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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秋季黄冈市部分普通高中高三年级阶段性教学质量监测

生物学

本试卷共 8页，22 题。全卷满分 100 分。考试用时 75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认真

核准准考证号条形码上的以上信息，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2．请按题号顺序在答题卡上各题目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写在试卷、草稿纸和答题卡上的非

答题区域均无效。

3．选择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把所选答案的标号涂黑；非选择题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上

作答；字体工整，笔迹清楚。

4．考试结束后，请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选择题：本题共 18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36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 科学家从支原体的基因组中筛选出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300个基因，进行人工合成，并注入去掉DNA

的支原体中，组成一个新的细胞，新细胞能进行基本的生命活动，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 病毒比支原体更小，是最基本的生命系统

B. 上述实验的成功意味着人工合成了完整生命

C. 一个支原体既是细胞层次，也是个体层次

D. 支原体没有细胞壁，因此它不属于原核生物

【答案】C

【解析】

【分析】支原体为原核生物，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相比，最本质的区别是原核细胞没有被核膜包被的成形

的细胞核，没有核膜、核仁和染色体，原核细胞只有核糖体一种细胞器，但原核生物含有细胞膜、细胞质

等结构，也含有核酸和蛋白质等物质。

【详解】A、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不是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是细胞，A 错误；

B、由于新合成的细胞只含有支原体的部分基因，且是人工合成的基因，因此与真正的生命体存在差异，

故上述实验的成功不能说明人工合成了完整生命，B 错误；

C、支原体是单细胞的原核生物，一个支原体既是细胞层次，也是个体层次，C 正确；

D、支原体是没有细胞壁的原核生物，D 错误。

故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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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业谚语“水是庄稼血，肥是庄稼粮”，说明水和无机盐在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中有着重要作用。下列叙

述正确的是（　　）

A. 自由水是细胞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

B. 细胞中的无机盐大多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

C. 缺少 Mg 这种微量元素会导致植物叶片发黄

D. 水作为良好溶剂与它是极性分子有关

【答案】D

【解析】

【分析】无机盐主要以离子的形式存在，其生理作用有：（1）细胞中某些复杂化合物的重要组成成分，如

Mg2+是叶绿素的必要成分。（2）维持细胞的生命活动，如 Ca2+可调节肌肉收缩和血液凝固，血钙过高会造

成肌无力，血钙过低会引起抽搐。（3）维持细胞的酸碱平衡和细胞的形态。

【详解】A、结合水是细胞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A 错误；

B、细胞中的大多数无机盐以离子形式存在，B 错误；

C、Mg 属于大量元素，C 错误；

D、由于水分子的极性，当一个水分子的氧端靠近另一个水分子的氢端时，它们之间的静电吸引作用就形

成一种弱的引力，使水能溶解许多物质 ，作为良好溶剂，D 正确。

故选 D。

3. 依据能否直接参与到肽链合成中的特性，可将氨基酸分为蛋白质氨基酸和非蛋白质氨基酸；依据 R 基

团对水分子的亲和性，可将氨基酸分为亲水氨基酸和疏水氨基酸。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组成人体的蛋白质氨基酸有 21 种

B. 蛋白质氨基酸形成肽链时有专门的 tRNA 与之结合

C. 人体内 葡萄糖合成糖原还有富余时，可以转变成脂肪和必需氨基酸

D. 跨膜蛋白处于磷脂双分子层内部的区域应富含疏水氨基酸

【答案】C

【解析】

【分析】构成蛋白质的氧基酸有 21 种，每种氨基酸至少都含有一个氨基(-NH
2
)和一个羧基（-COOH)，并

且都有一个氨基和一个羧基连接在同一个碳原子上。这个碳原子还连接一个氢原子和一个侧链基团，这个

侧链基团用 R 表示，各种氨基酸之间的区别在于 R 基的不同。

【详解】A、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组成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有 21 种，A 正确；

B、将氨基酸运送到核糖体上去的运输工具是 tRNA，tRNA 的种类很多，每种 tRNA 只能识别并转运一种

氨基酸。所以蛋白质氨基酸形成肽链时都有专门的 tRNA 与之结合，将之运输至核糖体上，B 正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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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以由人体细胞能够合成的氨基酸称为非必需氨基酸，所以人体内的葡萄糖合成糖原还有富余时，可

