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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安徽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纲要

生 物

一、编写说明

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考试纲要是依据教育部 2003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生物

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生物课标》）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省教育厅有

关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要求，结合我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教学实际制定的。

本纲要对 2017 年我省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考试的考试性质与目标、考试内容与

要求、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是 2017 年我省普通高中生物学

业水平考试命题的依据。

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考试面向全体学生，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

的需要，重点考查普通高中学生的生物科学素养。试题力图体现基础性、科学性、

探究性，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综合性，以科学的方式检测普通高中学生的学业

水平是否达到《生物课标》所规定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课程目标。

试题命制遵循以下原则：

1.基础性原则

试题重视考查考生对学科核心内容的理解，以及运用所学的知识和观点，通

过比较、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对某些生物学问题进行解释、推断、区分。注意在试

题的素材和内涵中体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考查，发挥试题的育人功能。

2．探究性原则

试题情境注重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关注生物科技的发展前沿，突出考查考生

科学探究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体现探究性和开放性，引导考生

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生物科技的发展。

3．科学性原则

试题内容科学、严谨，表述准确、规范，答案准确合理，不出偏题、怪题。

试卷结构合理，难度适当，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二、考试性质与目标

（一）考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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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生物学业水平考试是根据国家的要求，全面、准确地考查我省普通

高中学生生物课程学习水平的省级考试。考试结果既是评价普通高中学生在科学

领域的学习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基本依据之一，也是高校录取新生的参考依据之

一，同时还是评估普通高中教学质量、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

（二）考试目标

1．知识目标

根据《生物课标》中“课程目标”和“内容标准”的要求制定知识目标，从

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

了解（A）水平

知道所学知识的含义，能在试题所给予的相对简单的情境中识别和使用它们。

理解（B）水平

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能用文字、图表等多种表达

形式描述生物学方面的内容。能运用所学知识与观点，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等

方法对某些生物学问题进行解释、推理，做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

应用（C）水平

理论联系实际，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一些生

物学问题。

知识目标的三个层次水平的要求由低到高，每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都同时包

含较低层次的要求。

2．能力目标

（1）实验与探究能力

能独立完成知识内容表所列的生物实验，包括理解实验目的、原理、方法步

骤，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并能将这些实验涉及的方法和技能进行运用。能对实

验现象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具备验证简单生物学事实

的能力，并能对一些简单的实验方案做出恰当的评价。

（2）获取信息的能力

能从提供的材料中获取相关的生物学信息；并能运用这些信息，结合所学知

识和方法解决相关的生物学问题。关注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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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突出成就及热点问题。

《生物课标》中规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渗透到相关知识和实验中进行

考查。

三、考试内容与要求

生物学科的考试范围是《生物课标》的必修部分，包括“生物 1：分子与细胞”、

“生物 2：遗传与进化”、“生物 3：稳态与环境”三个模块。考试内容以知识内容

表形式呈现。

“生物 1：分子与细胞”

1．1 细胞的分子组成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概述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

（1）简述蛋白质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结构特点

（2）概述蛋白质的结构及其多样性的原因

（3）概述蛋白质的主要功能

√

√

√

简述核酸的结构和功能

（1）说出核酸的基本组成单位

（2）说出核酸的种类及在细胞中的分布

（3）简述核酸的功能

√

√

√

概述糖类的种类和作用 √

举例说出脂质的种类和作用 √

说明生物大分子以碳链为骨架

（1）说明每一个单体都以若干个相连的碳原子构成的碳链为基

本骨架

（2）举例说明生物大分子是由许多单体连接成的多聚体

√

√

简述水和无机盐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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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细胞的结构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概述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

