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2025 学年度第一学期期中教学质量监测

七年级生物学试题

注意事项：

1．本试题分第Ⅰ卷和第Ⅱ卷两部分，共 8 页。考试时间 60 分钟。共 50 分。

2．答题前，考生务必先核对条形码上的姓名、准考证号和座号，然后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

签字笔将本人的姓名、准考证号和座号填写在答题卡相应位置。

3．答第Ⅰ卷时，必须使用 2B 铅笔填涂答题卡上相应题目的答案标号，如需改动，必须先用

橡皮擦干净，再改涂其它答案。

4．答第Ⅱ卷时，必须使用 0．5 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在答题卡上书写，务必在题号所指示的

答题区域内作答。

5．考试结束后，将答题卡交回。

第Ⅰ卷（选择题共 25 分）

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每小题 1 分，共 25 分）

1. 一场大雨过后，空气异常清新，菜地里爬出许多蚯蚓，几只鸭子忙着享受“美食”。以上没有体现的生物

特征是（　　）

A. 生物能进行呼吸

B. 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

C. 生物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D. 生物能排出体内产生的废物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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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都能遗传和变异。

大雨过后，土壤里缺水空气，菜地里爬出许多蚯蚓，说明生物的生活需要呼吸和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

几只鸭子忙着享受“美食”，说明生物需要营养。可见，没有体现的生物特征是“生物能排出体内产生的废

物”，故 D 符合题意，ABC 不符合题意。

故选 D。

2. 如下所采用的实例和研究方法对应正确的是（　　）

A. 隐蔽在树林中，用望远镜观察雌鸟育雏行为——实验法

B. 用放大镜了解菜豆种子的结构——实验法



C. 探究温度对黄粉虫生活的影响——观察法

D. 了解济宁市学校“五项管理”的落实情况——调查法

【答案】D

【解析】

【分析】科学探究常用的方法有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法、文献法和资料分析法等。

A．隐蔽在树林中，用望远镜观察母鸟育雏行为，没有改变鸟的生活环境，也没对鸟施加任何影响，属于观

察法，A 错误。

B．观察法是在自然状态下，研究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用自己的肉眼，也可以借助放大镜、显微镜等

仪器，或利用照相机、录像机、摄像机等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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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放大镜了解菜豆种子的结构观察法，B 错误。

C．实验法是在人为控制研究对象 条件下进行的观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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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探究温度对黄粉虫生活的影响，属于实验

法，C 错误。

D．调查法是科学探究常用的方法之一。调查时首先要明确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并制订合理的调查方案。

有时因为调查的范围很大，不可能逐一调查，就要选取一部分调查对象作为样本。调查过程中要如实记录。

对调查的结果要进行整理和分析，有时要用数学方法进行统计，所以了解济宁市学校“五项管理”的落实情况

属于调查法，D 正确。

故选 D。

3. 关于推理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推理主要有归纳和演绎两种形式

B. 我们不可以运用推理来解释一个现象或问题

C. 演绎是从许多相似的事物中找出共同点，总结出规律的思维方法

D. 归纳是从已知规律出发，分析出现的情况，进而得出新结论的思维方法

【答案】A

【解析】

【分析】推理法又叫逻辑推导方法，在掌握一定的事实数据和事物相关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逻辑

关系，进行顺次的、逐步的、合理的推演，最终获得新的结论的一种逻辑思维方法。推理是科学思维的方

法，推理主要有归纳和演绎两种形式。

（1）归纳法分为完全归纳法和不完全归纳法： ①不完全归纳法是以某类中的部分对象（分子或子类）具

有或不具有某一属性为前提，推出以该类对象全部具有或不具有该属性为结论的归纳推理。 ②完全归纳法

是以某类中每一对象（或子类）都具有或不具有某一属性为前提，推出以该类对象全部具有或不具有该属

的



性为结论的归纳推理。

（2）演绎法是从已知规律出发，分析出现的情况，进而得出新结论的思维方法。

A．根据分析可知，推理有归纳和演绎两种主要形式，A 正确。

B．通过推理，我们可以解释一个现象或问题，推理是理解和解释现象、解决问题的基本工具，B 正确。

C．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具体的推理方法，而不是从相似的事物中找出共同点，总结出规律的思维方法，C