以转变成脂肪和非必需氨基酸，C 错误；

D、磷脂分子的疏水端分布在磷脂双分子层内部，所以跨膜蛋白处于磷脂双分子层内部的区域应富含疏水

氨基酸，D 正确。

故选 C。

4. 人鼠细胞融合实验表明膜上蛋白质是可以运动的，但实际上机体中并非所有的膜蛋白都能自由运动。有

些细胞只有 30% 的膜蛋白处于流动状态，用阻断微丝（细胞骨架的重要成分）形成的药物细胞松弛素 B 处

理这类细胞后，膜蛋白的流动性明显增加。下列有关膜蛋白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膜蛋白赋予各种生物膜不同的生理功能

B. 膜蛋白在膜内外均匀分布，而糖类只分布在膜的外表面

C. 某些膜蛋白的运动受到限制可能与膜下细胞骨架的结合有关

D. 膜的流动性不仅体现在某些膜蛋白可以运动，还表现在构成膜的磷脂分子可以侧向自由移动

【答案】B

【解析】

【分析】人、鼠细胞融合的实验直接证明细胞膜上的蛋白质不是静止的，而是可以运动的，说明细胞膜的

结构特点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温度可以影响细胞膜的流动性。

【详解】A、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承担者，膜蛋白的种类和数量赋予了不同生物膜不同的功能，A 正确；

B、膜蛋白在膜内外分布是不均匀的，B 错误；

C、由题可知，用阻断微丝（细胞骨架的重要成分）形成的药物细胞松弛素 B 处理这类细胞后，膜蛋白的

流动性明显增加，说明膜蛋白与细胞骨架结合会导致膜蛋白流动性降低，C 正确；

D、构成膜的磷脂分子可以侧向自由移动，膜中的蛋白质大多也能运动，因此膜具有流动性，D 正确。

故选 B。

5. 微粒体是细胞匀浆在超速离心过程中，由破碎的内质网形成的近似球形的囊泡结构，它包含内质网膜与

核糖体两种基本成分。研究发现，分泌蛋白的 mRNA 在无细胞体系中翻译的产物比从细胞中分泌的蛋白质

的氨基酸序列要长，若加入微粒体，两种情况下获得的产物长度相同，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 微粒体是由光面内质网的膜卷曲而成的

B. 微粒体可能对合成的分泌蛋白进行了加工

C.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微粒体膜清晰的暗一亮一暗的三层结构

D. 分泌蛋白的结构和功能与 mRNA 的序列有关，与细胞器的功能无关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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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细胞内分泌蛋白合成的过程最初是在核糖体中由氨基酸形成肽链，肽链进入内质网进行加工，形

成有一定空间结构的蛋白质。然后由内质网产生的囊泡包裹运输蛋白质离开内质网，到达高尔基体，与高

尔基体膜融合。高尔基体对蛋白质进一步的修饰加工，然后又由囊泡包裹蛋白质将其移动到细胞膜，与细

胞膜融合，将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

【详解】A、微粒体是细胞匀浆在超速离心过程中，由破碎的内质网形成的近似球形的囊泡结构，它包含

内质网膜与核糖体两种基本成分，所以是由粗面内质网的膜卷曲而成的，A 错误；

B、微粒体是由粗面内质网的膜卷曲而成的，所以可能对合成的分泌蛋白进行了加工，B 正确；

C、暗一亮一暗的三层结构需要再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C 错误；

D、将分泌蛋白 mRNA 在无细胞体系中进行翻译时，如果不加微粒体，获得的翻译产物比从活细胞中分

泌出来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长，说明分泌蛋白的结构和功能与mRNA 的序列有关，也与内质网等细胞器

的功能有关，D 错误。

故选 B。

6. 某种分子以自由扩散和载体蛋白介导的协助扩散方式穿过细胞膜的转运速率差异很大，如图所示，相关

叙述合理的是载体蛋白（　　）

A. 自由扩散的转运速率比协助扩散更快

B. 载体蛋白只能介导被动运输，不能介导主动运输

C. 肾小管重吸收水的速率较快的主要原因是有载体蛋白的协助

D. 图中协助扩散出现最大转运速率的原因可能是载体蛋白数量有限

【答案】D

【解析】

【分析】自由扩散的方向是从高浓度向低浓度，不需载体和能量，常见的有水、CO
2
、O

2
、甘油、苯、酒

精等；协助扩散的方向是从高浓度向低浓度，需要载体，不需要能量，如红细胞吸收葡萄糖；主动运输的

方向是从低浓度向高浓度，需要载体和能量，常见的如小肠绒毛上皮细胞吸收氨基酸、葡萄糖，K+等。

【详解】A、据图可知，在被转运分子浓度较低时，载体蛋白介导的扩散速率大于自由扩散的速率，A 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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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B、载体蛋白可介导被动运输中的协助扩散，也可介导主动运输，B 错误；

