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 2023学年第二学期选考适应性考试

生 物 学 试 卷
考生须知 :

1.本试题卷共 8页 ,满分 100分 ,考试时间 90分钟。

2,考生答题前,须将 自已的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卡上。

3 选择题的答案必须使用 zB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 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要改动,须将

原填涂处用橡皮擦净。

4,非选择题的答案必须使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写在答题卡上相应 区域 内,作 圈时

可先使用 2B铅笔,确定后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的莶字笔或钢笔描黑,答案写在本试题卷

上无效。

-、 选择睡 (本 大题共18小题,每小题2分 ,共sb分。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

个是符合题 目要求的,不选、多选、错选均不得分〉

1实验安全,人人有责。为了确保实验室内所有人员的安全与健康,实验操作人员应熟悉

下列警告标志。下列标志及其警告涵义对应关系正确的是

2无机盐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下列实例不能体现无机盐功能的是

A在缺镁环境中,植物叶片会发黄

B长期碘摄入不足,人容易出现甲状腺肿大

C同 -植株中,幼叶细胞的新陈代谢比老叶细胞旺盛

D医生给病人输液时,常把药剂溶解于生理盐水中

32佗4年 3月 3日 是第十一个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日,中国的主题是
“
构建野生动植物智

慧保护体系
”,通过数字化监测系统、远红外相机、AI识别等手段实现野生动植物的有

效保护和管理。下列有关该主题的理解正确的是

A对无经济价值的野生动植物没有必要保护

B远红外相机可以准确提供动物种类、数量、行为等信息

c保护生物多样性,关键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D全球气候变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原因

4科学家通过观察利实验的方法开展细胞核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核膜由 2层磷脂分子组成,参与构成生物膜系统

B核孔是各种大分子物质自由进出细胞核的通道

C细胞核是细胞代谢中心,无核的细胞不能长期生存

D研究细胞核功能时常采用去核、移植核的实验方法

5所有生物的生存都离不开细胞呼吸。细胞呼吸的原理在生活和生产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无氧呼吸产生乳酸或酒精的场所都是线粒体基质

B有氧呼吸产生 C02阶段释放大量能量

C可用酸性条件下橙色的重铬酸钾溶液来检测是否产生酒精

D食品的真空包装能够抑制厌氧型微生物繁殖从而达到食品保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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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用细胞融合技术可以制备单克隆抗体,下列关于该过程的叙述正确的是
A杂交瘤细胞能无限增殖,无需进行传代培养

B利用抗原抗体反应即可筛选出杂交瘤细胞

C外界抗原多次刺激动物可以提高动物体内杂交瘤细胞的数量
D体外培养杂交瘤细胞需提供 Co2以维持培养液的 pH

7科研人员用工业污水培养洋葱 (2m=16),取其

根尖制成临时装片并观察到由染色体断裂后错

误连接形成的两种异常结构:①无着丝粒片段
在分裂末期未能及时遴入细胞核而成为微核 ;

②有着丝粒片段的姐妹染色单体在断口处黏合

形成染色体桥。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制作临时装片时,漂洗可以用清水处理也可

以用 50%酒精处理

B可观察到两图细胞中的染色体正在以相同速率移向两极
C进一步放大,可 以清楚看到图 2箭头处细胞中的纺锤体、赤道板
D通过统计视野中染色体异常细胞的比例可以判断工业污水的污染程度

8茶树在 3000万年前曾发生全基因组重复事件 (WGD),WGD后 的植株通过保留、丢失
和修饰基因等途径,快速重建二倍体邋传。下图为我国科学家对现存茶树基因组甲基化
数据进行检测的部分结果,下列推测错误的是

溉 囚南 盱^ˉˉ
甲基化程度

ˉˉˉ 抗冻基因表达水平

外显子甲基化翟度

洼:外显子指基因中编码蛋自质的核苷酸序列

图 I                      图 2

第 8题 图

A据图 1可知,碱基序列的高度甲基化使基因的转录水平下调
B据图 2可知,低温胁迫可使茶树植株的抗冻能力增强

C全基因组重复的最可能原因是茶树发生了染色体数目变异

D WGD的发生为生物进化提供了遗传材料

9某精原细胞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出现如右结构。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该结构出现于减数分裂 I前期

B图中0、 ②间发生了染色体片段交换

C该结构由 l对同源染色体联会形成

D最终形成的 4个精子基因数量均相等

10为提高四明山生态稳定性,近年来当地部门围绕封山育林、退花还林等方面展开森林
生态修复,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生态修复过程中,人类活动可以改变群落演替的方向

