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生物试卷 第 1 页 （共 8 页）

机密★启用前

2023—2024 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质量监测

七年级生物

本试卷共 4页，34小题，满分 100分。考试用时 6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将自己的学校、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在

答题卡上。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条形码粘贴处”。

2.作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 2B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选项的答案信息点

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

3.非选择题必须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作答，答案必须写在答题卡各题目指定区域

内相应位置上；如需改动，先划掉原来的答案，然后再写上新的答案；不准使用铅笔

和涂改液。不按以上要求作答的答案无效。

4.考生必须保持答题卡的整洁。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单选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广州动物园为小长臂猿“猿胜”举办周岁生日会，开展“猿来有你”科普互动活动，有关描述

错误．．的是 ( )

A．长臂猿的脑发育程度与人类一样

B．长臂猿和人类共同的祖先是森林古猿

C．长臂猿在现有环境下不能进化成人类

D．长臂猿、猩猩、大猩猩、黑猩猩都是现代类人猿

2．“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怀孕期间，即使生病，也不轻易服药，唯恐药物影响胎儿

发育。这是因为药品成分会通过以下结构进入胎儿 ( )

A．卵黄、脐带 B．羊水、胎盘 C．脐带、胎盘 D．脐带、母体

3．三胎政策全面放开以后，小雨爸爸想再生一个孩子，结果一直没能如愿。经检查是由于双侧输

精管阻塞，则他生理上表现为 ( )

A．第二性征不变 B．第一性征消失

C．不能分泌性激素 D．不能产生精子

4．小米脸上长了很多青春痘，经医生检查发现她体内的性激素分泌失调，这与题 4图中哪个器官

的功能有关 ( )

A．① B．②

C．③ D．④
题 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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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是人体内一个长得像小蝌蚪的细胞，在一个狹窄的管道里与搭档相遇并结合成一个新的细

胞；我们开始分裂,最终在个宽敞的房子里住下来……”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

A．“我”指的是精子 B．“新的细胞”指的是卵细胞

C．“狭窄的管道”指的是输卵管 D．“宽敞的房子”指的是子宫

6．科研人员在一个能提供营养物质，并能保持恒温的特殊容器中，利用干细胞获得了小鼠胚胎。

这个特殊容器相当于小鼠的 ( )

A．输卵管 B．卵巢 C．子宫 D．阴道

7．下列关于胚胎在母体内的发育过程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胚胎在母体内发育约 8周初具人形

B．胎儿的血液与母体的血液是不混合的

C．胚胎在母体内的发育经历了受精卵→胚泡→胚胎→胎儿

D．胚泡植入子宮内膜后，在胚胎与子宫壁接触的部分形成胚盘

【主题分析】尘肺病，无法呼吸的痛。该病是由于长期吸入粉尘，并在肺泡处积存引起肺部纤

维化，肺泡弹性下降，扩大受限导致呼吸困难。请根据资料完成第 8～9题。

8．尘肺病患者从外界吸入的粉尘通过呼吸道的顺序依次是 ( )

A．鼻→咽→喉→气管→支气管 B．鼻→咽→气管→支气管→肺

C．鼻→咽→喉→支气管→气管 D．鼻→咽→喉→支气管→气管→肺

9．尘肺病主要影响呼吸的哪一个过程 ( )

A.肺与外界的气体交换 B.肺与血液的气体交换

C.气体在血液里的运输 D.组织里的气体交换

10．长跑时，体育老师建议用鼻吸气，用口呼气，必要时用口辅助吸气。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

A．鼻腔内有鼻毛，可以阻挡吸入空气中的灰尘

B．经鼻腔处理后进入肺内的空气不含有害物质

C．鼻黏膜可分泌黏液，使吸入的空气变得湿润

D．鼻黏膜内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可使吸入的空气变得温暖

11．“白肺”是人体一种肺部炎症反应，临床表现为呼吸急促，血红蛋白与氧结合率降低等症状。关

于“白肺”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仅阻碍肺泡与外界的气体交换 B．患者的血液可以正常运输氧气

C．患者的血液中白细胞数量比正常值高 D．患者在平静状态下呼吸频率和心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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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进行肺部 X光检查时，医生常常要求受检者深吸气，便于清晰地看到肺部组织的状况，下列

对吸气过程描述正确的是 ( )

A．膈顶上升 B．膈肌舒张 C．肺内压力增大 D．胸廓容积扩大

13．被喻为“勤劳的搬运工”“忙碌的修补匠”“英勇的战士”的血细胞依次是 ( )

A．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 B．血小板、红细胞、白细胞

C．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 D．血小板、白细胞、红细胞

14．小华从广州到西藏拉萨后，由于高原地区氧气稀薄，出现头晕、乏力、眼前经常发黑等一系列

高原反应。主要原因是 ( )

A．温度太低，保暖不足 B．血液中的红细胞减少

C．营养补充不及时，能量不足 D．血红蛋白跟氧的结合减少

15．小文的扁桃体发炎了，他到医院先后进行了指尖采血、打吊瓶，这两个过程所涉及的血管是

( )