C、肾小管重吸收水的方式主要是协助扩散，协助扩散时需要水通道蛋白运输，C 错误；

D、图示自由扩散与载体蛋白介导的扩散速率在被转运分子浓度较高时出现差异，载体蛋白介导的扩散速

率出现了最大值，可能是载体蛋白数量有限，限制了物质运输的速率，D 正确。

故选 D。

7. 酶和 ATP 在细胞代谢过程中不可或缺，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酶能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ATP 可直接给反应提供能量

B. 构成酶的成分也可能参与 ATP 的构成

C. 生成 ATP 的细胞都能合成酶

D. 酶的合成需要 ATP，ATP 的合成也需要酶

【答案】C

【解析】

【分析】1、酶是活细胞产生的具有催化作用的有机物，其中绝大多数是蛋白质，少数是 RNA。酶的特

性：高效性、专一性、作用条件较温和。

2、ATP 的结构简式是 A-P～P～P，其中 A 代表腺苷，T 是三的意思，P 代表磷酸基团。ATP 和 ADP 的

转化过程中，能量来源不同：ATP 水解释放的能量，来自特殊的化学键的化学能，并用于生命活动；合成

ATP 的能量来自呼吸作用或光合作用。场所不同：ATP 水解在细胞的各处。ATP 合成在线粒体，叶绿

体，细胞质基质。

【详解】A、酶具有催化作用，能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ATP 是高能化合物，可直接给反应提供能量，

A 正确；

B、有些酶的化学本质是 RNA，腺嘌呤、核糖、磷酸参与 RNA 的构成，也是构成 ATP 的成分，所以构成

酶的成分也可能参与 ATP 的构成，B 正确；

C、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可通过无氧呼吸生成 ATP，但细胞中没有细胞核及各种细胞器，无法合成酶，

C 错误；

D、酶的合成需要 ATP 提供能量，ATP 的合成反应需要酶的催化，D 正确。

故选 C。

8. 下列有关细胞呼吸原理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说法错误的是（　　）

A. 作物的中耕松土、黏土的掺沙等，可以改善土壤通气条件

B. 在贮藏苹果等果实时，外界氧气浓度越低越好

C. 番茄装箱时罩以塑料膜，补充氮气可以延长贮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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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种子贮藏容易发霉腐烂与种子上附有的微生物迅速增殖有关

【答案】B

【解析】

【分析】细胞呼吸原理的应用①种植农作物时，疏松土壤能促进根细胞有氧呼吸，有利于根细胞对矿质离

子的主动吸收。②利用酵母菌发酵产生酒精的原理酿酒，利用其发酵产生二氧化碳的原理制作面包、馒头。

③利用乳酸菌发酵产生乳酸的原理制作酸奶、泡菜。④稻田中定期排水可防止水稻因缺氧而变黑、腐烂。⑤

皮肤破损较深或被锈钉扎伤后，破伤风芽孢杆菌容易大量繁殖，引起破伤风。⑥提倡慢跑等有氧运动，是

不致因剧烈运动导致氧的不足，使肌细胞因无氧呼吸产生乳酸，引起肌肉酸胀乏力。⑦粮食要在低温、低

氧、干燥的环境中保存。⑧果蔬、鲜花的保鲜要在低温、低氧、适宜湿度的条件下保存。

【详解】A、作物的中耕松土、黏土的掺沙等，可以改善土壤通气条件，有利于植物根细胞进行有氧呼

吸，A 正确；

B、在贮藏苹果等果实时，外界氧气浓度过低会导致无氧呼吸产生太多的酒精，对细胞有毒害作用，B 错

误；

C、番茄装箱时罩以塑料膜，补充氮气可以降低呼吸作用，减少有机物的消耗，延长储存时间，C 正确；

D、种子贮藏容易发霉腐烂与种子上附有的微生物通过呼吸作用迅速增殖有关，D 正确。

故选 B。

9. 哺乳动物红细胞的部分生命历程如下图所示，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造血干细胞和幼红细胞的遗传物质相同，但RNA 和蛋白质不完全相同

B. 网织红细胞的分化程度比幼红细胞高，表现出来的全能性也高

C. 成熟红细胞衰老后控制其凋亡的基因开始表达

D. 使用网织红细胞容易制备出纯净的细胞膜

【答案】A

【解析】

【分析】1、细胞分化是指在个体发育中，由一个或一种细胞增殖产生的后代，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