错误。

D．归纳是从具体到一般的推理方法，从许多相似的事物中找出共同点，总结出规律的思维方法，D 错误。

故选 AB。

4. 如图为光学显微镜的 4 个镜头，若要在视野内看到的细胞最大，宜选用的镜头组合是（　　）

A. 甲和丁 B. 乙和丁 C. 甲和丙 D. 乙和丙

【答案】D

【解析】

【分析】图示甲乙为目镜、丙丁为物镜，根据“物镜倍数越高，镜头越长，目镜倍数越高，镜头越短”可知：

放大倍数大的是乙、丙组合。

甲乙一端无螺纹为目镜，丙丁有螺纹为物镜。显微镜的放大倍数=物镜倍数×目镜倍数。物镜倍数越高，镜

头越长；目镜倍数越高，镜头越短；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越大，看到的细胞数目越少，细胞的体积越大。若

要在视野内看到的细胞最大，应选用放大倍数大的目镜和物镜，即长物镜丙和短目镜乙，故 ABC 错误，D

正确。

故选 D。

5. 显微镜是生物学中最为重要的观察工具之一。如图是普通光学显微镜的结构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 转动 8 使镜筒下降时，眼睛应注视 1

B. 光线太暗时，应选用 7 的凹面镜对光

C. 对光完成的标志是看到一个明亮的圆形视野

D. 为使视野中物像变大，可通过转动 3 换用高倍物镜

【答案】A

【解析】

【分析】图可知，1 目镜，2 镜筒，3 转换器，4 物镜，5 载物台，6 遮光器，7 反光镜，8 粗准焦螺旋，9 细

准焦螺旋，10 镜臂，11 镜柱，12 镜座。

A．转动 8 粗准焦螺旋使镜筒下降下时眼睛应注视 3 物镜，以免镜头压坏玻片并划伤镜头，A 错误。

B．光线太暗时，应选用平面镜和凹面镜对光，凹面镜能够聚光，适合光线较暗时使用，所以应选用 7 的凹

面镜对光，B 正确。

C．对光完成的标志是看到一个明亮的圆形视野，C 正确。

D．为使视野中物像变大，可以通过转动①转换器换用高倍物镜，看到的细胞体积增大，数目减少，D 正确。

故选 A。

6. 下列操作中，会影响视野亮度的是（　　）

A. 反光镜 B. 压片夹 C. 粗准焦螺旋 D. 细准焦螺旋

【答案】A

【解析】

【分析】显微镜的结构中，会影响视野亮度的是遮光器和反光镜。遮光器上有大小光圈，大光圈能使更多

的光线进入，故当外界光线较强时用小光圈，当外界光线较弱时用大光圈；反光镜有两个面，平面镜和凹

面镜，凹面镜能够聚光，可以使视野变亮，故当外界光线较强时用平面镜，当外界光线较弱时用凹面镜。

所以，当光线亮时，用平面镜、小光圈；当光线暗时，用凹面镜、大光圈。

A．反光镜能使光线通过通光孔反射到镜筒内，反光镜有两个面，平面镜和凹面镜，凹面镜能够聚光，可以



使视野变亮，当外界光线较强时用平面镜，当外界光线较弱时用凹面镜，可见会影响视野亮度的是反光镜，

A 正确。

B．压片夹是固定玻片的结构，B 错误。

C．粗准焦螺旋能使镜筒上升或下降，不能调亮视野，C 错误。

D．细准焦螺旋能使镜筒小幅度上升或下降，使物像更清晰，不能调亮视野，D 错误。

故选 A。

7.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物学中常用的观察工具是显微镜，下列关于光学显微镜叙述正确的是

（　　）

A. 显微镜下看到的物像是实物的倒像，放大物像的结构是目镜和物镜

B. 若高倍镜下物像不清晰，可换用反光镜的凹面镜或使用更大的光圈

C. 向左上方移动装片，能把视野中偏右上方的物像移到视野中央

D. 移动目镜时，若视野中的污点不动，则该污点可能在目镜上

【答案】A

【解析】

【分析】显微镜的使用步骤：取镜安放、对光、放片、调焦、观察、整理存放，解答即可。

A．显微镜下看到的物像是实物的倒像，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物镜放大倍数和目镜放大倍数的乘积，A 正确。

B．高倍镜下图像不清晰，可小幅度的调节细准焦螺旋，能调出更加清晰的物像；换用反光镜的凹面镜或使

用更大的光圈，会使视野变亮，B 错误。

C．显微镜呈倒像，标本移动的方向正好与物像移动的方向相反，向左上方移动装片，能把视野中偏左上方

的图像移到视野中央，C 错误。

D．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时，视野中出现了污点，污点的位置只有三种可能：目镜、物镜或玻片标本，判断的

