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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届高三二轮复习联考（三）

理综生物参考答案及评分意见

1.B【解析】植物细胞壁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果胶，A正确；人体无法消化纤维素，因此纤维素不能直接为人

体提供所需的能量，B错误；纤维素和藻胶均属于多糖（生物大分子），生物大分子以碳链为基本骨架，C 正确；

由“与膳食纤维过少有关的疾病有肥胖症、肠癌、便秘等”可以推知，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可防止便秘的发

生，D正确。

2.A【解析】随 ATP 浓度相对值增大，三种酶催化的反应速率均先增大，后趋于稳定，A 错误；据图题可知，酶 A、

酶 B 和酶 C 的反应速率达到最大反应速率的一半时，三种酶需要的 ATP 浓度相对值均为 10，B 正确；酶作用的原

理是通过降低化学反应所需活化能以提高反应速率，C正确；当反应速率相对值达到 400 时，酶 A、酶 B 和酶 C

所需要的 ATP 浓度相对值依次增加，D正确。

3.A【解析】PCR 扩增过程中，DNA 双链解开是采用加热的方式，因此利用 PCR 扩增 DNA 不需要解旋酶，A错误；

由“DNA 条形码是指生物体内能够代表该物种或个体的、有足够变异的”可以推知，DNA 条形码的原理是 DNA 分

子具有特定的脱氧核苷酸序列，B正确；从 DNA 分子水平来看，不同物种间 DNA 序列间差异大于同一物种的不同

个体间的 DNA 序列间差异，可以利用 DNA 条形码鉴定物种及物种间的亲缘关系，C、D 正确。

4.D【解析】当一桶冰水从参赛者头顶浇下时，参赛者通过体温调节，使体温保持相对稳定，因此酶活性不变，A

正确；受到寒冷刺激，皮肤血管收缩，皮肤血流量减少，散热减少，B正确；皮肤冷觉感受器受到低温刺激后产

生兴奋，因此冷觉感受器实现温度信号到电信号的转换，C 正确；此时骨骼肌战栗使机体产热增加属于神经调节，

D错误。

5.D【解析】由图 2 可知，8 天后，处理组（种植油麦菜）水体中的氨氮含量低于对照组，因此该系统可以明显

地净化水体中的氨氮，A 正确；由图 2 可知，两组水体中的氨氮含量整体呈下降趋势，B 正确；未被摄入的饲料、

鱼排出的粪便等有机氮经微生物分解为氨氮，氨氮可被水体中生物所利用，因此微生物在水体净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C正确；该系统实现物质循环利用，能量无法循环，D 错误。

6.C【解析】根据子代性别的表型，含 Y染色体的果蝇既可能是雄性（XY），又可能是雌性（XXY），A正确；实验

①②为正反交，子代表型不同，说明控制红眼和白眼的基因位于 X 染色体上，由实验①或②亲代和正常子代表型

可知：白眼为隐性性状（用基因 b 表示），因此实验②亲代白眼雌果蝇的基因型为 XbXb，红眼雄果蝇的基因型为

X
B
Y，正常子代中红眼雌果蝇的基因型为 X

B
X
b
，白眼雄果蝇的基因型为 X

b
Y，两者比例为 1:1，母本（X

b
X
b
）减数分

裂Ⅰ或减数分裂Ⅱ异常产生的含有两条 X 染色体的卵细胞（X
b
X
b
）与不含 X 染色体的卵细胞的比例为 1:1，导致

这两种卵细胞与正常精子（X
B
或 Y）结合而成异常子代红眼雄果蝇（X

B
）和白眼雌果蝇（X

b
X
b
Y）的比例为 1:1，

因此异常子代红眼雄果蝇（XB）和白眼雌果蝇（XbXbY）的比例为 1:1，B 正确、C 错误；实验①亲代红眼雌果蝇的

基因型为 X
B
X
B
，白眼雄果蝇的基因型为 X

b
Y，子代中红眼雌果蝇的基因型为 X

B
X
b
，红眼雄果蝇的基因型为 X

B
Y，因

此子代红眼♀:红眼♂=1:1，D 正确。

31.（11 分）

（1）叶绿体中的色素主要吸收红光和蓝紫光（2 分）

（2）排除实验材料数量过少对测量指标的影响，保证测量指标仅由补光位置不同所引起的（2 分）

（3）较高（1 分） 与对照组相比，补光组草莓的叶绿素荧光特性值均高，光反应产生的 ATP 和 NADPH 多（1

分）；气孔导度均显著增大，吸收 CO2增多（1分），单位时间内 CO2经固定、还原形成的有机物多（1分）

（4）顶端（1分） 与水平补光组和不补光组相比，顶端补光组草莓的叶面积最小（，根系干重最大）（2 分）

【解析】（1）叶绿素主要吸收红光和蓝紫光，类胡萝卜素主要吸收蓝紫光，因此补光灯的光质组成为红光和蓝光，

利于草莓植株进行光合作用。

（2）测定叶绿素荧光特性值时，每个处理组选择草莓 10 株，可排除因实验材料数量过少导致偶然因素对测量指

标的影响，保证测量指标仅由补光位置不同所引起。

（3）由表可知，两种补光组草莓的净光合速率均高于对照组，原因是与对照组相比，补光组草莓的叶绿素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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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值均高，光反应产生的 ATP 和 NADPH 多；气孔导度均显著增大，吸收 CO2增多，单位时间内 CO2经固定、还