A．静脉 动脉 B．毛细血管 静脉 C．静脉 毛细血管 D．毛细血管 动脉

16．2024年央视 315晚会曝光了不少让大众想不到的食品安全问题。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下列

做法正确的是 ( )

A．淀粉肠使用鸡骨泥替代鸡肉 B．烤串店制作菜品使用隔夜食材

C．知名奶茶店更改食品有效期标签 D．水果店使用新鲜的水果制作果盘或者果汁

17．人体能量的供给主要以糖类为主，但在游泳（尤其是长时间的游泳）时，由于散热量大，加上

连续不停地划水，人体还需用到什么物质中储备的能量 ( )

A．脂肪 B．蛋白质 C．无机盐 D．维生素

18．广东阳江小吃“猪肠碌”登上了 2024年央视《回家吃饭》节目。“猪肠碌”里的馅是由豆芽、

河粉炒制，以整张粉皮包卷，扫上香油，撒上白芝麻和香葱。有关“猪肠碌”说法错误．．的是

( )

A．河粉富含的淀粉是重要的供能物质

B．香油含有的油脂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

C．豆芽含有的蛋白质是构成组织细胞的基本物质

D．香葱含有的维生素不是构成人体细胞的主要原料

19．DHA俗称“脑黄金”，是一种对人体非常重要的脂肪酸。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

A．DHA需要胆汁的消化 B．DHA在胃内开始被消化

C．DHA只能注射，不能口服 D．DHA在小肠可以直接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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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如下图表示人体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吸收的部分过程。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

A．若①为肝脏，则②中含有消化脂肪的酶 B．若②中含有淀粉酶，则①一定是肠腺

C．若④为毛细血管，则③可以表示吸收过程 D．若④为毛细血管，则③可表示淀粉

21．小丽想“测量食物核桃中的能量”，实验装置如题 21图，其操作与减少

实验误差无关的是 ( )

A．重复实验并求平均值

B．燃烧食物时挡风处理

C．让种子完全燃烧后测量水温

D．测量时温度计接触锥形瓶底

22．某班打算办一期以“人体消化与吸收”为主题，宣传中国学生营养日的黑板报。在同学们准备

的资料中描述错误的是 ( )

A．肝脏分泌的胆汁通过导管流入小肠 B．馒头咀嚼变甜是因为淀粉被分解为麦芽糖

C．胃腺分泌的胃液中含有能分解蛋白质的酶 D．维生素、无机盐主要在小肠内被消化吸收

23．呼吸道疾病，患者往往会产生痰液，请问痰液产生的部位是 ( )

A．咽 B．喉 C．气管和支气管 D．肺

24．在日常生活中，许多行为习惯关系着我们的健康和安全。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不要随地吐痰——防止传播细菌、病毒等

B．不要边吃饭，边说笑——防止食物误入气管

C．对胃有刺激的药物被装在用淀粉制作的胶囊中——胃不消化淀粉

D．牙龈出血应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水果、蔬菜中富含维生素 A

【主题探究】在“观察小鱼尾鳍的血液流动”实验中，观察到显微镜下小鱼尾鳍内血液在血管

内的流动情况如题 25～26 图所示，完成 25～26 题。

25．请判断标号③所指的血管是 ( )

A．小动脉 B．小静脉 C．毛细血管 D．血流速度最快的血管

题 25-26 图

题 2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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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实验操作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实验中选取活的小鱼进行观察 B．选用尾鳍色素多的小鱼，以便于观察

C．应选择低倍物镜观察血液的流动方向 D．用湿棉絮包裹，主要为了保证小鱼呼吸

27．人体细胞获得氧气经过如题 27图所示的 A、B、C过程来完成。下列说法错误的 ( )

A．过程 C是借助于呼吸运动实现的

B．过程 A和 B都是通过气体扩散实现的

C．①②代表的气体在 A过程中至少穿过一层细胞

D．①代表的气体是氧气，②代表的气体是二氧化碳

28．题 28图是小明同学在两种状态下的呼吸情况。据图分析错误的是 ( )

A．曲线 A是在相对平静状态下测得

B．曲线 B是在剧烈运动状态下测得

C．M点时，肋骨间的肌肉和膈肌都正处于舒张状态

D．曲线 B反映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都大于曲线 A

29．当血液通过肺泡周围毛细血管时，氧含量发生变化，下列能正确表示该变化曲线是 ( )

30．青春期是人一生中身心发展的“黄金时期”。下列做法不恰当的是 ( )

A．合理营养，多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 B．坚持锻炼，积极参加体育活动

C．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D．独立自主，不用与家人朋友交流

题28图

题27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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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31．小明学习了消化系统与合理营养的知识后，还能为家庭成员的健康提供帮助。请根据图 1中国

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图 2人体消化系统结构模式图以及 3图小肠壁纵切图，回答下列问题。