方法是转动目镜或移动玻片。转动目镜污点动就在目镜，不动就不在目镜；移动玻片，污点移动就在玻片，

不动就不在玻片；如果不在目镜和玻片，那就一定在物镜上，D 错误。

故选 A。

8. 下列关于制作并观察人体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不用漱口，可直接用消毒牙签在口腔侧壁刮取

B. 滴生理盐水的目的是维持细胞的正常形态

C. 显微镜对光时，应选择低倍物镜和较大的光圈

D. 换用高倍物镜观察时，看到的细胞更大更少

【答案】A

【解析】



【分析】1．制作人的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的步骤简要的概括为：擦、滴、刮、涂、盖、染、吸。

2．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目镜和物镜放大倍数的乘积。观察同一玻片的同一部位：低倍镜下物镜距离玻片标

本的距离远，看到的视野范围大、视野亮，细胞小、细胞数量多；高倍镜下物镜距离玻片标本的距离近，

看到的视野范围小、视野暗，细胞大、细胞数量少。

A．不用漱口，直接用消毒牙签在口腔内侧壁刮取，这样会有杂质，影响观察效果，A 错误。

B．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口腔上皮细胞如果放在清水中会吸水涨破，因此为了维持口腔上皮细胞的正常形

态，需在载玻片中央滴一滴生理盐水，B 正确。

C．显微镜对光时，应选择低倍物镜和较大的光圈，这样视野亮，易找到物像，C 正确。

D．显微镜放大倍数越大观察到细胞体积越大，数目越少。因此，换用高倍镜观察时，看到的细胞更大、更

少，D 正确。

故选 A。

9. 如图为洋葱叶片细胞和人体口腔上皮细胞结构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 洋葱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是⑦

B. 二者都有的结构是②④⑥⑦

C. 切洋葱时闻到的具有辛辣气味的物质主要存在于结构④中

D. 甲可以表示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因为它有细胞壁、液泡、叶绿体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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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植物细胞内有叶绿体，叶绿体是光合作用进行的场所，但是根尖等细胞内没有叶绿体，所以洋葱叶片进

行光合作用的场所是③叶绿体，⑦是线粒体，呼吸作用进行的场所，A 错误。

B．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包括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组成，细胞质内有液泡、叶绿体、线粒体

等；动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包括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组成，细胞质内有线粒体等。分析可知，二者都

有的结构是，②细胞膜，④细胞核，⑥细胞质，⑦线粒体，B 正确。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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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洋葱时闻到的具有辛辣气味的物质主要存在于结构⑤液泡中，④细胞核，生命活动的控制

中心，C 错误。

D．甲不可以表示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表皮细胞有细胞壁和液泡，但是没有叶绿体，D 错误。

故选 B。

10. 细胞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 细胞分裂产生的两个新细胞的染色体形态和数目不相同

B. 细胞膜控制物质的进出

C. 细胞的生活不需要物质和能量

D. 动植物细胞的遗传物质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

【答案】B

【解析】

【分析】（1）细胞分裂使细胞数目增加。

（2）动植物细胞共同的结构包括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等。

A．细胞核分裂时，染色体的变化是明显，染色体的数量在细胞分裂时已经加倍，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

体分成完全相同的两份，分别进入两个新细胞中。两个新细胞的染色体形态和数目相同，新细胞和原细胞

所含有的遗传物质是一样，A 错误。

B．细胞膜除了起着保护细胞内部的作用以外，还具有控制物质进出细胞的作用，使有害物质不能轻易进入，

有用的物质不能随意渗出，B 正确。

C．细胞的生命活动需要物质和能量，线粒体是呼吸的场所，为细胞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C 错误。

D．动植物细胞的遗传物质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细胞核中含有遗传物质，是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D 错误。

故选 B。

11. 航天员在“天宫课堂”中向同学们展示了奇妙的心肌细胞跳动的现象，心肌细胞完成跳动所需要的能量

主要来自（　　）

A. 液泡 B. 细胞核 C. 线粒体 D. 叶绿体

【答案】C

【解析】

【分析】人体细胞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等组成。

A．植物细胞的细胞质有液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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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细胞内没有液泡，A 不符合题意。

