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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高二年级 9 月阶段性测试

生 物

2021.9
本试卷分第Ⅰ卷（选择题）和第Ⅱ卷（非选择题）两部分。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75 分钟。

第Ⅰ卷（选择题 共 55 分）
一、单项选择题：本部分包括 20题，每题 2分，共计 40分。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1．通常情况下，人体细胞内液与组织液的生理指标最接近的是

A．Na+浓度 B．渗透压 C．K+浓度 D．O2浓度

2．下列过程发生在人体内环境中的是

A．蛋白质消化分解成氨基酸 B．丙酮酸氧化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

C．神经递质与受体结合 D．免疫细胞合成免疫活性物质

3．下列关于人体内环境与稳态的叙述，正确的是

A．细胞外液渗透压的 90%以上来源于血浆蛋白

B．正常人的血浆 pH接近中性，与它含有 HCO－
3、NO －

3等离子有关

C．神经递质、消化酶、水分都属于内环境的成分

D．渗透压、酸碱度和温度是细胞外液理化性质的三个主要方面

4．下列有关内环境及其稳态的叙述，正确的是

A．内环境稳态破坏后，可能会导致细胞代谢增强

B．剧烈运动后，由于缓冲物质的作用使血浆 pH保持不变

C．内环境中无机盐、血红蛋白等成分保持相对稳定

D．在内环境稳态调节中，体液调节占主导地位

5．如图为人体内体液物质循环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图中①②③分别表示血浆、组织液、淋巴

B．①与②通过毛细血管壁进行双向渗透

C．神经递质只能存在于②

D．②是所有细胞生活的直接环境

6．下列有关内环境及稳态的叙述，错误的是

A．内环境的成分可包含 CO2、尿素、神经递质等物质

B．内环境是机体进行生命活动和细胞代谢的主要场所

C．蛋白质、Na＋和 Cl－是维持血浆渗透压的主要物质

D．小腿抽搐可能是由于内环境成分发生变化而引起的

7．当你专心作答试题时，参与的高级中枢主要有

①大脑皮层 H区 ②大脑皮层 S区 ③大脑皮层 V区 ④大脑皮层W区

A. ①③ B. ②③ C. ②④ D. ④⑤

8．下列关于消化道神经支配的叙述，错误的是

A．支配消化道的神经属于外周神经系统

B．交感神经活动占据优势时促进消化道的各种活动

C．消化道接受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双重支配

D．支配消化道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作用相反

9．下列关于反射和反射弧的叙述，正确的是

A．寒冷环境中，机体产生冷觉的过程属于非条件反射

B．直接刺激传出神经或效应器可以引起膝跳反射

C．刺激某一反射弧的感受器或传出神经，可使效应器产生相同的反应

D．刺激传出神经也会引起效应器反应，这种反应属于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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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冬氨酸是一种兴奋性递质，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天冬氨酸分子一定含有氨基和羧基

B．天冬氨酸分子由 C、H、O、N、S五种元素组成

C．作为递质的天冬氨酸可贮存在突触囊泡内，并能批量释放至突触间隙

D．作为递质的天冬氨酸作用于突触后膜，可增大细胞膜对 Na＋的通透性

11．下列关于神经兴奋的叙述，正确的是

A．兴奋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方向与膜外电流方向一致

B．静息状态下，将电位计的两电极置于神经纤维膜的外侧，可测得静息电位的大小

C．维持神经细胞内外 Na+和 K+分布不均衡的状态需要消耗能量

D．膝跳反射过程中兴奋在神经元间的传递是单向的，在神经纤维上的传导是双向的

12．如图为部分神经兴奋传导通路示意图，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①处产生的兴奋可传导到②和④处，且电位大小相等

B．通过结构③，兴奋可以从细胞 a传递到细胞 b，也能从细胞 b传递到细胞 a
C．①、②或④处必须受到足够强度的刺激才能产生兴奋

D．细胞外液的变化可以影响①处兴奋的产生，但不影响③处兴奋的传递

13．光线进入小鼠眼球刺激视网膜后，产生的信号通过如图所示过程传至高级中枢，产生视

觉。有关上述信号产生及传递过程的叙述错误的是

A．光刺激感受器，感受器会产生电信号

B．信号传递过程中有电信号与化学信号之间的转换

C．产生视觉的高级中枢在大脑皮层

D．图中视觉产生的过程包括了完整的反射弧

14．渐冻人是指肌萎缩侧索硬化（ALS），也叫运动神经元病（MND）。它是上运动神经元

和下运动神经元损伤之后，导致四肢、躯干、胸部、腹部的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下列说法