原形成的有机物多。

（4）由表中数据可知，与水平补光组和不补光组相比，顶端补光组草莓的叶面积最小，根系干重最大，因此顶

端补光可以有效降低草莓徒长。

32.（11 分）

（1）红花（1分）、无刺（1 分）

（2）B（2分）

（3）①BB（2分） B（1 分） 雌（1分）

②F2中无刺与有刺做正交和反交（2 分），观察并统计子代的表型及比例（1 分）

【解析】（1）由实验一：F1中红花无刺植株自花受粉得 F2，两对相对性状均出现性状分离现象，因此两对相对性

状中，显性性状分别是红花、无刺。

（2）实验一中 F2表型及其之比为 9∶3∶3∶1的变形，两对等位基因满足自由组合定律。F1红花无刺植株的基因

型为 AaBb，由“红花无刺植株人工传粉给白花有刺植株，F1表型及其比例为红花无刺∶红花有刺=1∶1”可知，

亲代红花无刺植株的基因型为 AABb，白花有刺植株的基因型为 aabb。 由“图谱二为实验一中亲代红花无刺植株

（AABb）的电泳图谱”和“条带 1 和 2 是一对等位基因的条带，条带 3 和 4 是另一对等位基因的条带”可知，条

带 1 为 a，条带 2 为 A。亲代和 F1的基因型中仅含 A/a 和 B/b 中各一种基因的个体为亲代白花有刺植株（aabb），

因此由图谱一可知，条带 3 为 b，条带 4为 B。

（3）由“F2表型及其比例为红花无刺∶红花有刺∶白花无刺∶白花有刺=6∶3∶2∶1”可知，F2中红花∶白花=3∶1，

无刺∶有刺=2∶1。①若 F2表型出现的原因是某一基因型的个体完全致死所致，则当且仅当致死个体的基因型为

BB 时才能出现 F2四种表型对应的比例。若 F2表型出现的原因是某一基因型的配子部分致死所致，则由 F2中“无

刺∶有刺=2∶1”和“F1表型及其之比为红花无刺∶红花有刺=1∶1”可知，含有基因 B 的卵细胞 50%致死，含有

基因 b 的卵细胞和含有基因 B、b 的花粉均存活。

②若以 F2为材料，设计一代杂交实验验证①中的两种假说，则实验方案是 F2中无刺与有刺做正交和反交，观察

并统计子代的表型及比例。若含有基因 B 的卵细胞只有 50%致死，含有基因 b的卵细胞和含有基因 B、b 的花粉

均存活，则无刺（♂）与有刺（♀）杂交子代的表型及比例为无刺∶有刺=1∶1；无刺（♀）与有刺（♂）杂交

子代的表型及比例为无刺∶有刺=1∶2。

33.（10 分，每空 2分）

（1）糖尿病患者在排出大量糖的同时，也带走了大量水分

（2）自身免疫 1 风疹病毒感染后出现的细胞毒性 T 细胞识别、接触并裂解胰岛 B 细胞，胰岛

素合成、分泌减少

（3）胰高血糖素、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答出两种即可）

【解析】（1）糖尿病患者血糖高，当血糖含量高到一定程度时，糖就从肾脏排出而出现糖尿。糖尿病患者在排出

大量糖的同时，也带走了大量水分，于是会出现多尿、口渴、多饮的现象。

（2）由“风疹病毒感染后，患者血液中出现识别胰岛 B细胞的细胞毒性 T 细胞”可以推知，感染风疹病毒后，

机体产生针对风疹病毒免疫时，对自身胰岛 B 细胞造成损伤，因此由风疹病毒引起的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病。

由于风疹病毒感染后出现的细胞毒性 T 细胞识别、接触并裂解胰岛 B细胞，胰岛素合成、分泌减少，因此由风疹

病毒引起的糖尿病属于 1 型糖尿病。

（3）出现“苏木杰现象”的原因是糖尿病患者服药后夜间血糖降低。当血糖浓度降低时，胰高血糖素、肾上腺

素、糖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等的分泌量增加，血糖浓度升高，从而出现早餐前血糖过高的现象。

