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泸县五中高 2021 级高三上学期开学考试 

理科综合试题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卡上。 

2．考试时间 150 分钟，满分 300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H 1  C 12  N 14  O 16  S 32  Cl 35.5  K 39  Ti 48  Fe 56  I 127 

一、选择题：本题共 13 个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7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

符合题目要求的。 

1. 下列关于人体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细胞生命活动的“蓝图”主要储存在细胞核中 

B. 内质网的膜蛋白有的能够催化性激素的合成 

C. 线粒体是细胞内物质氧化和能量转换的主要场所 

D. 正常生理状态下溶酶体对自身机体的细胞结构无分解作用 

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徜徉古诗意境，思考科学问题。

下列观点错误的是（  ） 

A. 纷纷细雨能为杏树开花提供必需的水分 

B. 杏树开花体现了植物生长发育的季节周期性 

C. 花开花落与细胞生长和细胞凋亡相关联 

D. “杏花村酒”的酿制，酵母菌只进行无氧呼吸 

3. 反义 RNA 是指能与 mRNA 进行碱基互补配对的 RNA 分子，根据其作用机理可分为多种类型。其中Ⅰ类反义

RNA 可与 mRNA 结合形成双链 RNA，从而使 mRNA 被酶降解；Ⅱ类反义 RNA 可与 mRNA 结合引起 mRNA 构象

变化，从而使 mRNA 不能与核糖体结合。下列叙述不合理的是 (  ) 

A. 可利用 DNA 分子双链中的一条链为模板合成反义 RNA 

B. Ⅱ类反义 RNA 可通过抑制翻译过程来抑制相关基因的表达 

C. 反义 RNA 的研究为癌症治疗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D. Ⅰ类反义 RNA 可通过抑制转录过程来抑制相关基因的表达 

4. 专家提示新冠病毒感染者不能滥用抗生素，随意滥用抗生素不仅对病毒感染没有治疗效果，而且往往会导致细

菌耐药性增强，消炎效果明显下降。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突变和基因重组可以为细菌耐药性的增强提供原材料 

B. 利用诱变育种培育高产青霉素菌株的原理是基因突变 

C. 抗生素的使用在细菌耐药性增强过程中发挥选择作用 

D. 细菌耐药性增强的实质是该菌群抗药性基因频率增加 

5. 在动物细胞姐妹染色单体间的着丝粒位置存有一种 SGO 蛋白，主要保护将两条姐妹染色单体粘连在一起的粘连



蛋白不被水解酶（该水解酶在间期染色体复制完成后就存在，分裂中期开始大量起作用）破坏，从而保证细胞分

裂过程中染色体的正确排列与分离。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 SGO 蛋白在细胞分裂间期通过核糖体合成并进入细胞核 

B. SGO 蛋白功能的失常可能产生染色体数目变异的子细胞 

C. SGO 蛋白失活及粘连蛋白水解可以发生在有丝分裂后期 

D. 在减数分裂中，粘连蛋白水解后不会发生等位基因分离 

6. 耕地撂荒是指在可耕地上没有耕作的一种现象。对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下列有关叙

述错误的是（  ） 

A. 撂荒耕地中的物质循环发生在群落内部 

B. 复耕复种会改变该地群落的演替速度和方向 

C. 复耕复种后，群落内的物种数目会发生改变 

D. 复耕复种过程中增大物质投入可获得更大产出 

7. 生物膜的蛋白质与细胞的生命活动密切相关。请回答下列问题： 

（1）细胞膜的主要成分中，除了蛋白质外，还有__________，该物质的合成“车间”是__________。 

（2）细胞膜上不同的载体蛋白对不同物质的跨膜运输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类跨膜运输的具体方式有__________，

体现了细胞膜具有__________的功能特性。 

（3）位于线粒体内膜上的细胞色素氧化酶，可将 H+由线粒体基质抽提到膜间隙，同时可以将氧转化为水。这说

明蛋白质具有__________功能。 

（4）人体胰岛 B 细胞分泌的胰岛素与靶细胞膜上的受体结合时，会引起靶细胞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这一过程体

现了细胞膜具有__________的功能。 

8. 诗仙李白在《将进酒》中写道：“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请结合诗句的意境，根据所

学知识，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1）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头发会逐渐“青丝成雪”。试从细胞衰老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是_____。 

（2）关于细胞衰老的机制，目前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是自由基学说和端粒学说。自由基学说认为，自由基产生后会

攻击细胞内各种执行正常功能的生物分子，致使细胞衰老。如：攻击生物膜上的磷脂分子时，对生物膜损伤比较

大；攻击 DNA 分子时，可能引起_____；攻击蛋白质时，会使_____下降。 

（3）对于人体而言，细胞的衰老与个体的衰老并不是一回事，人体内的细胞总是在不断更新着，总有一部分细胞

处于衰老或走向死亡的状态。但从总体上看，二者的关系可概括为_____。 

（4）人体内细胞的自然更新，被病原体感染的细胞的清除等是通过细胞凋亡完成的。据此，可以说明细胞凋亡的

生物学意义有_____。（答出 1 点即可） 

9. 针灸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瑰宝，能通过刺激身体特定的部位(穴位)来调节机体功能。我国科学家用电针刺激小鼠