上发生稳定性差异的过程。细胞分化的实质：基因的选择性表达。

2、细胞凋亡是由基因决定的细胞编程性死亡的过程。细胞凋亡是生物体正常的生命历程，对生物体是有

利的，而且细胞凋亡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

【详解】A、图示造血干细胞分化形成幼红细胞，而细胞分化的实质是基因的选择性表达，遗传物质不

变，因此两种细胞所含的RNA 和蛋白质不完全相同，但遗传物质相同，A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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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据图可知，网织红细胞已经不具有细胞核结构，不具有细胞的全能性，B 错误；

C、成熟红细胞衰老后，其细胞中没有细胞核，没有控制凋亡的基因，C 错误；

D、网织红细胞虽然没有细胞核，但有各种具膜细胞器，利用网织红细胞无法获得纯净的细胞膜，D 错

误。

故选 A。

10. 某同学用光学显微镜观察蚕豆根尖细胞分裂，其中一视野如图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图中所示细胞分裂的正确顺序为②①⑤③④

B. ⑤细胞中核 DNA 和染色体数量比是 2：1

C. ②细胞正发生中心体倍增并移向两极的过程

D. ④细胞中细胞板的出现与高尔基体有关

【答案】C

【解析】

【分析】图中①-⑤依次为有丝分裂前期、间期、后期、末期、中期。

【详解】A、图中①-⑤依次为有丝分裂前期、间期、后期、末期、中期，所以正确顺序应该为

②①⑤③④ ，A 正确；

B、⑤为有丝分裂中期，此时 1 条染色体含有 2 个 DNA 分子，细胞中核 DNA 和染色体数量比是 2：1，B

正确；

C、中心体倍增发生在间期，中心体移向两极发生在前期，C 错误；

D、④细胞中细胞板（最后发育为细胞壁）的出现与高尔基体有关，D 正确。

故选 C。

11. 下列有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叙述合理的是（　　）

A. 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也可能遵循自由组合定律

B. 孟德尔的遗传规律不适用于分析性染色体上基因的遗传

C. 基因的分离发生在配子形成的过程中，基因的自由组合发生在配子随机结合过程中

D. 等位基因的分离发生在减数分裂 I，非等位基因的自由组合发生在减数分裂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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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

【分析】分离定律是对一对相对性状适用，自由组合定律是对两对及两对以上的相对性状适用的。自由组

合定律是以分离定律为基础的，无论多少对相对独立的性状在一起遗传，再怎么组合都会先遵循分离定

律。

【详解】A、一对相对性状的遗传可能受到多对等位基因的控制，因此也可能遵循自由组合定律，A 正

确；

B、性染色体上基因也存在等位基因，同样适用于孟德尔的遗传规律，B 错误；

C、基因的分离和自由组合定律都发生在配子形成的过程中的减数分裂 I 过程中，C 错误；

D、等位基因的分离和非等位基因的自由组合都发生在减数分裂 I 过程中，D 错误。

故选 A。

12. 图 1 是某动物细胞分裂局部图，该动物的基因型为 AaXBXb，图 2 是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对数的数学

模型。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图 1 甲细胞分裂后形成的子细胞是次级卵母细胞和极体

B. 图 1乙细胞在图 2中对应的区段是 cd

C. 不考虑变异的情况下形成图 1 丙细胞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卵细胞的基因型是 aXB

D. 若某卵细胞内有 2 个 a 基因，应是初级卵母细胞减数分裂 I 后期同源染色体未分离所致

【答案】D

【解析】

【分析】题图分析，图 1 中细胞甲处于减数第一次分裂后期，且细胞质表现为不均等分裂，说明该细胞为

初级卵母细胞，乙细胞处于有丝分裂后期，丙细胞处于减数第二次分裂后期，由于细胞质均等分裂，因而

该细胞为第一极体，图 2 表示有丝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对数的变化。

【详解】A、图 1甲细胞中同源染色体彼此分离，且细胞质表现为不均等分裂，因此该细胞为初级卵母细

胞，其分裂后形成的子细胞是次级卵母细胞和第一极体，A 正确；

B、乙细胞有同源染色体，且着丝粒分裂，姐妹染色单体分离，处于有丝分裂后期，此时细胞中同源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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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对数由 m 变成了 2m，即对应图 2 中的 cd 段，B 正确；

