镜放回镜箱。因此使用显微镜的正确步骤

是：取镜安放→对光→放置玻片标本→观察→收镜，A 正确，BCD 错误。

故选 A。

13. 如下图所示小明在观察人的血细胞涂片时，首先看到了图①所示的物像，进行操作后

观察到图②所示的物像。由图①到图②过程中，小明不需要进行的操作是（    ）

  

A. 转动转换器

B. 转动细准焦螺旋

C. 调节反光镜

D. 转动粗准焦螺旋

【答案】D

【分析】显微镜 放大倍数=目镜放大倍数×物镜放大倍数。观察同一视野的同一部位：低

倍镜下看到的细胞小，数量多、视野亮；高倍镜下看到的细胞大，数量少、视野暗。

【详解】结合分析和题图可知：从图①到图②是低倍视野变成高倍视野。而低倍物镜更换

高倍物镜的操作流程是：在低倍镜下观察清楚，找到物像→将物像移到视野中央→转动转

换器换用高倍镜观察→调节反光镜或光圈使视野变亮，同时转动细准焦螺旋直到物像清

晰。可见，由图①到图②

的



过程中，小明不需要进行的操作是“转动粗准焦螺旋”，故 D 符合题意，ABC 不符合题意。

故选 D。

14. 如图是小丽用显微镜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时看到的物像，要想使看到的这个细胞放

大，小丽接下来最应该先进行的操作是（　　）

A. 调整显微镜的反光镜，使视野变亮

B. 调节显微镜的转换器，换用高倍镜

C. 调节显微镜 细准焦螺旋，使物像更清晰

D. 向右上方移动玻片标本，使物像移到视野中央

【答案】D

【分析】由低倍镜换用高倍镜进行观察的步骤是：移动玻片标本使要观察的某一物像到达

视野中央→转动转换器选择高倍镜对准通光孔→调节光圈，换用较大光圈使视野较为明亮

→转动细准焦螺旋使物像更加清晰。

【详解】要想使观察到的物像放大，应该换用高倍镜。图中物像位于视野中央偏右上方，

先要把它移到视野中央，应该向右上方移动玻片标本，物像才向左下方移动移到视野中

央，此时再转动细准焦螺旋，使物像变清晰，然后再转动转换器换用高倍镜可以看到被放

大了的物像。因此如图是小丽用显微镜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时看到的物像，要想使看到

的这个细胞放大，小丽接下来最应该先进行的操作是向右上方移动玻片标本，使物像移到

视野中央，D 正确，ABC 错误。

故选 D。

15. 显微镜是我们观察奇妙微观世界不可缺少的工具。下图是实验室常用的显微镜以及显

微镜视野中的蚕豆叶表皮细胞。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的



A. 此显微镜的最大放大倍数是 50 倍

B. 视野中的污点可能在目镜、物镜或反光镜上

C. 若视野中物像不清晰，可以调节②

D. 欲将气孔移至视野中央，应向右上方移动装片

【答案】C

【分析】如图中，①粗准焦螺旋，②细准焦螺旋。

【详解】A．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目镜放大倍数×物镜放大倍数；此显微镜的目镜为 10×，

目镜为 40×和 10×。因此，此显微镜的最大放大倍数是 10×40=400（倍），A 错误。

B．视野中的污点可能在目镜、物镜或玻片标本上，不可能在反光镜上，B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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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视野中物像不清晰，可以调节②细准焦螺旋，C 正确。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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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气孔偏视野的左下方，向左下方移动装

片，物像会向右上方移动到视野的中央，D 错误。

故选 C。

16. 若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黑藻细胞的细胞质流动方向是顺时针转动的，则黑藻细

胞质的实际流动方向（　　）

A. 无法确定

B. 是逆时针转动的

C. 是顺时针转动的

D. 可能是顺时针转动，也可能是逆时针

【答案】C



【分析】显微镜成倒立的像，“倒立”不是相反，是旋转 180 度后得到的像，即上下相反、

左右相反。

【详解】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物像是放大的倒像。我们可以把黑藻叶细胞中细胞质的流动方

向划好（顺时针），然后倒过来观察，发现流动方向还是顺时针。可见，C 符合题意，AB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7. 小维在使用显微镜观察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时，若想视野中的细胞放大倍数最大，

则选用下图中的镜头组合是（　　）

A. ①和③ B. ①和④ C. ②和③ D. ②和④

【答案】B

【分析】物镜上有螺纹，它像上螺钉一样安装在转换器的孔上。放大倍数低的短，放大倍

数高的长；目镜没有螺纹，它直接插在镜筒的顶端。放大倍数低的长，放大倍数高的短，

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等于目镜物镜放大倍数的乘积。①②是目镜，③④是物镜。

【详解】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目镜放大倍数×物镜放大倍数。观察同一视野的同一部位：低

倍镜下看到的细胞小，数量多、视野亮；高倍镜下看到的细胞大，数量少、视野暗，用显

微镜观察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时，要想视野中看到的细胞放大倍数最大，即倍数最大的

目镜和物镜，应选择的目镜和物镜组合是①④，B 正确，ACD 错误。

故选 B。

18. 下列关于生物学实验的叙述中，不正确的的是（    ）

A. 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生物学的基本方法

B. 测量误差是人为造成的，完全可以避免

C. 当实验结果与假设不相符时，往往需要重新修订计划、实施实验

D. 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订计划→实施计划→得出结论→表达

交流

【答案】B



【分析】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得出结论→

表达和交流。探究的过程是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开始的。发现问题后，应用已有的知识

和生活经验对问题作出假设。再围绕提出的问题和假设制定并实施探究计划。然后，根据

实验现象，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最后表达交流探究过程和结论。

【详解】A．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生物学的基本方法，A 正确。

B．误差是在正确测量的前提下，所测得的数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差异，由于人的眼睛不能

估得非常准，所以存在误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通过多次测量取平均值可以减小误差，B

错误。

C．当实验结果与假设不相符时，往往需要重新修订计划、实施实验，C 正确。

D．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是: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订计划→实施计划→得出结论→表达

交流，D 正确。

故选 B。

19. 为证明金鱼的呼吸频率与水温的变化的关系，需将金鱼放置在不同的温度的水中进行

探究，这种生物学探究方法是（　　）

A. 观察法 B. 调查法 C. 实验法 D. 测量法

【答案】C

【分析】生物学研究方法有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等。观察法是在自然状态

下，研究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用自己的感官外加辅助工具，对客观事物进行系统的

感知、考察和描述，以发现和验证科学结论。调查法是为了达到设想的目的，制定某一计

划全面或比较全面地收集研究对象的某一方面情况的各种材料，并作出分析、综合，得到

某一结论的研究方法。实验法是利用特定的器具和材料，通过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验操作

和观察、记录分析，发现或验证科学结论。测量法是通过仪器来获得某些参数的方法。

【详解】A．观察法主要是在自然状态下观察，而本题是将金鱼放置在不同温度的水中进

行探究，不是自然状态下的观察，A 错误。

B．调查法主要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全面或比较全面地收集相关情况，本题并非调查，B

错误。

C．将金鱼放置在不同温度的水中，人为地改变水温这个变量来探究金鱼呼吸频率的变

化，属于实验法，通过有目的、有步骤的实验操作和观察、记录分析，来发现金鱼呼吸频

率与水温变化的关系，C 正确。

D．测量法主要是用仪器测量某些参数，本题重点不是测量某个参数，D 错误。



故选 C。

20.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

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857140021043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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