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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 2016.- .2017 学年第一学期七年级期末考试

生物试卷
(考试时间:上午 10:30一一 12:00)

说明:本试卷闭巷笔苔，否题时间 90 分钟，满结 100 分。, 

题号 一 总分一 一

得分
国

h
v曝
A
r呐
?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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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下表相应的位置。)

题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生b交4 案

.挝E

1.当乌贼遇到敌害时，会喷出大量墨汁，染黑一片海水，从而趁机逃走。这说明乌贼

A. 能从外界吸收营养 B. 能排出体内产生的废物

C. 有遗传变异的特性 D. 能对外界剌激作出反应

2. "蛙蜘捕蝉，黄雀在后"描写的动物之间的关系是

• A. 竞争 B. 合作 C. 捕食 D. 寄生

3. 环境中的有毒物质通常会通过食物链不断积累。下列各图形中的每个长方形的大小表示各

种生物体内有毒物质含量的多少。你认为表示正确的是

陆民

V厅

.g: 

吨

写其

主=斗〉f
←一J I 1ii I I 1ii I 1主
A B C 0 

4. 各种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是不同的。一般情况下，成分越复杂，其自动调节能力就越

强。下列生态系统中，自动调节能力最弱、最容易遭到破坏的是

A. 农田生态系统 B. 森林生态系统 C. 湿地生态系统 D. 海洋生态系统

5. 从构成生物体的结构层次来看，一只猫和一株油菜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都是

A. 细胞 B. 组织 C. 器官 D. 系统

6. 下列四种组织中，属于植物组织的是

A. 神经组织 B. 结缔组织

7. 草履虫、衣藻和酵母菌的共同特点是

A. 都只由一个细胞构成

C. 都有细胞壁

鹰

兔哇, 

近1

D. 肌肉组织C. 保护组织

B. 都属于生产者

D. 都能够自由运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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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的身体是由一个受精卵经分裂、分化、发育而来的。到成年时，我们身体的细胞数可达百万

亿个。人的受精卵中有 46 条染色体，那么体细胞在多次分裂后，其中的染色体数目会

A. 逐渐增加 B. 始终为 46 条 C. 始终为 23 条 D. 逐渐减少

9. 在"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实验中，需要在载玻片上先滴一滴某种液体，再把牙签上含有口

腔上皮细胞的碎屑涂在这个液滴中。所滴液体为

A. 腆液 B. 清水 C. 细胞培养液 D. 生理盐水

10. 某同学在使用显微镜观察人的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时，看到视野中有一些细胞的物像非

常清晰和完整(如右图所示)，他想把这些物像移到视野中央，正确的操作方法是

A. 向左移动玻片标本

B. 向右上方移动玻片标本

C. 向右移动玻片标本

D. 转动细准焦螺旋

11. 观察草履虫时，在载玻片的培养液的液滴上放几丝棉花纤维的目的是

A. 顺便观察一下棉花纤维的结构 B. 限制草履虫的运动，便于观察

C. 给草履虫提供食物 D. 便于草履虫的运动和繁殖

12. 藻类、苔辞和藏类植物的繁殖方式与松树、玉米、水蜜桃等不同，它们用一种特殊的细胞来

繁殖，因此把它们统称为

A. 绿色植物 B. 种子植物 C. 高等植物 D. 抱子植物

13. 下面是玉米根尖的四种不同类型的细胞，其中属于分生区细胞的是

A B C D 
14. 用放大镜观察菜豆种子结构时，分开两片子叶，可以看到胚芽、胚轴和胚根，其中与子叶相

' 连接的部分是

A. 胚芽 B. 胚轴 C. 胚根 D. 胚芽和胚根

15. 下图是"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的几个实验步骤，其正确的顺序是

① 

A.①②③④ 

② 

B. ②①④③ 

@ 

C. ①②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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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共 70 分)

16. (12 分)生物圈中已知的绿色植物有 50 余万种，它们可以分为藻类、苔辞、藏类和种子植物

• 

四大类群，它们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和氧气，养活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物;它们

还能够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等。 另外，每类植物对人类又有其独特的作用 。 请
你写出下列四类植物所属类群的名称，并从图下的选项中选择该类群的"形态结构特征"、

"与人类的关系"的序号，填入各类植物下面的横线上:

、

所属植物类群:

形态结构特征:一

该类群与人类的关系举例:

曾专

4篮主二
所属植物类群:

形态结构特征:

该类群与人类的关系举例:

形态结构特征:

a. 有类似茎和叶的分化，无输导组织

b. 没有根、茎、叶的分化

C. 有发达的根、茎、叶，能够产生种子

制斟& ζ 铁线穰

所属植物类群:

形态结构特征:一

该类群与人类的关系举例:

军军j

所属植物类群:

形态结构特征:

该类群与人类的关系举例:

d. 有根、茎、叶的分化，有输导组织，不能产生种子

与人类的关系:

①很多是重要的农作物，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②可作为监测空气污染程度的指示植物

③给水中的鱼类提供氧，海带、紫菜等可供人类食用

④藏菜可供食用;卷柏、贯众可供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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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 6 分)桃子是我们北方常见的水果。挑树春季开花，到了夏秋季节，新鲜的桃子就陆续上

市了 。 通过本学期的学习，你已经熟悉了桃树开花结果的过程，请回答下列问题: (方括号

内填写图中标号)

• 

⑥ 

@ 
⑨ 

① 

@ 

⑤ 
③ 

制
骨
址

图一 图二

(1)图一是桃花结构示意图，这朵花中最重要的结构是[ ] 

。 在桃花还未开放时， 具有保护花内部结构的作用 。

(2)桃花开放后，常看到蜜蜂在花丛中飞舞。 蜜蜂可以帮助桃花 。 如图二所示，

当花粉落到柱头上，会在粘液的剌激下萌发出⑦花粉管，随着花粉管的发育，其中的③

不断向前游动，到达胚珠内部，与[ ] 结合形成受精卵，这个

过程称为 。 这一过程完成后，整个 逐渐发育成一个香甜可口的

桃子(桃树的果实)，而其中的 发育成桃子内部的桃仁(桃树的种子) 。

(3)请你为果农提出一些使桃树增产的有效措施(至少答出两条) : 

和

且在

飞
凶
剖
糊
柑
咐

18. (15 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缘。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是大家熟

悉的歌咏春风绿柳的诗句。 其实，万千枝条及其绿叶都是由芽发育成的 。 下面图一是叶芽结

构示意图(纵切面)，图二是叶片结构示意图。请你据图回答问题:(方括号内填图中标号)

闺
④ 

@ 

图二

将来发育成叶。 叶芽将来能够发育成新的枝条，主要是因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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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察图二可以看出，叶片由

⑤的细胞中，含有大量的绿色颗粒，这些绿色颗粒是

的主要场所。

(3)柳树、杨树等陆生植物能够通过叶片向外界散失大量的水分，这是因为其叶片的⑦和⑤

上有大量的[ ] 。 陆生植物向外散失大量水分，这对于植物体的重要意

三部分构成。在结构

，这里是植物制造

和
• 
• • 
• • 
, 
• 

• • 
• • 
' 
• 

, 
(4)植物向外散失大量水分，这不仅对于植物本身有重要意义，还在生物固的水循环中起着

重要作用。下图是生物圈的水循环示意图，请你给图中的箭头和虚线加上简短的文字

说明(最少三处)，重点标出绿色植物参与水循环的生理过程:

义是

! ! | 
:国

起E

7]<循环示意图

19. (13 分)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8 日，我国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

号组成的"两居室"里住了 30 天!在太空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中，两位航天员也体验了一把

当"菜农"的感觉。他们在进入太空新家的第二天就种下了生菜种子，不到 20 天的时候，

"太空生菜"就已经郁郁葱葱了!最后两位航天员选取部分生菜的根、茎、叶片和培养基带

回地球，供科学家进行研究，为将来在太空大面积种植绿色植物做准备。

悔H

② 、 钮'辄入

到贸MW

• 
V陀

f
M

制

和

请回答下列问题:

(1)右上图表示生菜叶在进行光合作用 。 图中的箭头和序号分别表示某种物质进出叶片的

方向，其中物质①是 ，②是 ，③是 ，④是

图中未显示的光合作用必需的环境条件是 等。

(2)在夜间，生菜的光合作用停止，但是仍进行 作用，这时图中的②是

③是 。"太空生菜"是在密闭的培养箱中培养的，你认为航天员把生菜放在

密闭空间中进行培养的好处是什么?

。

古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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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认为在太空种植绿色植物有什么意义?

