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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平谷初一（上）期末 

生    物 

2021. 1 

注

意

事

项 

1. 本试卷共 8 页, 包括两部分, 32 道小题。 满分 70 分。 考试时间 70 分钟。  

2. 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准确填写学校名称、 班级、 姓名和考号。 

3. 试题答案一律填涂或书写在答题卡上, 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4. 在答题卡上, 选择题用 2B 铅笔作答, 其他试题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作答。  

5. 考试结束, 请将答题卡交回。 

第一部分  选择题 (共 25 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每小题 1 分。  

1. 下列常见的植物中, 属于草本的是 

A. 小麦  B. 柳树  C. 月季  D. 葡萄 

2. 胡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乔木树种, 沿沙漠河流分布。 当地下水距地表小于 4 米时, 胡杨可以正常生长, 但

大于 9 米时会死亡。 这表明影响胡杨生长的非生物因素主要是  

A. 水分   B. 光照   C. 温度   D. 土壤 

3. 下列生物中, 属于单细胞生物的是 

 

A. 草履虫   B. 金鱼   C. 蚯蚓   D. 鹰 

4. 低温冻害会严重影响冬小麦细胞控制物质进出的能力, 导致植物死亡。 冻害受损的细胞结构主要是 

A. 细胞壁   B. 细胞膜  C. 细胞质  D. 细胞核 

5. 下列选项能够体现非生物环境对生物影响的是  

A. 一山不容二虎 

B.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C. 雨露滋润禾苗壮 

D.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6. 下列关于生物圈的叙述, 不正确的是  

A. 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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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生物圈是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活环境的总和  

C. 生物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D. 地球上有比生物圈更好的家园 

7. 为了探究 “ 湿度对粘虫幼虫取食的影响” , 某生物小组进行了如下设计, 你认为需要修 改的内容是 

组别 粘虫数量 光照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 ) 

甲 60 只 晴朗的白天 适宜 30 

乙 60 只 阴天 适宜 45 

丙 60 只 夜间 适宜 60 

A. 粘虫的数量   B. 光照条件   C. 温度    D. 相对湿度  

8. “ 海水稻” 是耐盐碱水稻的俗称, “ 海水稻” 能在海边滩涂生长, 可推测它 

A. 细胞液浓度大于盐碱地土壤溶液浓度, 能够吸水  

B. 细胞壁能阻止盐分进入细胞 

C. 细胞液浓度小于盐碱地土壤溶液浓度, 能够吸水  

D. 细胞液浓度大于盐碱地土壤溶液浓度, 能够失水 

9. 树叶多正面绿色深, 落叶后背面朝上, 显微观察叶的横切片发现是因为  

A. 靠近上表皮的海绵组织细胞呈圆形, 排列疏松, 含叶绿体较多 

B. 靠近上表皮的栅栏组织细胞呈圆柱状, 排列紧密, 含叶绿体较多 

C. 靠近下表皮的栅栏组织细胞呈不规则状, 排列疏松, 含叶绿体较少  

D. 靠近下表皮的海绵组织细胞呈方形, 排列紧密, 含叶绿体较少 

10. 2021 年世界休闲大会将在平谷举办, 我区加强了绿化建设, 为确保树木的移植成活 率, 下列措施中不合理的是 

A. 移栽树木时去掉一部分枝叶 

B. 在炎热夏天的正午移栽 

C. 避免伤及树木的根和根毛  

D. 在傍晚或阴天时移栽 

11. 公园内, 总有人把铁丝拴在小树上荡秋千, 使得小树基部的树皮被剥去了一圈, 一段 时间后死亡了。 这是因为 

A. 切断了导管, 根部缺少无机盐   B. 切断了导管, 根部缺少有机物  

C. 切断了筛管, 根部缺少无机盐   D. 切断了筛管, 根部缺少有机物 

12. 动物细胞分裂过程如图所示, 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3 / 12 

 