（1）简述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

（2）概述细胞学说的基本内容

√

√

描述多种多样的细胞

（1）举例说出原核细胞的基本结构

（2）简述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结构的异同

√

√

简述细胞膜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1）简述细胞膜的主要成分

（2）简述细胞膜的结构模型

（3）简述细胞膜的主要功能

（4）举例说出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

（5）简述生物膜系统的功能

√

√

√

√

√

举例说出几种细胞器的结构和功能

（1）描述线粒体、叶绿体的结构和功能

（2）描述核糖体、高尔基体、内质网、溶酶体的功能

（3）举例说出细胞器之间的协调配合

√

√

√

阐明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 √

运用结构与功能观，举例说明细胞结构和功能相适应 √

1．3 细胞的代谢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说明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

（1）举例说出物质跨膜运输的方式

（2）概述被动运输与主动运输的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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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酶在细胞代谢中的作用

（1）概述细胞代谢的概念

（2）说出酶的化学本质

（3）概述酶的特性

（4）概述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5）阐明酶在细胞代谢中的作用

√

√

√

√

√

解释 ATP 在能量代谢中的作用

（1）简述 ATP 的化学组成和特点

（2）概述 ATP 与 ADP 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意义

（3）举例说明 ATP 的利用

√

√

√

说明细胞呼吸及其原理的应用

（1）概述细胞呼吸的概念

（2）概述有氧呼吸的基本过程

（3）描述无氧呼吸的基本过程

（4）比较有氧呼吸和无氧呼吸的异同

（5）概述细胞呼吸的意义

（6）举例说明细胞呼吸原理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

√

√

√

√

√

√

说明光合作用以及对它的认识过程

（1）简述人类对光合作用的探究历程

（2）描述叶绿体中色素的种类、作用

（3）概述光合作用的过程

（4）研究影响光合作用速率的环境因素

（5）举例说明光合作用原理在生产中的应用

√

√

√

√

√

1．4 细胞的增殖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简述细胞的生长和增殖的周期性

（1）描述细胞周期的概念

（2）简述细胞增殖的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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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

（1）概述细胞有丝分裂各时期的特点

（2）概述细胞有丝分裂的特征和意义

√

√

1．5 细胞的分化、衰老和凋亡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说明细胞的分化

（1）概述细胞分化的概念

（2）举例说明细胞分化的意义

√

√

举例说明细胞的全能性

（1）列举细胞全能性的实验证据

（2）概述细胞全能性的概念

（3）说明细胞具有全能性的原因

√

√

√

举例说出细胞衰老和凋亡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

简述细胞的癌变

描述癌细胞的主要特征

列举恶性肿瘤的防治方法

√

√

实验 要求

（1）检测生物组织中还原糖、脂肪和蛋白质

（2）用显微镜观察多种多样的细胞

（3）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和复原

（4）探究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5）叶绿体色素的提取和分离

（6）探究光照强度对光合作用强度的影响

（7）观察细胞的有丝分裂

掌握程度参考

本《纲要》中

的：“二、（二）

2．能力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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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2：遗传与进化”

2．1 遗传的基本规律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概述孟德尔遗传实验的科学方法

（1）列举用豌豆作杂交实验材料的优点

（2）简述豌豆杂交实验方法

（3）概述孟德尔对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4）概述孟德尔提出的假说

（5）说明孟德尔对假说的验证方法

√

√

√

√

√

阐明基因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

（1）说出一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现象

（2）解释分离现象

（3）说明对分离现象解释的验证方法

（4）概述分离规律的实质

（5）解释两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现象

（6）描述对自由组合现象解释的验证方法

（7）简述自由组合规律的实质

（8）举例说出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在实践中的应用

√

√

√

√

√

√

√

√

概述伴性遗传

（1）概述伴性遗传的概念

（2）概述 X染色体上隐性基因、显性基因遗传特点

（3）举例说明伴性遗传在实践中的应用

√

√

√

2．2 遗传的细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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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阐明细胞的减数分裂