B生态修复过程中,物种的生态位和群落结构会发生季节性变化
C封山育林能提高植物对光能的利用率利营养级间的能量传递效率
D退花还林可以增加物种多样性,提高该地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图 1 图 2

(放 大“0倍 )

第 7题 图

基
因
表
达
水
平

赫
期
翩
钾
靴
潋

注:圈 中字母表示基因

第 9题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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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宁波大曲是采用优质糯高粱和小麦为原料,以传统的
“
老五甑 (蒸馏酒用的锅 )” 生产

法为基础精心酿造而成。老五甑酿造法的主要特点是混蒸混烧、续渣配料、多轮次发
酵蒸酒。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糯高粱、小麦中的淀粉和纤维素都是发酵微生物生命活动的能源物质
B该工艺可以提高酒粮的利用率和出酒率,增加香味物质的积累
C若酿造过程中酒变酸,可能与农杆菌大量繁殖有关
D发酵过程中的物种丰富度保持不变

12⒛23年 10月 我国李欢欢团队在 《发育细胞》上发表研究成果:提高小鼠胚胎干细胞
psTAT3基 因的表达水平,在体外制备出桑葚胚样全潜能细胞。该细胞在分子水平及发
育潜能上均具有自然胚胎桑葚胚期细胞特性,并在体外成功模拟了小鼠胚胎发育至原
肠胚阶段。根据该研究,下列相关分析镨误的是

A体外模拟胚胎发育过程也涉及细胞衰老和细胞凋亡

B在桑葚胚阶段,胚胎内部开始出现含有液体的腔

C桑椹胚样全潜能细胞的特性与其含有小鼠的全套遗传信息有关
D桑葚胚发育成囊胚的过程中 psTAT3基 因表达水平下降

13右图表示在一海湾中测得的某单细胞藻类 (个体小、

易繁殖、常以群体形式存在)的数量随环境变化的曲

线,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可用血细胞计数板精确统计该藻类的种群密度

B lll12月 ,该藻类种群密度最小,K值最大

C正常情况下,温度变化是造成该藻类数量变化的

原因之一

D当藻类数量过多时,可 以通过延长食物链的方式

来减少藻类数量

阅读下列材料,完成 14、 15题

⒛23年 的最后一天,宁波马拉松在宁波奥体中心鸣枪开跑,万 人队伍激情迎接 2024

年。赛程中运动员出现不同程度的出汗、脱水、面色发红和呼吸加深加快等现象。

14下列有关运动员体内物质出入细胞的相关叙述中,正确的是

Λ 儿0以不消耗能量的方式进出细胞

B载体蛋白发挥作用时不改变自身构象

C肌糖原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维持血糖稳定

D运动员体内细胞均以胞吐方式释放激素调节生命活动

15下列关于比赛中运动员生理状况变化的叙述,错误的是

A脑干的呼吸中枢兴奋,呼吸加深加快,调控肺部通气量

B.细胞产热增加,机体需通过排汗提高散热,从而维持体温

C副交感神经兴奋,皮肤毛细血管收缩,导致面色发红

D脱水导致运动员血浆渗透压上升,抗利尿激素分泌增加

16针对肾脏移植手术患者可能出现的免疫排斥,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免疫排斥主要依赖于 B淋巴细胞的作用

B.患者在术后可使用免疫抑制剂以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

C移植前仅需检测肾脏提供者和患者的血型是否一致

D直系亲属间进行肾脏移植不会引起免疫排斥

时闯 〈月)

第 13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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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某生物卵原细胞可进行有丝分裂和
“
逆反

”
减数分裂。现将两个双链均被 I4C标记的基

因A分别插入一个卵原细胞的-条染色体的两端。将此卵原细胞置于不含放射性元素

的培养液中培养,发生如图所示的分裂过程 (图 中仅呈现部分染色体和子细胞 ),共产
生 8个子细胞。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礓霎寥

卵原细胞    卵力

ˉ
有丝分裂

“
逆反

”
减数分裂

第 17题图

A “
逆反

”
减数分裂的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发生在减数分裂 I

B “
逆反

”
减数分裂的染色体数目加倍发生在减数分裂Ⅱ

C上图细胞①中被 ⒕C标记的DNA分子数为 1个

D8个子细胞中至多 2个子细胞含有 "C标记

18果蝇的眼色 (红眼与白眼 )、 体色 (灰身与黑身 )、 翅形 (长翅与截翅 )各由一对基因

控制。现有该动物的 3个不同纯种品系甲、乙、丙,不考虑突变和交又互换,根据表

中杂交结果,下列推断正确的是

第 18题表

Fl表型 F2表型及 比例

初级卵母细胞

窘謇   母本

减数分裂Ⅱ

甲
 
 
 