A. 细胞质先分裂、 细胞核再分裂 

B. 分裂形成的两个新细胞与原细胞染色体数目相同  

C. 两个新细胞的形态、 结构和功能各不相同 

D. 所有的动物细胞都能够完成如图所示的分裂过程 

13. 如图为 “ 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的探究实验。 下列叙述错误 

 

A. ①中处理的目的是消耗植物体内原有的有机物  

B. 在光照条件下, ②中可形成对照关系 

C. ③中酒精处理叶片的目的是进行消毒 

D. ④中叶片见光部分遇到碘液变成蓝色 

14. 小红参加植物栽培大赛, 种植了一盆蛋茄 ( 如右图) , 由 于她每天大量浇水, 致使根腐烂死亡。 分析原因最可能

是 

 

A. 水分过多, 根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B. 水分过多, 根无法进行呼吸作用  

C. 水分过多, 使细菌大量繁殖  D. 根吸收的水分过多, 无法吸收无机盐 

15.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吃到酸甜可口的草莓, 利用温室栽培草莓时, 下列措施不能提高产量的是 

A. 尽量增大温室内的昼夜温差   B. 向温室内定期通入适量的二氧化碳  

C. 选择具有强抗病性的种子   D. 适当提高氧气浓度 

16. 下列能使脂肪变成脂肪微粒, 且不含消化酶的消化液是 

A. 唾液   B. 胆汁    C. 胰液    D. 胃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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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每人每天都需要摄入一定量的水、 无机盐、 糖类、 脂肪、 蛋白质、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关于这些营养物质的

叙述, 不正确的是 

A. 水是构成细胞的主要成分   B. 蛋白质是建造和修复细胞的重要原料 

C. 儿童时期缺钙易患佝偻病   D. 维生素种类多, 作用大, 需要量也很大  

18. 呼吸道能对吸入的空气进行处理, 呼吸道不具备的功能是 

A. 气体交换  B. 清洁   C. 温暖   D. 湿润  

19. 与流入小肠的血液相比, 流出的血液最大的成分变化是 

A. 氧的含量多了    B. 二氧化碳的含量少了  

C. 营养物质多了    D. 营养物质少了 

20. 关于人体成熟的红细胞,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 含血红蛋白, 有运输氧气的功能 

B. 无细胞核, 可容纳更多的血红蛋白 

C. 能进行细胞分裂, 维持数量稳定 

D. 呈两面凹的圆饼状, 利于携带更多的气体 

21. 箭头下方的血管能表示动脉的是 ( 表示血流方向) 

 

22. 下列关于人体血管的叙述, 不正确的是 

A. 动脉管壁厚, 弹性大, 管内血流速度快 

B. 静脉管壁薄, 弹性小, 管内血流速度较慢 

C. 四肢的静脉管腔内有静脉瓣, 可以防止血液倒流 

D. 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方向是: 动脉→静脉→毛细血管 

23. 2020 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 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很大不便, 下列哪种生物是引 起新冠肺炎的原因 

A. 病毒   B. 细菌    C. 真菌    D. 寄生虫  

24. 人的肺泡外缠绕着毛细血管网, 肺泡壁和毛细血管壁都很薄, 这有利于 

A. 气体在血液中运输    B. 血液与肺泡间的气体交换  

C. 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    D. 细胞间的气体交换 

25. 肺泡中的氧气进入肺泡周围毛细血管的血液中, 至少通过的细胞层数是  

A. 1 层   B. 2 层    C. 3 层    D.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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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共 45 分) 

26. (7 分) 平谷是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 22 万亩大桃堪称世界最大的桃园, 每年四月中 旬, 一年一度的桃花节吸引了

八方游客。 

 

(1) 大桃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是__________, 对大桃果实的不同部位进行显微观察, 可看到上图所示物像, 欲使