（在[ ]中填写相应的数字标号）

（1）小明放学后，望着爸爸的“啤酒肚”，给爸爸做了一顿减肥餐：米饭、清炒胡萝卜丝、

清炒西兰花，其中 这道菜能预防夜盲症。爸爸认为食物中缺少图 1中第 （填

字母）层的食物，这些食物能提供丰富的 ，是人体生长发育以及受损细胞的修复

和更新离不开的物质。妹妹因偏食出现牙龈出血等症状，小明建议妹妹多摄入图 1中

(填字母)层食物。

（2）小明妈妈吃饭细嚼慢咽，这样不仅帮助食物消化，还能减轻图 2中[ ]胃（填数字）

和肠的负担，食物经消化后主要在体内图 2中的[ ]小肠（填数字）内吸收。

（3）爸爸没有抵御住美食的诱惑，自己做了红烧小肠。小明看到爸爸清洗的小肠内表面有许

多环形结构如图 3，其中的[①] 表面有许多小肠绒毛；小肠绒毛腔内含有丰富的

[ ]毛细血管（填数字），该管壁及绒毛壁都由一层扁平的 构成。

（4）饭后，小明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盘子上的“油”很快就被洗涤剂洗干净，而“油”在人

体内的消化需要图 2的 [ ]肝脏（填数字）分泌的胆汁参与。

32．某生物兴趣小组的同学想探究“呼吸过程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于是设计了如下图所示实

验装置（A、B是两个活塞），请分析回答问题：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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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 1中，在进行实验过程中，甲瓶起到_________作用；操作者需要根据实验原理交替打

开、关闭两个活塞，呼气时应该关闭活塞_________（填字母）。

（2）图 1中该小组观察到的澄清石灰水变化现象是：甲瓶_________，乙瓶_________，由此

得出结论：呼出的气体与吸入的气体相比较，呼出的气体中_________的含量明显增加 。

（3）完成以上实验后，某同学查找资料发现空气中也有少量二氧化碳气体，因此产生疑惑：

“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主要是空气中原有的，还是人体代谢产生的。”于是改装实验装置如

图 2，进一步进行实验：反复吸气和呼气，观察锥形瓶中澄清石灰水的变化情况（注：氢氧化

钠溶液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①据此提出的问题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一段时间后，甲瓶中澄清石灰水无变化，乙瓶中澄清石灰水明显变浑浊，

由此得出结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呼出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组织细胞进行_________，利用氧气分

解有机物产生大量_________随呼气过程排出体外。

（4）为了提高实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减少实验误差，实验小组应该多次进行_________。

33．资料一 ：科学家开发出一种人造“塑料血”，它由可携带铁原子的塑料分子构成，能像血红

蛋白那样把氧输送至全身，可作为急救过程中的替代品。

资料二 ：目前科研人员已经研发出了管壁较厚的“三层仿生小口径人造血管”，模拟了人体

小动脉血管的三层解剖结构，具有抗凝血性能强，不易形成血栓，自身支撑力强，不易吸瘪的

特点。人造静脉血管尚未研制成功，在今后研制静脉血管应关注防止血液倒流的静脉瓣设计。

目前来讲，毛细血管研究难度大，几乎无可替代。

（1）资料一中提到的血红蛋白在氧含量高的地方容易与氧_________。人造“塑料血”，要替

代人体血液，除了有红细胞功能相同的塑料分子，还应具有白细胞和_________等血细胞功能

相同的塑料分子以及具有运输功能的_________成分。

（2）资料二中，人造的动脉血管是如题 33 图所示的血管_________（填字母），该人造动脉

血管需要满足以下条件：血流速度_________，管壁_________，弹性大；根据资料二，该人

造血管的哪些特点可以满足动脉血管的这些条件：__________________。（答出一点即可）

题3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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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二中，研制静脉血管应关注设计的结构是_________。人造血管无法成功代替毛细血

管的原因之一是难以设计出毛细血管与组织细胞进行_________交换的功能；毛细血管不仅管

壁很薄，管腔很小，还具有只允许_________单行通过的特点，设计难度大。

34．人类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有哪些重要事件发生呢？请按要求回答下

列问题：

图一 图二

（1）根据图一，从古人类“露西”的骨骼化石可以看出，“露西”下肢骨粗壮，这说明她的

运动方式可能是_________；图一中古人类使用过的石块有明显的加工痕迹，分别呈斧状和凿

状，由此推测此时的古人类已经具有_________简单工具的能力。

（2）古生物学家其后又在非洲这一地域发掘出 200 万~300 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而在其他地

区没有发现这么古老的人类化石。由此，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始祖在非洲”。根据

上述资料，判断下列陈述属于事实还是观点。

①古生物学家在非洲发掘出 200 万~300 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_________ (“事实”或“观点”)

②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的始祖在非洲”。_________ (“事实”或“观点”)

（3）图二为人类起源发展示意图，其中_________（填图中序号）代表森林古猿；人类进化历

程的正确排序为_________；从猿到人的进化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由树栖生活转变到地面生

活，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_________。

（4）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制造的工具越来越复杂，并且学会了使用_________烧烤食物，从而

改善了身体的营养，也有利于_________越来越发达。在群体生活中还产生了_________，使

得人类个体之间能更好地交流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