（1）概述减数分裂的概念

（2）解释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数目和主要行为变化

（3）阐明减数分裂对于生物遗传和变异的重要作用

√

√

√

举例说明动物配子的形成过程

（1）描绘精子形成的过程

（2）说出卵细胞的形成过程

（3）比较精子与卵细胞的形成过程异同

√

√

√

描述动物受精作用的过程 √

2．3 遗传的分子基础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概述人类对遗传物质的探索过程

（1）说明基因位于染色体上的实验证据

（2）解释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

（3）解释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

（4）说明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物质是 DNA

（5）说出某些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RNA √

√

√

√

√

概述 DNA 分子结构的主要特点

（1）简述 DNA 分子的化学结构

（2）概述 DNA 分子双螺旋结构的特点

（3）说明 DNA 分子具有多样性、特异性的原因及意义

√

√

√

说明基因和遗传信息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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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DNA 分子的复制

（1）概述 DNA 分子复制的概念

（2）概述 DNA 分子复制过程、条件及特点

（3）概述 DNA 分子复制的意义

√

√

√

举例说明基因与性状的关系

（1）概述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

（2）概述中心法则的内容

（3）举例说明基因、蛋白质与性状的关系

√

√

√

2．4 生物的变异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举例说出基因重组的概念及其意义 √

举例说明基因突变的特征和原因

（1）举例说明基因突变的概念、特征、原因

（2）说明基因突变的意义

（3）举例说出诱变育种在生产中的应用 √

√

√

简述染色体结构变异和数目变异

（1）列举染色体结构变异类型

（2）简述染色体组的概念

（3）描述二倍体、多倍体、单倍体的概念

（4）描述多倍体产生的原因

（5）举例说出单倍体和多倍体在育种上的应用

√

√

√

√

√

简述基因工程

（1）简述基因工程最基本的工具

（2）描述基因工程操作的基本步骤

（3）列举基因工程的应用实例

（4）关注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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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人类遗传病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简述人类遗传病

（1）列出人类遗传病的类型

（2）简述人类遗传病的监测和预防方法

√

√

描述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目标、成果和意义 √

2．6 生物的进化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说明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1）说明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

（2）说明突变和基因重组产生进化的原材料

（3）举例说明自然选择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

（4）举例说明隔离与物种形成的关系

√

√

√

√

概述生物进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形成

（1）举例说明共同进化

（2）概述生物多样性的形成

（3）运用进化与适应观，解释生物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

√

√

实验 要求

（1）观察细胞的减数分裂

（2）调查常见的人类遗传病

掌握程度参考本

《纲要》中的：

“二、（二）2．能

力目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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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3：稳态与环境”

3．1 植物的激素调节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概述植物生长素的发现和作用

（1）概述生长素的发现过程

（2）概述生长素的生理作用

√

√

列举其他植物激素 √

举例说出植物激素的应用 √

3．2 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和调节过程

（1）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

（2）概述人体神经调节的结构基础

（3）举例说出神经系统的分级调节 √

√

√

说明神经冲动的产生和传导

（1）概述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产生和传导过程

（2）概述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过程和特点

√

√

概述人脑的高级功能 √

描述脊椎动物激素的调节

（1）简述激素调节的概念

（2）简述人体主要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的生理作用

（3）描述激素调节的特点

（4）举例说出脊椎动物激素在生产中的应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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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体的内环境与稳态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说明稳态的生理意义

（1）简述内环境的成分和理化性质

（2）概述稳态的概念及其调节机制

（3）举例说明稳态的生理意义

√

√

√

举例说明神经、体液调节在维持稳态中的作用

（1）举例说明神经调节在维持稳态中的作用

（2）举例说明体液调节在维持稳态中的作用

（3）举例说出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的关系 √

√

√

描述体温调节、水盐调节、血糖调节 √

概述人体免疫系统在维持稳态中的作用

（1）说出免疫系统的组成及主要功能

（2）概述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过程

（3）举例说出免疫功能异常引起的疾病

√

√

√

关注艾滋病的流行和预防

（1）描述艾滋病的病因

（2）简述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

√

3．4 种群和群落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列举种群的特征

（1）说出种群的概念

（2）简述种群的基本特征

（3）举例说出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

√

√

√

解释种群的数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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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释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和“S”型曲线