视野中观察到的细胞物像最大, 应选用图三中的镜头 组合为__________; 根据细胞的形态结构和排列方式可

以推测, 图__________是表皮 细胞, 构成__________组织。 

(2) 大桃果实具有的酸甜口感源于其中含有糖类、 有机酸等成分, 这些有机物主要储 存在图__________所示果

肉细胞的液泡中, 由此可知果肉属于营养组织。 

(3) 大桃果实自身不能制造有机物, 其中的有机营养是由桃叶合成, 通过叶、 茎中的 __________组织运输而来

的。 

(4) 大桃的果实、 叶和茎都是由多种组织按照一定次序构成的, 从植物体结构层次上 看, 属于 __________水平。 

它们之间分工协作, 共同构成了大桃植株。 

27. (6 分) 平谷区三面环山, 日照充分, 地下水资源丰富, 植被茂盛。 

(1) 平谷富饶的黄土地, 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多种__________ ( 有机物 / 无机盐) , 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吸收这种

物质的结构主要是在根尖的 __________区。 

(2) 在探究植物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的活动中, 某同学设计了以下探究方案, 请你用所学的知识进行

分析: 

 

①如图甲, 将植物罩上透明塑料袋, 放在光下 3 ~ 4 小时后, 可发现塑料袋内壁 有水珠出现, 说明此时植物进行了  

__________作用; 将塑料袋中气体通过①号试 管收集后取出试管, 将带火星的小木条伸入试管内, 发现木条

复燃, 由此得出 结论, 试管内含有较多的__________ 气体。 

②将乙装置放在暗处 3 ~ 4 小时, 排出塑料袋中气体, 可观察到②号试管里澄清 的石灰水变浑浊, 证明产生的气

体主要是__________ 。 

③通过分析以上实验现象, 你认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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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白天, 植物只进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 晚上进行呼吸作用 

B. 在白天, 植物的呼吸作用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气 

C. 在白天, 植物的呼吸作用微弱或没有呼吸作用 

D. 阳光充足时,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同时进行, 光合作用旺盛, 呼吸作用显示不出来 

28. (7 分) 人体从外界获得的现成有机物, 必须经过氧化分解才能释放出其蕴含的为生命活动提供的能量。 氧化分

解的过程需要氧气, 同时还会产生二氧化碳。 它们从哪里来, 又往哪里去呢? 如图表示人在吸气、 呼气时, 胸廓

上下径、 膈、 肺的变化, 依图回答下 列问题: 

 

(1) 图二中, 2 模拟的是__________ , 4 模拟的是 __________。 

(2) 在做胸部的 X 光检查过程中, 医生要求你深吸一口气, 此时肋骨间的肌肉和膈肌__________ ( 收缩、 舒张) , 

使胸廓的横径和纵径都增大, 胸腔的容积也扩大, 外 界气体通过 __________进入肺内, 图__________ 表示该过

程。 

(3) 气体进入肺泡后, 与肺泡周围毛细血管间进行气体交换, 此过程是通过 __________实现的, 流经肺部的毛细血

管后, 血液变成了含氧多的 __________。 

29. (6 分) 为了解北京市初中生的营养状况, 研究人员调查了北京市 15 所学校的 1576 名 初中学生每日能量及营养

素摄入量, 并与 《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日参考摄入量表》 进 行比对分析, 结果见下表。 

营养素 与能量 男生 女生 

实际 摄入量 实际摄入量占 推荐

摄入量比例 / % 

实际 摄入量 

 

实际摄入量占 推荐

摄入量比例 / % 

能量 / kcal 1723. 51 68. 94 1396. 33 69. 81 

蛋白质 / g 69. 35 92. 47 51. 92 86. 53 

钙 / mg 643. 64 64. 36 562. 99 56. 30 

钠 / mg 2217. 15 138. 57 1856. 70 116. 04 

(注: 实际摄入量占推荐摄入量比例为 80% ~ 100% 时, 属于营养素摄入充足; 若为 60% ~ 80% 时, 属于营养素摄

入不足; 低于 60% 时, 属于营养素摄入严重不足。) 