B．细胞核内含有遗传物质，是遗传物质的控制中心，控制着生物的发育和遗传，B 不符合题意。

C．线粒体能将细胞中的有机物在氧的参与下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同时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释放出来，供



细胞利用。 线粒体是广泛存在于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中的细胞器，是细胞进行呼吸产生能量的主要场所。

航天员在“天宫课堂”中向同学们展示了奇妙的心肌细胞跳动的现象，心肌细胞完成跳动所需要的能量主要来

自线粒体，C 符合题意。

D．叶绿体中的叶绿素能吸收光能，将光能转变为化学能，储存在它所制造的有机物中；叶绿体是绿色植物

细胞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能量转换器，是植物细胞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D 不符合题意。

故选 C。

12. 如下图所示生物体结构，说法正确的是（　　）

A. 甲图中的①③⑤是植物细胞具有而动物细胞没有的结构

B. 乙图中的衣藻既是多细胞，也是一个植物体

C. 丙图中的叶片的上、下表层分布的是薄壁组织

D. 丙图和丁图中的生物虽然不同，但它们的结构层次是相同的

【答案】A

【解析】

【分析】观图可知：图甲表示植物细胞，①细胞壁、②细胞膜、③液泡、④细胞核、⑤叶绿体、⑥细胞

质，乙图是单细胞植物衣藻，丙是植物体，丁是人体，解答即可。

A．植物细胞具有细胞壁、叶绿体和液泡，动物细胞不具有细胞壁、液泡、叶绿体。所以甲图中的①③⑤

是植物细胞具有而动物细胞没有的结构，A 正确。

B．乙图中 衣藻是单细胞生物体，B 错误。

C．丙图中的植物体，在其叶片的上、下表层分布的表皮细胞具有保护叶片内部的功能，属于保护组织，C

错误。

D．丁图表示人体，在结构层次上动物体具有系统，植物体没有，所以丙图和丁图代表的生物体的结构层次

是不相同的，D 错误。

故选 A。

13. 太阳鸟被誉为“东方的蜂鸟”，太阳花是一种绿色开花植物。下列关于二者的叙述，错误的是（　　）

的



A. 它们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都是细胞

B. 太阳花比太阳鸟少了系统这一结构层次

C. 太阳花的叶肉属于薄壁组织，太阳鸟的口腔上皮属于保护组织

D. 太阳花的根部细胞与太阳鸟的骨骼肌细胞共有的能量转换器是线粒体

【答案】C

【解析】

【分析】植物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个体；动物体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

体。

A．除病毒外，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太阳鸟与太阳花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都是细胞，A

正确。

B．太阳鸟是动物，结构层次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太阳鸟；太阳花是植物，结构层次是细胞→组织

→器官→太阳花，太阳花比太阳鸟少了系统这一结构层次，B 正确。

C．植物的组织主要有：保护组织、营养组织、分生组织、输导组织，机械组织等。它们分布在不同的部位、

各有一定的特点和功能。动物的组织主要有：上皮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结缔组织等。它们分布在

不同的部位、各有一定的特点和功能。太阳花的叶肉属于薄壁组织，太阳鸟的口腔上皮属于上皮组织，C

错误。

D．线粒体是呼吸作用的主要场所，也是动植物细胞都具有的能量转换器。根冠细胞属于植物细胞、骨骼肌

细胞属于动物细胞，它们共有的能量转换器是线粒体，D 正确。

故选 C。

14. 荷叶翠色欲滴，藕洁白如玉，其叶中的叶肉细胞与藕中的筛管细胞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有显著差异，

这主要是生物个体发育过程中下列哪种作用的结果（　）

A. 细胞分裂 B. 细胞生长 C. 细胞分化 D. 细胞吸收物质

【答案】C

【解析】

【分析】细胞分裂使细胞数量增多；细胞分化是细胞在形态、结构、功能上发生差异的过程，细胞分化的

结果是形成组织。

A．细胞分裂使细胞数量增多，新细胞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和原来的细胞完全相同，A 不符合题意。

B．细胞生长主要是指细胞体积的增大，B 不符合题意。

CD．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一个或一种细胞通过分裂产生的后代，在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上发生差异性的

变化，这个过程叫做细胞的分化；荷叶中的叶肉细胞与藕中的筛管细胞在形态、结构和功能上有显著差异，

是细胞分化的结果，不是细胞吸收物质，C 符合题意，D 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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