（2）举例说出种群数量的波动和下降 √

√

描述群落的结构特征

（1）简述群落的概念

（2）举例说出种间关系

（3）描述群落的空间结构

√

√

√

阐明群落的演替

（1）说出群落演替的类型

（2）概述不同类型的群落演替过程

（3）举例说出人类活动对群落演替的影响

√

√

√

3．5 生态系统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概述某一生态系统的结构

（1）举例说明生态系统的概念

（2）概述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

（3）举例说明食物链和食物网

√

√

√

概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

（1）简述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过程

（2）概述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

（3）总结生态系统碳循环的过程和特点

（4）说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之间的关系

√

√

√

√

举例说出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 √

阐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阐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2）举例说明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3）列举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措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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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生态环境的保护

知识内容
水平层次

A B C

简述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列举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

概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措施

（1）简述生物多样性的含义

（2）举例说明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3）概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措施

√

√

√

列举环境保护需要从我做起的方式方法 √

实验 要求

（1）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数量的动态变化

（2）设计并制作生态瓶

掌握程度参考本

《纲要》中的：

“二、（二）2．能

力目标（1）”

四、例证性试题

生物 1：分子与细胞

1．胰岛素和唾液淀粉酶都是蛋白质，但二者功能不同。下列关于其原因的叙

述错误．．的是（ ）

A．氨基酸的种类和数目不同 B．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不同

C．氨基酸的排列顺序不同 D．肽键的结构不同

【答案】D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理解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并运用所学知识与观

点，通过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某些生物学问题进行解释，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要求考生知道蛋白质结构多样性的原因，并运用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观点，解释

蛋白质功能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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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与细胞相关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原核细胞中只有 DNA，没有 RNA

B．酵母菌的细胞核内含有 DNA 和 RNA 两类核酸

C．原核细胞的能量来源于其线粒体有氧呼吸

D．蓝藻细胞在叶绿体中进行光合作用

【答案】B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

知识网络结构的能力。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都有 DNA 和 RNA 两类核酸，原核细胞

中没有线粒体和叶绿体等细胞器，考生可根据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结构和功能的

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3．某哺乳动物神经细胞内外的 K+和 Na+浓度见下表。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细胞内浓度（mmol·L-1） 细胞外浓度（mmol·L-1）

K+ 140.0 3.0

Na+ 18.0 145.0

A．Na
＋
流入是被动运输，排出是主动运输

B．Na
＋
流入是主动运输，排出是被动运输

C．Na
＋
流入和排出都是被动运输

D．Na
＋
流入和排出都是主动运输

【答案】A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从提供的材料中获取相关的生

物学信息，并运用所学知识，通过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某些生物学问题进行推理，

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要求考生从表中获取“Na
＋
流入是顺浓度梯度、Na

＋
排出是

逆浓度梯度”的信息，根据主动运输与被动运输的区别，判断 Na
＋
流入是被动运输，

排出是主动运输。

4．为了探究生长条件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某研究小组将某品种植物的盆

栽苗分成甲、乙两组，置于人工气候室中，甲组模拟自然光照，乙组提供低光照，

其他培养条件相同。培养较长一段时间（T）后，测定两组植株叶片随光照强度变

化的光合作用强度（即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吸收 CO2的量），光合作用强度随光照

强度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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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图判断，光照强度低于 a 时，影响甲组植物光合作用的限制因子