后肢的足三里穴位，可在细菌脂多糖引起的炎症反应中发挥抗炎作用，研究发现 ProKr2 感觉神经元(其神经纤维具

有特定的分布区域)在“针灸抗炎”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回答下列问题： 



 

（1）用电针刺激小鼠后肢的足三里穴位时，ProKr2 感觉神经元兴奋部位膜内外的电位表现为___，产生的兴奋在

神经纤维上向前传导的机理是_______。 

（2）据图分析，电针刺激小鼠足三里穴位进而引发抗炎作用的过程中，属于体液调节过程的是__，此时体液调节

可以看做是神经调节的一个环节，原因是_______。 

（3）研究人员用电针刺激小鼠腹部的天枢穴，并没有引起抗炎反应，推测可能的原因是____。 

10. 某二倍体雌雄同株植物。该植物体内含有 A 和 B 基因，A 基因决定生殖细胞的育性，B 基因决定受精卵是否存

活。科研人员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某抗病基因随机导入 AABB 植株的受精卵，获得改造后的 AaBB 和 AABb 两种

植株（抗病基因插入 A 和 B 基因后使 A，B 基因失活，可表示为形成 a 和 b 基因，A 与 B 不会抑制抗性基因的表

达）。请回答下列问题： 

（1）研究发现，A 基因失活为 a 基因后，会使雄性配子或雌性配子的育性减少 1/2。若选择 AaBB 植株自交，通过

子代抗病与感病的比例_____________（填“能”或“不能”）确定 a 基因是对雄配子还是雌配子产生的具体影

响。理由是___________。请利用材料另行设计杂交实验，通过实验结果来确定 a 基因究竟使雄配子还是雌配子的

育性减少了 1/2，简要写出实验思路并预期实验结果及结论___________。 

（2）若研究发现，A 基因失活为 a 基因使雄配子的育性减少了 1/2。B 基因失活为 b 基因，bb 使受精卵死亡。为

进一步研究这两对基因在同源染色体上的位置关系（不考虑基因突变和交叉互换），科研人员利用两种抗病植株做

进一步实验。 

实验方案：将 AaBB 和 AABb 杂交获得 F1，在 F1中选择基因型为 AaBb 的植株自交，观察 F2植株中抗病与不抗病

性状的比例。 

预期结果：①若____________，则两对基因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上；②若 F2中不抗病植株与抗病植株的比例为

___________，则两对基因分别位于两对同源染色体上。 

（二）选考题：共 45 分。请考生从 2 道物理题、2 道化学题、2 道生物题中每科任选一题作答。如果

多做，则每学科按所做的第一题计分。 

[生物——选修 1：生物技术实践] 

11. 待测药物在琼脂平板中扩散使其周围的细菌生长受到抑制而形成的透明圈叫做抑菌圈。抑菌圈研究法中经常使

用牛津杯法和打孔法，牛津杯法是将已灭菌的牛津杯置于平板中，打孔法是用已灭菌的打孔器在平板上打孔。某研

究小组的实验流程如下图。回答下列问题： 



 

（1）蛋白胨可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____________等营养物质。为了使培养基呈固态，需要加入____________。为

了防止外来杂菌污染，常常采取___________法对培养基进行灭菌。 

（2）预加菌液倾注倒平板是向已冷却至 50℃左右的培养基中注入一定量的菌液，混合均匀后倒平板。倒平板的温

度过高，容易烫伤操作者，还会___________，温度过低又会导致___________。 

（3）将一定的待测药物接种于牛津杯或小孔中，置于 4℃条件下处理 2h，目的是___________。两种方法的示意

图如下，通过比较抑菌圈，发现打孔法误差较小，原因是牛津杯法药物从表面向四周呈球形扩散，培养基越厚，

培养基表面和底部药物的浓度差异越明显，导致___________，对测量造成一定的影响。 

 

[生物——选修 3：现代生物科技专题] 

12. 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但天然胰岛素在人体内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重症患者每天需要注射多次药

物，增加了痛苦。通过蛋白质工程改变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以延长蛋白质的半衰期，可得到长效胰岛素，还可以

增强其稳定性。下图是通过蛋白质工程获得长效胰岛素的过程。请分析回答： 

 

（1）构建新的蛋白质模型是蛋白质工程的关键，图中构建新蛋白质模型的主要依据是_______。 

（2）通过人工合成 DNA 形成的新基因应与_______结合后，转移到______中，才能准确表达。 

（3）若要利用大肠杆菌生产上述长效胰岛素，需要用到的生物工程有________和发酵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