34.（11 分）

（1）消费者（1 分） 加快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对植物传粉和种子的传播有重要作用（2 分）

（2）物理（和行为）（1分） 高原鼠兔的种群密度（2 分）

（3）在无人机干扰下，高密度组的种群密度增长率相对值明显大于低密度组（低密度时，无人机处理组的高原

鼠兔种群密度增长率显著低于无处理组）（1 分）；高密度时，无人机处理组和无处理组的高原鼠兔种群密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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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无显著差异（1分）

（4）否（1 分） 若将高原鼠兔完全消灭，则会影响其天敌等其他生物，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不利于

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2分）

【解析】（1）由“啃食牧草”可知，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来说，高原鼠兔属于消费者，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的

主要作用是加快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对植物传粉和种子的传播也具有重要作用。

（2）由“仿生无人机模拟高原鼠兔的捕食者”和无人机出的声音均是无人机向高原鼠兔传递信息，因此无人机

向高原鼠兔传递的是物理信息（和行为信息）。每个洞口中具有一定数量的高原鼠兔，因此调查一定区域内有高

原鼠兔活动的洞口数，可以对高原鼠兔的种群密度进行估算。

（3）由实验结果可知，在有无人机干扰下，高密度组的种群密度增长率相对值明显大于低密度组（低密度时，

无人机处理组的高原鼠兔种群密度增长率显著低于无处理组）；高密度时，无人机处理组和无处理组的高原鼠兔

种群密度增长率无显著差异，因此高密度的高原鼠兔可以有效地降低由于捕食风险带来的繁殖抑制。

（4）若将高原鼠兔完全消灭，则会影响其天敌等其他生物，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不利于当地生态系统的

稳定，故将高原鼠兔完全消灭的观点不合理。

35.（11 分）

（1）RNA 聚合酶识别和结合的部位，有了它才能驱动基因转录出 mRNA，最终获得所需要的蛋白质（2分）

（2）Bam HI 和 BglⅡ切割 DNA 后产生相同的黏性末端（2 分）

（3）Bam HI 和 Eco RI（2 分） （琼脂糖）凝胶电泳（1 分） X抗生素（1 分） Y抗生素（1 分）

（4）花粉管通道（2 分）

【解析】（1）启动子是一段有特殊结构的 DNA 片段，位于基因的首端，它是 RNA 聚合酶识别和结合的部位，有了

它才能驱动基因转录出 mRNA，最终获得所需要的蛋白质。

（2）由题意可知：Bam HⅠ切割得到的黏性末端为 5'-GATC－3'，BglⅡ切割得到的黏性末端也为 5'-GATC－3'，

二者切割 DNA 后获得的黏性末端相同。当目的基因用 Bam HⅠ和 Bgl Ⅱ切割，质粒用 Bam HⅠ切割后，由于能获

得相同的黏性末端，因此切割后的目的基因与质粒可通过 DNA 连接酶连接在一起。

（3）目的基因用限制酶 Bam HⅠ和 Bgl Ⅱ处理，质粒用限制酶 Bam HⅠ处理，剪切后的目的基因和质粒连接在

一起形成的重组质粒有两种类型：①正向连接：抗虫基因经 Bam HⅠ酶切后的黏性末端靠近质粒的启动子一侧，

且保留 Bam HⅠ酶切位点，Bgl Ⅱ酶切后的黏性末端靠近质粒的终止子一侧，且保留 Bam HⅠ和 Bgl Ⅱ的酶切位

点。②反向连接：抗虫基因经 Bam HⅠ酶切后的黏性末端靠近质粒的终止子一侧，且保留 Bam HⅠ酶切位点，Bgl

Ⅱ酶切后的黏性末端靠近质粒的启动子一侧，且保留 Bgl Ⅱ的酶切位点。正向连接和反向连接的重组质粒用 Bam

HⅠ和 Eco RI 酶切后，各自的两种 DNA 片段长度不同，因此，通过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产物大小进行区分。将用

限制酶 Bam HⅠ处理的质粒和含“抗虫基因”DNA 的片段混合，加入 DNA 连接酶进行连接反应，用得到的混合物

直接转化受体菌。由于 Y抗生素抗性基因结构被破坏，X 抗生素抗性基因结构正常，因此将受体菌首先培养在含

X抗生素的固体培养基，含有质粒和重组质粒的受体菌可以增殖，形成菌落。在上述筛选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影

印接种的方法将在含 X 抗生素的固体培养基长出的菌落接种到含 Y 抗生素的固体培养基，从而筛选出含有插入了

目的基因的重组质粒的受体菌单菌落。

（4）将抗虫基因转入植物体内时，可采用我国科学家独创的花粉管通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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