 

丙

铰
骀
ˉ
 姣
鲐2

(白 眼灰身

截翅 )

(白 眼黑身

长翅 )

乙 (红眼黑身 雌性均为红眼灰身截翅

截翅)   雄性均为自眼灰身截翅

乙 (红眼黑身 雌性均为红眼黑身长翅

截翅)   雄性均为自眼黑身长翅

白眼灰身截翅:自 眼黑身截

翅:红眼灰身截翅:红眼黑

身谶翅司:1:3:1

白眼黑身长翅:白眼黑身截

翅:红眼黑身长翅:红眼黑

身截翅=3:1:3:l

A长翅基因、截翅基因可能位于性染色体上

B据上述杂交结果可知体色与翅形两对相对性状的遗传符合自由组合定律

C上表 Fl中红眼灰身截翅与隐性个体杂交,后代中白眼黑身截翅个体占 1阴

D让乙品系与隐性个体进行测交也可确定眼色与体色基因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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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题部分

非选择题 (本大慈共 4小题,共 “ 分 )

(13分 )薇甘菊是首批人侵我国的外来种,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亿元。研究

人员在入侵地调查发现,薇甘菊成片生长,覆盖其他植物,使其他植物死亡从而成为

单一优势种。该地区的部分能量流动情况〔单位:Ⅳom2al]女口图 l所示。

回答下列问题 :

(l)从环境因素考虑,薇甘菊在相关地区发展成为入侵  卢
哩~磋

金皙堇萝

σ

物种的主要原因有 ▲ 。

(2)由 图 1可知,初级消费者用于生长、发育和繁殖的

能量为 ▲ J/CLn12a,,第 二营养级同化的能量和摄

入的能量的比值比第三营养级的小,可能原因是

▲  。

(3) 在适宜夜长的刺激下,薇甘菊会开花,光照对薇甘

菊来说是一种 ▲ 信息,由细胞中的 ▲ (填
物质 )接受,该现象体现信息传递具有 ▲ 作用。

防治薇甘菊需要加大巡查,早发现早清除,采取

的防治措施:0化学防治。该方法需充分考虑施

药量稠施药浓度。② ▲ (填防治方法 )。 菟

丝子营寄生生活,可寄生于多种菊科植物。随着

接种菟丝子数量的增加,薇甘菊的干重在减少 ,

如图 2所示。据图分析,进行薇甘菊防治的最佳

接种数量为 ▲ (填图中字母 )。 接种菟丝子

控制薇甘菊的方法可能造成 ▲ 的不利影响。

③基因工程防治。首先从己知的 ▲ 中筛选调

4× Ⅱ钞
     ↓

谓̈工罗俨
献

‘

35× V'

(4)

↓
回-瑕猢港
I图

1。
sx】σ

第 19题 困

B

图 2

笫 19题 囡

控薇甘菊根系发育的关键基因M,体外合成相关 RNA,注入根部细胞,通过干

扰 ▲ 过程来终止基因M表达,抑制薇甘菊的根系生长。

20 (12分 )近年来我国探索并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通过大豆、玉米高矮作

物空间错位搭配 (如图所示),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潜力,助农增产增收。

品系甲 品系乙
顼 目

正薷光  弱光  正常光  弱光

脒

第⒛ 题图

净光合速率

(umoICo· /Ⅲ
:sl

叶绿萦含量(mglg)

气孔导度(m创 H2α nP s,

胞阃 Co,浓度

(u∞ lco/l,l∶ s)

IO18   1164    625

201     141     232

011   0I2   0劬

2I⒗ 2   2742    2072

回答下列问题 :

(l)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能增产增收的原因:⊙大豆根系中的根瘤菌具有良好

固氮能力,氮素可用于合成 ▲ (写出 2种 )等物质,参与光合作用过程。②
充分利用边行优势 (大田种植时,边行作物的生长发育比中问行作物表现好),这
种优势出现的原因是 ▲ 。

莜甘痴千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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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时若间距过小,大豆容易囚玉米遮阴出现茎杆过度仲长的