(1) 研究人员采用的研究方法为_________法。 

(2 ) 表 中 结 果 显 示, 女 生 每 日 实 际 摄 入 的 钙 量 比 男 生_________, 且从实际摄入量占推荐摄入量比例分



 7 / 12 

析, 女 生已经属于钙类营养素摄入量_________的范围。 钙是人 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成分, 缺钙易患佝

偻病, 因此 建议初中生应适量增加钙的摄入。 

 

(3) 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右图表示人体消化系统 组成示意图, 其中参与蛋白质消化的场所有_________ 

( 填图中序号) 。 在消化酶的作用下, 蛋白质最终被分解 成 _________后被机体吸收利用。 建议初中生可每

天通过 食用_________ ( 选填序号) 来补充蛋白质。 

A. 牛奶   B. 苹果    C. 米饭    D. 番茄  

30. (7 分) 对小型哺乳动物来说,食物的获取和有效利用是它们 生存和繁殖的关键。 作为食物 消化吸收的场所, 消化

道的形 态结构直接影响食物的消化吸 收效率。研究人员在贺兰山西坡不 同生态类型中布设样方, 以社 鼠、 大

林姬鼠、 子午沙鼠和阿 拉善黄鼠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 了四种啮齿动物消化道不同器官的长度的特点, 结果如下: 

 

(1) 从图中可知, 四种老鼠最长的消化器官都是___________ , 其是食物 ___________的主要 场所。 根据消化道

的长度推测, 四种老鼠中占相对优势的种类为 ___________鼠。 

(2) 社鼠与大林姬鼠多生活在灌丛和林缘处, 二者的营养方式均为 ___________。 据观察 发现, 它们存在共用同

类型洞穴的情况, 对于社鼠来说, 大林姬鼠是影响它生存 的 ___________。 

(3) 社鼠是杂食性生物, 喜食各种坚果、 树叶 或少量昆虫。 研究人员发现, 季节不同, 社鼠消化道的长度也不同, 

右图描述的是 在春、 夏、 秋、 冬四个季节雄性社鼠消化 道长度的变化情况, 说明消化道长度与温 度和食

性密切相关。 在___________  ( 季节名 称) , 气候适宜, 社鼠的食物也最为充足, 消化道最短。 而当低温和高

纤维食物共同 作用时, 社鼠需要大量进食以满足能量的 需求, 其消化道的长度显著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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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6 分) 外界物质进入血液, 再被血液运输到达各处的组织细胞, 都离不开物质交换。 (1) 全身各组织处遍布着丰富

的毛细血管, 如图 1 所示, 这些毛细血管为物质交换提供了结构基础。 

 

①氧气从外界进入肺, 然后经过图 1 中的 ___________( 填字母) 过程进入血液; 血液的主要成分是水, 而氧气难

溶于水, 血液中的红细胞富含血红蛋白, 血红蛋 白具有在含氧量高的地方与氧结合, 在含氧量低的地方与氧分

离的特点, 从而 具有运输氧气的功能。 

②食物经过消化转变成小分子营养物质, 经过图 1 中的  ___________ ( 填字母) 过程 被血液吸收。 

③营养物质和氧气被运输给组织细胞后, 细胞结构中的  ___________以这些物质为原 料进行呼吸作用, 释放出能

量。 

(2) 图 2 为人体血液循环模式图。 

 

①心脏是血液运输的动力器官, 主要由心肌构成。 在心脏的四个腔中, 与 C 相连的血管名称 是___________ , 里

边流动着___________ ( 动脉 / 静 脉) 血。 

②小铭因手臂细菌感染服用的抗生素, 通过血液 循环到达手臂感染处, ___________ ( 是 / 否) 需 要经过肺部。 

32. (6 分) 阅读科普短文, 回答问题。 

口腔里的细菌就像肠道里的细菌一样, 分为有害细菌和有益细菌, 二者相互抗衡。 当口腔里的有害菌增多时, 

菌群失调, 则口腔就容易生病。 我们口腔里的有害细菌如变异链球菌可能会导致龋齿 (蛀牙) 的产生, 它们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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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表面形成牙斑, 利用食物残渣分解产生酸, 慢慢酸蚀牙齿, 让牙齿长洞并慢慢变 大。 所以, 提倡每天清洁口