C、图中丙细胞中不含同源染色体，且表现为均等分裂，其基因型为 AAXbXb，则与该细胞同时产生的次

级卵母细胞的基因型为 aaXBXB，随后次级卵母细胞经过减数第二次分裂后产生的卵细胞的基因型是 aXB，

C 正确；

D、若某卵细胞内有 2个 a 基因，应是次级卵母细胞减数分裂Ⅱ后期姐妹染色单体未分离所致，D 错误。

故选 D。

13. 镰状细胞贫血主要流行于非洲疟疾高发地区，是一种单基因遗传病，相关基因用 H 和 h 表示。杂合子

在氧含量正常情况下不表现出镰状细胞贫血的症状，并对疟疾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图 1 为镰状细胞贫血某

家族系谱图，对该家系中相应个体进行基因检测，将含有 H/h 基因的相关片段用一定方法分离形成条带，

结果如图 2。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镰状细胞贫血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B. 调查该病的发病率时需从人群中随机取样

C. 据图 1和图 2推测，基因 h 对应条带 2

D. 杂合子对疟疾的抵抗力说明基因对生物的生存是否有利，还取决于其生存环境

【答案】C

【解析】

【分析】分析系谱图：1号和 2号正常，但他们的女儿患病，即“无中生有为隐性，隐性看女病，女病男正

非伴性”，说明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分析表格：对 1-4号个体分别进行基因检测，1、2 均为杂合

子，3、4均为纯合子。

【详解】A、分析图 1可知，1号和 2号正常，但他们的女儿患病，即“无中生有为隐性，隐性看女病，

女病男正非伴性”，说明该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A 正确；

B、调查遗传病的发病率时需从人群中随机取样，B 正确；

C、4 号个体的基因型为 hh，在图 2中只有条带 1 一条条带，故基因 h 显示的条带为条带 1，C 错误；

D、题干“杂合子在氧含量正常情况下不表现出镰状细胞贫血的症状，并对疟疾具有较强的抵抗力”，说明

基因对生物的生存是否有利，还取决于其生存环境，D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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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选 C。

14. 鸡的羽毛性状有芦花斑纹、非芦花斑纹和白羽，芦花斑纹由 Z 染色体上的基因 B 控制，但羽毛的斑纹

显色必须要显性基因 C 的存在，基因型 cc 的个体为白色，一只基因型为 ccZbW 的白羽母鸡跟一只芦花公

鸡交配，F
1
都是芦花斑纹，让子代个体相互交配得 F

2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 亲代芦花公鸡的基因型为 CCZBZB

B. F
2
中白羽公鸡的基因型有 2种

C. 若 F
2
中所有的白羽母鸡都性反转为公鸡，则 F

2
中公鸡和母鸡之比为 2：1

D. 让非芦花公鸡和芦花母鸡交配，子代白羽鸡可能既有雌性又有雄性

【答案】C

【解析】

【分析】1、羽毛的显色需要显性基因 C 存在，且鸡的芦花斑纹由 Z 染色体上的基因 B 控制，则芦花公鸡

的基因型为 C_ZBZ-，其与一只基因型为 ccZbW 的白羽母鸡交配，子一代都是芦花斑纹 C_ZB_，说明这只

芦花公鸡的基因型为 CCZBZB，则子一代芦花鸡的基因型为 CcZBZb、CcZBW。

【详解】A、根据题意“羽毛的显色需要显性基因 C 存在，且鸡的芦花斑纹由 Z 染色体上的基因 B 控制”可

知，芦花公鸡的基因型为 C_ZBZ-，与 ccZbW 交配后代均为芦花斑纹 C_ZB_，因此亲本芦花公鸡为纯合

子，基因型为 CCZBZB，A 正确；

B、亲本基因型为 CCZBZB、ccZbW，子一代基因型为 CcZBZb、CcZBW，子二代白羽公鸡的基因型有

ccZBZb、ccZBZB，共 2种，B 正确；

C、子一代基因型为 CcZBZb、CcZBW，子二代所有白羽的母鸡基因型为 ccZBW、ccZbW，共占子二代比例

为 1/4×1/2=1/8，正常情况下子二代公鸡 母鸡=1∶1，若子二代所有的白羽母鸡都性反转为公鸡，则子二代公

鸡和母鸡之比为（1/2+1/8）∶（1/2－1/8）=5∶3，C 错误；

D、让非芦花公鸡（C-ZbZb）和芦花母鸡（C-ZBW）交配，由于基因型 cc 的个体为白色，因此子代白羽鸡

可能既有雌性（ccZW）又有雄性（ccZZ），D 正确。

故选 C。

15. 下图为 DNA 复制时，复制起点处解旋形成的复制泡的示意图，图中箭头表示子链延伸方向。细菌通

常只形成一个复制泡，而真核生物可形成多个复制泡。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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