现象,这虽有利于 K高 ,吸收更多光能,但由于需要消耗更多光合产物用于长高 ,

使得光合产物向种子转移量 ▲ (填 “
减少

”、
“
增多

”
、
“
不变

”),导致大豆收

成有所降低。表格为甲、乙两个品系的大豆植株分别置于正常光和弱光下处理后

相关光合作用参数。

①叶肉细胞中的叶绿素分布在 ▲ ,作用是 ▲ ,主要吸收可见光中的 ▲ 。

分析表格数据,在弱光下湿l系 甲、乙的大豆植抹叶绿素含量均升高,其生理意义

是 ▲ 。

②依据上表数据可知,品 系 ▲ 的大豆植株耐阴能力更强,判断依据是 ▲ 。

(3)综 L分析,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棺技术产生的生态效益有 ▲ .
21 (26分 )草甘膦是一种除草剂,但会影响水稻产量。水稻产量与高产基因有关,研究

人员拟采用农杆菌转化法对水稻高产基因进行定位,并迸一步培育能稳定遗传的抗草

甘膦高产水稻新品种.回答下列问题 :

I水稻高产基因定位

水稻穗粒数可影响水稻产量。农杆菌 Tl质粒的 △DNA可 以转移并随机插入到野

生型水稻基因组中 (可在基囚组单一位点插入也可以同时插入多个位点),导致被插

入的基因功能丧失,从而得到一系列水稻突变体。研宄者从中筛选得到一株穗粒数异

常突变体 ,并进行下列研究。

(1)提取 DNA。 采集适量突变体和野佳型水稻的幼嫩叶片,分别冷冻后研磨成粉末

状 ,依次加入 SDs、 RNA酶等试剂 ,去除蛋白质和 ▲ 等大分子杂质。提取

过程中需加入 ▲ 酶抑制剂并保持轻柔操作,以避免 ▲ ,从而提高总 DNA
提取率 .

(2〉 PCR扩增。对提取获得的两组总 DNA分别进行 pcR扩增。为避免外源 DNA等

因素的污染,微量离心管、枪头和蒸馏水等在 PCR前需进行 ▲ 处理.可以通

过在紫外灯下直接观察电泳结果中 DNA条 带的 ▲ 及粗细程度来评价扩增是

否成功。

(3)结果鉴定。分别用 ￡切 R【 、Ⅲ〃dⅢ、B口rmH I三种限

制酶处理突变体总 DNA扩增产物 ,处理后进行电泳 ,

并与野生型 DNA和 Tl质 粒对照。电泳后的 DNA与
含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 DNA探针 (孓DNA的一条单

链 )进行杂交,得到突变体总 DNA不 同酶切处理后

的放射性检测结果如图 1所示。

①不同酶切结果的杂交带位置不同的原因是:不同酶

切后含 ▲ 的片段长度不同,因此各组 DNA片段

在凝胶中电泳时的 ▲ 不同,最终导致分布于不同

位置。

②若杂交结果显示突变体在不同限制酶处理时均出现杂交带 ,野生型组 ▲

(填 “
有

”
或

“
无

”)杂交带,TI质 粒组 ▲ (填 “
有

”
或

“
无

”)杂交带,则

表明⒎DNA成功插入到水稻染色体基因组中,且可判断突变体为 ⒎DNA A 位

点插入,依据是 ▲ 。(注:△DNA上没有￡coRI、 ff,″dI1I、 B口叨HI三种限制酶

的酶切位点 )。

图 1

第 21题 图

εc口RI H:"d IⅡ  B口″Ⅱ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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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 某种限制酶处理突变体的 DNA(如 图 2所示),断开 DNA分子中的 ▲ 个

磷酸工酯键,再用 ▲ 将两端的黏性末端连接成环,以此为模板,利用下表中

的引物◎②进行 PCR,扩 增出 ▲ 序列,扩增产物 ▲ (填 “
不含

”
或

“
含

”
)

△DNA完整序列。经过与野生 /△l水稻基因组序列比对,确定 △DNA插入到 2号

染色体上的 B基因中。

:    r
限锕由切点

突变△DWA

图 2

第 21题 图

第 21题表

t-DNA厂亨歹刂 引物序列

5′ -AACtArCcGc¨ C̈GTA6CCTAT-3′

3′ △TGATACGCC¨ G̈CATCCGATA-s′

① 5′-GCGCATAGT⒈ 3′

② 5LCG】
`GCCTA⒈

3′

(注 :虚线处省略了部分核苷酸序列)

(5)研 究发现,该突变体产量明显低于野生型,据此推测 B基因可 ▲ (填 “
促进

”