正确的是

A．若以针刺 S，渐冻人无法感觉到疼痛

B．若刺激Ⅰ，则在Ⅲ处可以检测到动作电位

C．若刺激Ⅱ处，渐冻人的M发生轻微收缩，则该过程可以称为反射

D．若刺激Ⅲ处，在③处可以检测到神经递质释放

15．如图中实线表示某神经纤维膜电位变化的正常曲线。虚线①和②分别表示经某种方式处

理后，该神经纤维膜电位变化的异常曲线。则可能的处理方式分别是

A．增加培养液中 Na＋含量，降低培养液中 K＋
含量

B．降低培养液中 Na＋含量，降低培养液中 K＋
含量

C．增加培养液中 Na＋含量，增加培养液中 K＋
含量

D．降低培养液中 Na＋含量，增加培养液中 K＋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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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图①～⑤依次表示动物离体神经纤维受到刺激后检测的电位变化过程，图中指针偏转

方向与电流方向一致。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图①→图②过程中，甲处兴奋，乙处未兴奋

B．图③→图④过程中，电表指针偏转值可代表甲电极处静息电位的大小

C．神经纤维上接受刺激的部位比较靠近图中的乙处

D．图①、③、⑤中甲、乙电极处的膜没有钠、钾离子的跨膜运输

17．如图为突触传递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②与④结合使③的膜电位呈外负内正

B．②进入突触间隙需消耗能量

C．②发挥作用后被快速清除

D．①和③都是神经元细胞膜的一部分

18．如图是某神经纤维动作电位的模式图，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K＋
的大量内流是神经纤维形成静息电位的主要原因

B．BC段 Na＋大量内流，需要载体蛋白的协助，并消耗能量

C．CD段 Na＋通道多处于关闭状态，K＋通道多处于开放状态

D．动作电位大小随有效刺激的增强而不断加大

19．在人体骨骼肌受到牵拉而过度收缩时，会引起骨骼肌内的腱梭兴奋，通过脊髓中抑制性

中间神经元的作用，抑制α运动神经元的活动，使受拉的肌肉舒张（如

图），这种现象称为反牵张反射。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该反射能防止肌肉因过度牵拉而受到损伤

B．在 a处给予适宜刺激也会引起反牵张反射

C．腱梭兴奋后，b、c处膜外电位变化情况相同

D．反牵张反射属于大脑皮层控制的条件反射

20．一氧化氮（NO）是最早发现能在人体内起调节作用的气体。NO
可增强靶细胞内鸟苷酸环化酶活性，使胞质内 cGMP 升高，产生生物效应，如血管平滑肌

舒张，过程如下图。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NO可储存于突触小泡内通过胞吐释放到突触间隙

B．NO与乙酰胆碱均需与细胞膜上受体结合后才能发挥作用

C．NO与乙酰胆碱都能引起突触后膜膜电位变化

D．冠状动脉收缩引起的心绞痛可用 NO剂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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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本部分包括 5题，每题 3分，共计 15分。每题有不止一个．．．．选项符合题意。

每题全选对者得 3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分，错选或不答的得 0分。

21．如图表示人体中部分体液的关系图。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A．过程 2、6受阻时，会引起组织水肿

B．乙中可以存在乙酰胆碱

C．淋巴可以存在于甲和丙中

D．丁中 O2浓度不可能比甲高

22．γ—氨基丁酸和某种局部麻醉药在神经兴奋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分别

如下图一、二所示。此种局部麻醉药单独使用时不能通过细胞膜，若与辣椒素同时注射才会

发生如图二所示效果。下列有关分析正确的是

图一神经突触 图二某种局部麻醉药的作用机理

A．神经细胞兴奋时，膜外由负电位变为正电位，膜内由正电位变为负电位

B．γ—氨基丁酸与突触后膜的受体结合，促进 Cl－内流，抑制突触后膜产生兴奋

C．局部麻醉药作用于突触后膜的 Na＋通道，阻碍 Na＋内流，抑制突触后膜产生兴奋

D．局部麻醉药和γ—氨基丁酸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理一致，都属于抑制性神经递质

23．当膜电位变化时，突触前膜上的 Ca2＋通道会由关闭状态转为开放状态，胞外的 Ca2＋迅
速涌进胞内，造成一个突然的钙高峰。下列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A．突触小体中的 Ca2＋浓度高于突触间隙中的 Ca2＋浓度

B．突触前膜此时释放的是抑制性递质

C．突触间隙内含有将神经递质中肽键水解的酶

D．突触体现了细胞膜的信息交流和控制物质进出功能

24．如图是部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方式，其中“＋”表示兴奋，“－”表示抑

制。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图中甲、乙神经细胞可能与肌肉连接

B．若在 a点给予适宜刺激，b、c两点均不能发生膜电位变化

C．丙兴奋可导致乙细胞相应部位膜上钾离子通道关闭

D．图示连接方式有利于对运动的精准控制

25．当某些内脏发生病变时，常感到体表某区域疼痛，这种现象称为牵涉痛。下图是一种牵

涉痛产生机制示意图，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图中 a、b、c组成完整反射弧

B．痛感是在大脑皮层形成的

C．牵涉痛产生过程中兴奋在 a、b之间双向传递

D．在牵涉痛形成过程中 a没有发生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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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卷（非选择题 共 45 分）
三、非选择题：本部分包括4题，共计45分。