20.(14 分)科学探究

下表是某班三个小组的同学均以同样的大豆种子为实验材料，对种子萌发所需的环境

条件进行探究的实验方案与实验结果。 请分析表格内容，回答有关问题: (表中未显示的条

件，均认为适宜)

组别 装置标号
提供的环境条件

温度('C ) 湿度 光照

甲
A 25 潮湿 有光

潮湿 有光B 5 

C 25 干燥 无光
乙

潮湿 无光D 25 

丙
E 25 潮湿 有光

潮湿 无光F 25 

(1)乙组同学设计的实验与甲、丙两组的相比，不足之处是

(2)要探究光照对大豆种子萌发有无影响，应选用

结果可得出的结论是

(3) 甲组同学所探究的影响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是

种子数 民芽率(%)

100 96 

100 。

5 。

5 100 

100 97 

100 98 

。

组的设计方案，根据其实验

。

(4)大豆种子萌发时，胚根最先突破种皮发育成根，胚芽随后发育成茎和叶。此过程中种子

子叶内的有机物逐渐减少，原因是

(5)请你写出计算种子发芽率的公式:

奖励题 :(5 分)

如图所示，将两株生长状况基本相同的玉米幼苗分别

培养在蒸馆水中(1号)和土壤搜出液中 (2 号)，放在同样的

环境中培养。 一段时间后观察玉米幼苗的生长情况。 可以

看出 2 号试管中的玉米幼苗比 1 号的高大健壮。 请你分析 I 1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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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 2016~2017 学年第一学期七年级期末考试

一、单项

生物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每小题 2 分，共 30 分)

选 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答 案 D C D A A C A B D A B D C B B 
l _L L一一

二、非选择题(共 70 分)

16.(每空 1 分，共 12 分)

图一:种子植物 c ① 图二:藏类植物 d ④ 

图三:苔辞植物 a ② 图四:穰类植物 b ③ 

17. (除标明分值之外，每空 1 分，共 16 分)

(1)① 雄葱 ② 雌葱 花瓣(或"花冠"、"尊片"、"花尊"、"花被")(第一、二空可与第三、

四空整体换位)

(2)传粉 精子 @ 卵细胞 受精(或"受精作用") 子房 胚珠

(3)在桃花开放期间放养蜜蜂;人工辅助授粉;合理施肥;适当疏花疏营;及时控制害虫;合

理灌溉;合理剪枝，等等。(答出以上任意两点即可，其他答案合理亦可) (每点 2 分，共

4 分)

18.(除标明分值之外，每空 1 分，共 15 分)

(1)① 幼叶 分生

(2)表皮 叶肉 叶脉(前三空换位可不扣分) 叶绿体 有机物(或"氧气"，答

"糖类"、"淀粉"亦可)

(3)③ 气孔 拉动水分和无机盐在植物体内向上运输(或"是植物体内向上运输水分

和无机盐的动力"，答"降低叶片表面温度，避免高温灼伤叶片"亦可)(2 分)

(4)必须标出"根吸水"、"蒸腾作用"(共 2 分) ;其次可以标出"水分在植物体内运输"、"蒸

发"、"降水"等，标对一个即可， 1 分

19. (除标明分值之外，每空 1 分，共 13 分)

(1)水(答"水和无机盐"亦可) 二氧化碳 氧气 有机物(答"糖类"、"淀粉"亦可)

光(或"光照"、"阳光"均可。答成"温度"、"无机盐"等可不扣分)

(2)呼吸 氧 二氧化碳 便于检测植物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生理活动的相关数

值(或"便于控制植物生长的环境条件"，答"使生菜与航天员之间互不影响"可不扣分)

七年级生物答案第 1 页(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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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

(3)可以解决空间站上航天员饮食自给的问题(或"可为航天员提供新鲜食品");可以改善

飞船舱内的空气环境(或"可以为航天员制造氧气" ) ;可获得品质好、产量高的蔬菜、水

果、粮食等的新品种;可以解决耕地资源紧张、人口多的国家的耕种问题;为人类移居其

他星球提供前提条件;可用于研究太空环境对植物的影响(答对一点即可，其他有道理

亦可。 3 分)

20. (除标明分值外，每空 2 分，共 14 分)

(1)种子数量太少

(2)丙 大豆种子的萌发与是否有光无关(或"光照不会影响大豆种子的萌发")

(3)温度

(4)子叶中的有机物转运给了胚根、胚芽、胚轴(或"有机物被胚芽、胚根、胚轴的发育利用

了") (3分)

发芽的种子数
(5)发芽率一 x 100% (将‘供检测的种子数"写"种子总数"可不扣分)(3 分)

一供检测的种子数

奖励题:

2 号的土壤浸出液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无机盐，而 1 号的蒸馆水中没有(答"2 号的土壤摆

出壤中可能有固氮菌，为幼苗提供了氮肥"亦可)(5 分)

• 

评分说明:全卷答案仅供参考，有些试题答案可有多种，评卷时可以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参照

上述标准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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