或
“
抑制

”)水稻穗粒的形成,可控制高产性状。

Ⅱ抗草甘膦高产水稻培育

研究者构建如图 3所示的 Tl表达载体 ,

采用农杆菌转化法将抗草甘膦基因 R和基因 (
B转入野生型水稻中,培育稳定遗传的抗草

甘膦高产水稻新品种。

(l)转基 L【J技术的理论基础有:△DNA和水

稻 DNA均 为 ▲ 结构、生物界共用一

套 ▲ 等。

(2)根据基因表达载体的结构组成分析,1l

质粒中的 CaNIV35s是 ▲ ,其功能是 ▲ 酶的识别和结合部位。Tl表达载

体中,B基因
^Fn R基

因转录的模板链的方向 ▲ (填 “
相同

”
或

“
相反

”
)。

(3)现需选出单一位点插入 R基因和 B基因且稳定遗传的水稻新品种,筛选方案如下 :

⊙转基因后的水稻植株自交,收获种子 (F1)并播种在含 ▲ 的选择培养基上 ,

若能够萌发并生长的个体即为 ▲ 的个体 :

②F1存活个体自交所得种子 (△ )按单株收种并播种于选择培养基上,选择存活

率约 ▲ 的培养基中的幼茵继续培养获得 F,植株 ;

③将△植株自交所得种子 (巳 )按单株收种并播种于选择培养基上,选择种子全

部存活的培养基中的幼苗即为单一位点插入且 ▲ 的抗草甘膦植株。

④为实现最终育种目标,研究人员还需检测 ▲ 。

图 3

第 21题 圈

Ti表迭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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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分 )糖尿病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发生的风险,其影响机制如下 :

I高血糖诱导部分细胞内 ▲ (填细胞器)异常分裂,从而导致有氧呼吸第一阶段

产物流向其它代谢途径,细胞能量衰竭;细胞内DNA、 蛋白质等物质损伤,根据细

胞衰老原因的相关学说,推测可能是细胞内化学性质异常活泼的 ▲ 增多所致:组
成神经系统的细胞——神经元和 ▲ 的胰岛素受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其新陈代谢异

常,最终导致神经系统损伤;此外,糖尿病患者体内脂肪组织所释放的 ▲ (如 白

细胞介素屹)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慢性炎症。

Ⅱ脂肪组织释放的外泌囊泡 (EVs)在器宫间通讯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人员发现在

胰岛素抵抗 (lR)状态下,EVs使神经细胞结构功能改变,导致认知水平降低。回答

下列问题 :

(1)健康人体内,胰岛素可通过调控脂肪组织吸收、利用葡萄糖,并将葡萄糖大量转

化为 ▲ 储存以降低血糖浓度。
(2)有学者提出,IR状态下个体认知水平降低的分子机制为:1R状态下脂肪细胞释

放的 EVs经体液运输至脑部,进而影响脑部突触数量。研究人员开展下列实验以

验证上述观点。

⊙实验准备:采集 IR鼠的 EVs置于缓冲液中制成 EVs悬液

②实验分组及处理 :

第 22题表

注射物 注射对象 注射方式 检测指标

甲 (对照组)     a

乙 (实验组) 适量 IR鼠 的EVs悬液

培养 2周后,检测 EVs

在小鼠脑部的分布情况、

亘、小鼠认知水平

a处注射物为 ▲ :b处选用的注射对象是 ▲ (填 “
健康

”
或

“
IR” )

鼠:c处选用的注射方式为 ▲ (A尾部静脉注射 B脑部定位注射 );d处检测

指标为 ▲ 。

◎实验结果及分析
突

触
相

对
数

量

乙
组

田
分
布

量

甲  乙  缍别

图 l

海马体 丘膪 中脑 小脑  脑郜区域

图 2

第 ” 题困

乙组小鼠在水迷宫行为学检测中出现明显的认知障碍 ,而甲组认知正常。根

据上述实验结果,可得出实验结论:IR状态下脂肪细胞释放的 EVs经体液运输

至脑部并富集于 ▲ 区域,迸而 ▲ ,从而引起个体认知水平降低。
(3)迸一步研究发现,R鼠 的 EⅤs中有高含量的 P(一种长度约为 2⒐z个核苷酸的

小 廿认 ),为研究抑制 P可否改善 IR引 起的认知障碍症状,研究人员用 P抑制

剂处理实验鼠,处理后若测得实验组脑部突触数量 ▲ ,认知障碍症状 ▲ ,
则说明抑制 P可改善 R引起的认知障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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