26．（10分）下图是细胞与内环境交换物质的示意图,其中①②③④分别表示体液的成分，a、
b分别表示物质运输的途径。请回答下列问题:

（1）毛细淋巴管壁细胞生活的具体内环境是 （填标号）。

（2）①的渗透压大小主要与 和 含量有关；①的 pH能够保持在

7.35~7.45之间，因为其中含有 物质，如 H2CO3/NaHCO3。

（3）在图中含 CO2浓度最高的液体成分是 （填标号）。②④与①成分含量相比，

最主要的差别是 。

（4）③中产生的热量是维持体温的主要来源之一，体温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 的活性，

从而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

（5）若某人长期营养不良，血浆中蛋白质含量降低，图中 （填标号）部分的液体

会增多，会引起 。

（6）机体维持稳态的主要调节机制是 调节网络。

27．（14分）如图是一个反射弧和突触的结构示意图，根据图示信息回答下列问题：

（1）图 1中②是 ，③是 ；细胞接受刺激时，细胞膜对 Na＋
的通透

性增加，Na＋进入细胞的方式是 ，膜内电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2）图 2中的 1表示 ，其内的物质是 。

图 2中的 2表示 ，其上发生的信号转换是 。

（3）假如图 3中的 Y来自图 1中的 A，X来自大脑皮层。当针刺破手指的皮肤，感受器接

受刺激后，导致效应器产生反应，则 Y释放的物质具有使突触后膜产生 的作用，

此反射属于 反射。当我们取指血进行化验时，针刺破手指的皮肤，但我们并未

将手指缩回是因为大脑皮层发出的指令是对这个刺激不作出反应，则 X释放的物质对突触

后膜具有 作用，这说明 受 的控制。

（4）ACh（乙酰胆碱）是一种兴奋性递质，当兴奋到达传出神经末梢时，ACh与 ACh受体

结合，引起肌肉收缩。当完成一次兴奋传递后，ACh立即被分解，若某种药物可以阻止 ACh
的分解，则会导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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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分）中长期的太空飞行可导致宇航员肌肉萎缩，出现平衡障碍、无法站立等情况。

研究发现，在模拟失重条件下，肌梭自发放电减少，传向中枢的神经冲动减少，肌紧张减弱，

肌肉活动减少。肌细胞内出现钙离子浓度明显升高。回答下列问题：

（1）神经系统包括 神经系统和 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基

本单位是 。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是 。

（2）宇航员维持身体平衡的中枢位于 ，呼吸中枢位于 。肌梭在反射弧

中属于 。

（3）实验中发现肌细胞内出现钙离子浓度明显升高，但肌细胞内外的电势差未出现明显改

变，分析可能与 Cl－的被动运输有关。据此分析，细胞内 Cl－的浓度 （填“大于”“小
于”或“等于”）细胞外 Cl－的浓度。

（4）中枢的神经冲动传到肌肉的结构是神经肌肉接点，该结构与突触类似。肌肉的兴奋

（填“能”或“不能”）通过神经肌肉接点传到神经中枢，原因是 。

29．（11分）可卡因可引起人体多巴胺作用途径的异常，相关过程如图所示。回答下列问题：

（1）多巴胺是一种兴奋型神经递质，当神经末梢有神经冲动传来时，多巴胺以 方

式被释放到[②] ，其中的液体为 ，该过程体现了细胞膜的 特

点：具有一定的 。

（2）随后多巴胺与突触后膜上的[③] 结合，引起突触后膜的电位变化。与③的

形成有关的细胞器有 。正常情况下多巴胺释放

后突触后膜并不会持续兴奋，据图推测，原因可能是 。

（3）可卡因是一种毒品，吸食可卡因后，突触间隙中多巴胺含量 （填“上升”或“下
降”）。长期刺激后，还会使突触后膜上③的数量 （填“增加”或“减少”），使突触

变得不敏感，吸毒者必须持续吸食可卡因才能维持兴奋，这是吸毒上瘾的原因之一。

多巴胺转运体
可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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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高二年级 9 月阶段性测试 答题纸（生物）

一、单项选择题（40分）

1-5 6-10

11-15 16-20

二、多项选择题（15分）

21 22 23 24 25

三、非选择题（45分）

26．（10分）

（1） （2）

（3）

（4） （5）

（6）

27．（14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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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分）

（1）

（2）

（3）

（4）

29．（11分）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