是 。

（2）b光照强度下，要使甲组的光合作用强度升高，可以考虑的措施是提高

（填“CO2浓度”或“O2浓度”）。

（3）播种乙组植株产生的种子，得到的盆栽苗按照甲组的条件培养 T时间后，

再测定植株叶片随光照强度变化的光合作用强度，得到的曲线与甲组的相同。根

据这一结果能够得到的初步结论是 。

【答案】（1）光照强度 （2）CO2浓度 （3）乙组光合作用强度与甲组的不

同，是由环境因素低光照引起的，而非遗传物质的改变造成的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从提供的材料中获取相关的生物学信息，运用所学知

识，通过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对某些生物学问题进行推理，做出合理的判断,以及解

决生产上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考查考生准确地描述生物学方面内容的能力。

考生能够运用所学的光合作用的有关知识，根据图中信息，可判断影响甲组

植物光合作用的限制因子是光照强度；并在题目所给情境中，解决“若要提高光

合作用强度，可以采取的措施是什么”这一生产上的实际问题。试题（3）要求考

生综合运用植物生理和遗传变异等知识，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引起光合

作用强度变化的关键因素。

5．下图是某同学在观察洋葱根尖细胞有丝分裂时拍摄的显微照片，下列叙述

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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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细胞中每条染色体的着丝点排列在细胞板上

B．c细胞中染色体被平均分配，移向细胞两极

C．c和 d细胞中的染色体数目相等，DNA 含量相同

D．统计图中处于分裂期的细胞数可计算细胞周期长短

【答案】B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细胞周期和有丝分裂各时期特征的理解。试题以洋

葱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的显微照片为情境，要求考生通过观察，获取图中染色体的

行为、数目变化等信息，判断 c 和 d 细胞分别处于中期、后期。在有丝分裂实验

中只统计细胞数目，只能得出分裂期细胞所占细胞周期的比例，并不能计算细胞

周期时间长短。

生物 2：遗传与进化

1．下面是某雄性动物生殖细胞形成过程中的部分时期细胞示意图，请回答问

题：

（1）图中属于初级精母细胞的是 。

（2）④中有 条染色体，此时期每条染色体中有 个 DNA 分子。

（3）图中不含同源染色体的细胞是 。

（4）按生殖细胞的形成过程，①～④的正确排序应为 。

【答案】（1）①和② （2）2 2 （3）③④ （4）②①④③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从提供的材料中获取相关的生物学信息，运用所学的

知识，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等方法进行推理，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要求考生

通过观察，获取图中染色体的行为、数目变化等信息，运用所学的减数分裂的有

关知识，通过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推理，判断图中所示细胞内染色体与 DNA 的

数量关系、生殖细胞的形成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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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关于探索 DNA 是遗传物质相关实验的叙述，正确的是（ ）

A．格里菲思实验中 R型肺炎双球菌转化为 S型是基因突变的结果

B．格里菲思实验证明了 DNA 是肺炎双球菌的遗传物质

C．赫尔希和蔡斯实验中用 32P 直接标记 T2噬菌体的 DNA

D．赫尔希和蔡斯实验证明了 DNA 是 T2噬菌体的遗传物质

【答案】D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能力。要求考生

理解科学家探索 DNA 是遗传物质的相关实验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释实验结果，

得出正确的结论。

3．下图是真核细胞中遗传信息表达过程的示意图。字母 A～D表示化学物质，

数字①、②表示过程。请回答问题：

（1）①所示过程以 分子的一条链为模

板，以四种 作为原料合成 B，催化此过程的酶

是 。

（2）②所示过程由[C] 识别 B 的序列，

并按 B 携带的信息控制合成具有一定 序列的

D。

【答案】（1）DNA（A） 核糖核苷酸 RNA 聚合酶 （2）转运 RNA（tRNA）

氨基酸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内在联系，形成知

识网络结构的能力。要求考生从提供的材料中获取有关的生物学信息，运用所学

的知识，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回答转录和翻译的模板、原料、过程和

产物等。

4．利用遗传变异的原理培育作物新品种，在现代农业生产上得到广泛应用。

请回答下面的问题：

（1）水稻的穗大（A）对穗小（a）显性。基因型为 Aa 的水稻自交，子一代

中，基因型为 的个体表现出穗小，应淘汰；基因型为 的个体表现出

穗大，需要进一步自交和选育。

（2）水稻的晚熟（B）对早熟（b）显性，请回答利用现有纯合子水稻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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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杂交育种方法培育纯合大穗早熟水稻新品种的问题。