腔的目的就是清除食物残渣, 防止其被有害细菌利用而滋 生, 从而减少有害细菌的繁殖, 保持细菌菌群平衡, 保护

口腔健康。 

青少年患龋齿后引起牙齿疼痛, 影响食欲、 咀嚼和消化功能, 对生长发育造成不 利影响。 同时还影响学习和

生活作息, 也影响美观和正确发音。 龋齿如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因细菌的侵入继发牙髓炎、 齿槽脓肿、 颌骨骨

髓炎等口腔疾病。 侵蚀的牙齿作 为各种细菌的藏匿地。 还可以通过变态反应等方式, 诱发诸如风湿性关节炎、 

心脏 病、 肾炎、 心内膜炎等全身性疾患。 

虽然有害细菌非常可怕, 但是也不必过于恐慌, 我们的口腔里面还有有益细菌, 可以帮助我们抗衡有害细菌。 

(1) 引起龋齿的变异链球菌是单细胞生物, 个体微小, 需要借助 ___________才能观察。  

(2) 细菌在引起龋齿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  ___________。 

A. 细菌生成釉层 B. 细菌生成糖 C. 细菌生成矿物质 D. 细菌生成酸 

(3) 18 世纪食糖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龋齿成 为影响人们健康的一个普遍问题, 右图展示 了不同国家食糖消

费量和龋齿数量间的关 系, 一个圆点代表一个国家。 以下描述符合 图中所给数据的是  ___________。 

 

A. 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的公民更勤于刷牙  

B. 糖吃得越多, 产生龋齿的可能性越大 

C. 近年在一些国家龋齿患者比例有所上升  

D. 近年在一些国家食糖消费量有所上升 

(4) 研究人员发现, 唾液的分泌量和龋患的发生率也有很大关系, 口腔干燥综合征患 者的龋病发病率远远高出正

常人群龋病的发病率。 唾液是由 _________分泌的一种 消化液。 唾液分泌正常的人, 能够将滞留在口腔中

的  _________进行初步消化, 减 少细菌的营养来源; 唾液中还含有溶菌酶, 能直接杀死一些细菌, 这是对人体

的 一种自我保护。 

(5) 下列关于蛀牙对人体的危害和预防的叙述, 不正确的是  _________。  

A. 坏牙根不能很好咀嚼食物, 加重胃肠道负担 

B. 龋洞内食物残渣滞留, 细菌聚集, 使口腔卫生恶化 

C. 蚜牙影响美观和正确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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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龋齿还会引起其他器官的疾病, 睡前必须用大剂量的消毒液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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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5   AAABC           6—10 DBABB 

11—15 DBCBD           16—20 BDACC 

20—25 ADABB  

二、非选择题： 

26、（1）细胞，②③，二，保护    

（2）一   

（3）输导  

（4）器官  

27、（1）无机盐，成熟区  

（2）①蒸腾作用，氧气 ②二氧化碳 ③D 

28、（1）气管，肺 （肺泡） 

（2）收缩，呼吸道，二   

（3）扩散作用（扩散、气体扩散），动脉血  

29、（1）调查法   

（2）少，严重不足  

（3）③④，氨基酸，A 

30、（1）小肠，消化和吸收，阿拉善黄鼠 

（2）异养，生物因素  

（3）秋，变长（增大） 

31、 （1）①A  ②B  ③线粒体  

（2）①肺动脉，静脉血  ②是 

32、 （1）（光学）显微镜  

（2）D  

（3）B  

（4）唾液腺，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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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