①培育纯合大穗早熟水稻新品种，选择的亲本基因型分别是 和 。

两亲本杂交的目的是 。

②将 F1所结种子种下去，长出的水稻中表现为大穗早熟的概率是 ，在

这些大穗早熟植株中约有 是符合育种要求的。

【答案】（1）aa AA 和 Aa （2）①AABB aabb 将基因 A 和 b 集中到同一

个体 ②3/16 1/3

【说明】本题以遗传变异原理在育种上的应用为情境，考查考生对基因的分

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理解与应用。要求考生在题目所给情境中，能运用学过

的遗传的基本规律知识，解决“通过杂交育种的方法，培养符合生产要求的纯合

子新品种”这一生产上的实际问题。

杂交育种时，让具有不同优良性状的纯合亲本杂交，通过基因重组，将控制

优良性状基因 A 和 b 集中到同一个体上，并在 F2表现出来，从而可以选育出性状

表现符合需要的新品种。由于新品种的个体中既有纯合子，也有杂合子，需要不

断自交，选择淘汰，才能得到符合育种要求（纯合稳定遗传）的新品种。

5．科研人员以果蝇为实验材料进行遗传与进化方面的研究。研究中选择的果

蝇起始种群腹部刚毛数目分布，如图 1 所示。从果蝇起始种群开始分别进行了多

代选择：在每一代，研究者从种群中选出刚毛数目最少的 20%个体进行繁殖，多代

选择后形成少刚毛种群；在每一代，选择刚毛数目最多的 20%个体进行繁殖，多代

选择后形成多刚毛种群，如图 2所示。

（1）据图 2可知，经多代选择后，两个种群个体的刚毛数目平均值存在 。

（2）从生物进化实质的角度分析，上述变化是由于果蝇种群 改变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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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3）这一实验结果支持了现代生物进化理论中 的生物学观点。

【答案】（1）显著差异 （2）基因频率 （3）选择决定进化的方向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现代生物进化理论主要内容的理解。要求考生从提

供的材料中获取研究方法、步骤、结果等生物学信息，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等

方法进行解释和推理，得出“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自然选择

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结论。

生物 3：稳态与环境

1．为了探究生长素的作用，将去尖端的玉米胚芽鞘切段随机分成两组，实验

组胚芽鞘上端一侧放置含有适宜浓度 IAA 的琼脂块，对照组胚芽鞘上端同侧放置

不含 IAA 的琼脂块，两组胚芽鞘下段的琼脂块均不含 IAA。两组胚芽鞘在同样条件

下，在黑暗中放置一段时间后，对照组胚芽鞘无弯曲生长，实验组胚芽鞘发生弯

曲生长，如图所示。根据实验结果判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胚芽鞘 b侧的 IAA 含量与 b＇侧的相等

B．胚芽鞘 b侧与胚芽鞘 c侧的 IAA 含量不同

C．胚芽鞘 b＇侧细胞能运输 IAA 而 c＇侧细胞不能

D．琼脂块 d＇从 a＇中获得的 IAA 量小于 a＇的输

出量

【答案】D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探究实验现象和结果的分析和解释能力。要求考生

通过比较、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得出正确的结论。

2．下图表示当有神经冲动传到神经末梢时，神经递质从突触小泡内释放并作

用于突触后膜的机制，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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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神经递质存在于突触小泡内可避免被细胞内其他酶系破坏

B．神经冲动引起神经递质的释放，实现了由电信号向化学信号的转变

C．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引起突触后膜上相应的离子通道开放

D．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K+内流引发突触后膜的电位变化

【答案】D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通过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某些生物学

问题进行解释、推理，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要求考生从图中获取有关生物学的

信息，运用学过的兴奋在神经元之间的传递等知识，对神经递质的产生和释放等

过程进行解释，并对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后突触后膜上发生的变化进行推理，得

出正确的结论。

3．冬季长跑对强身健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下图是某高二学生运用所学的

知识绘制的人体调节过程示意图，以理解人体在运动中各项生理活动调节的知识，

请分析回答：

（1）运动前，运动员适当减少衣物，冷空气刺激冷觉感受器，产生的神经冲

动传到下丘脑的 中枢，通过神经分泌细胞分泌 激素，运输到垂体，促

进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最终使运动员产热量增加，抵御寒冷。

（2）运动过程中，运动员大量出汗，血浆渗透压升高，垂体释放的

激素促进肾小管、集合管重吸收水分，以维持血浆渗透压的相对稳定。

（3）运动时肌肉收缩消耗大量的能量，会导致运动员血糖浓度降低，这时胰

岛 A细胞分泌 的量增加，以维持血糖浓度的相对稳定。

【答案】（1）体温调节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 （2）抗利尿 （3）胰高血糖素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

知识的网络结构，并运用学过的知识，分析、解释某些生物学的问题的能力。要

求考生从图中获取相关的生物学信息，运用所学的人体的“下丘脑－垂体－内分

泌腺”的分级调节和反馈调节机制等知识，以及稳态与平衡观，对体温调节、血

糖调节、水平衡调节等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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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肝疫苗的有效成分是乙肝病毒的一种抗原。接种该疫苗后，人体会产生

相应抗体，该抗体（ ）

A．由 T淋巴细胞产生 B．可与多种抗原结合

C．可裂解乙肝病毒 D．可被蛋白酶水解

【答案】D

【说明】本题考查考生对特异性免疫的过程和规律的理解，要求考生在题目

创设预防接种的具体情境中，理解人体特异性免疫应答机制的要点，运用所学的

体液免疫过程和特点等知识，通过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抗体的产生、作用及其

特点等进行解释、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

5．图甲是某生物小组的同学根据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制作的生态瓶，在生态瓶

中配置了河水、河泥、水草、软体动物（植食性）、肉食性小鱼等生态系统的组成

成分。

（1）该生态瓶内的生物成分除了生产者、消费者外，还有河泥、河水中

的 。生态瓶应放置在光线良好之处，但要避免阳光直射，这不仅满足其对

光照的需求，还可以避免水温 而影响生态瓶中生物的正常生理活动。

（2）图乙为该生态系统的能量金字塔，请将题中所给的生物填写到对应的营

养级中。

（3）若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的传递效率是 10%，肉食性小鱼增加体重 0．02

千克，大约需要消耗水草 千克。

（4）在环境因素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30 天后发现生态瓶中水草的部分叶

片变黄了，鱼出现死亡，此现象说明该生态瓶较

湖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弱，其原因是 。

【答案】（1）分解者 升高 （2）如右图

（3）2 （4）营养结构简单，自我调节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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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本题涉及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稳定性等知识。要求考生理解

生态系统的结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稳定性等知识的要点，能用文字、图表

等表达形式准确地描述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规律。还要求考生运用所学的生态

系统稳定性等知识以及稳态与平衡观，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计算等方法，对

某些生物学问题进行解释、推理，得出正确的结论。

五、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时间及分值

科学基础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总分 150 分，其中生物

学科 50 分。

（二）试卷结构

1．考试内容及比例

生物学科考试内容包括必修的 3个模块，每个模块内容约占 1/3。

2．试题题型及分值

选择题………………………………………………………………60%

非选择题……………………………………………………………40%

3．试题难度及分布

较容易题…………………………………………………………约 70%

中等难度题………………………………………………………约 20%

较难题……………………………………………………………约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