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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5/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6_B5_B7_c65_185512.htm 说明：楷书部分为试卷答案的

关键部分，请认真思考和记忆。 1。讲评：答案C 本题重点考

查稳态的概念。稳态是生命科学的一大基本概念。人们认识

到，不仅人体的内环境存在稳态，各个层次的生命系统都存

在稳态。稳态不是恒定不变，而是相对稳定的状态，即动态

平衡。 (1)微观领域(分子、细胞水平)的稳态：细胞内的各种

理化性质大致维持相对稳定如渗透压、pH值、Na/K离子的平

衡等；各种酶促反应的进行受到反馈调节酶活性的调节和酶

合成的调节；基因有选择地表达过程存在稳态；细胞内的各

种细胞器的数量同样也存在稳态。 (2)内环境(个体水平)的稳

态：生理学家将正常机体在神经系统和体液的调节下，通过

各个器官、系统的协调活动，共同维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状

态，叫内环境的稳态。稳态并不意味着稳定不变，而是指一

种可变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是靠完善的调节机制抵

抗外界环境的变化来维持的。免疫是机体的一种特殊的保护

性生理功能，通过免疫，机体能够识别“自己”、排除“非

己”，以维持内环境的平衡和稳定内环境的稳态。即稳态是

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调节网络来维持的，应强调免疫调

节在稳态维持中的作用。 (3)宏观领域(种群、群落、生态系

统和生物圈水平)的稳态： 种群数量的S型增长中，K值环境

容纳量说明了稳态；群落的演替，最后形成顶级群落也说明

了稳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

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



稳定性；生物圈的稳态生物圈的结构和功能能够长期维持相

对稳定的状态。 系统的稳态是通过反馈调节机制而实现的。

在一个系统中，系统本身工作的效果，反过来又作为信息调

节该系统的工作，这种调节方式叫做反馈调节。包括负反馈

调节和正反馈调节，我们一般见到的神经体液调节大部分是

负反馈，正反馈的例子有: 血液凝固、 排尿反射、分娩过程

等。 2。讲评：答案B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基础代谢率、物质

代谢、能量代谢、能源物质、激素调节等。 考查的能力：处

理和解释数据、根据实验数据作出合理解释的判断能力、能

够从试题中获取相关生物学信息的能力，并能运用这些信息

，结合所学的知识解决相关的生物学问题等。(见考试说明) 

少年儿童比成年人基础代谢率高，是因为他们处于生长发育

期，活泼好动，心率较快，体温偏高，需要较多的热能。并

且，他们的同化作用大于异化作用，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蛋

白质在体内不能储存这是本选项中最明显的错误。我们每天

吃的蛋白质，在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肠肽酶的消化作用下

，分解成氨基酸被人体吸收。如果氨基酸摄入太多，会经过

脱氨基作用，不含氮的部分转化为糖类和脂肪。人体合成的

蛋白质必须在DNA的指导下完成，蛋白质不能在体内储存。 

哺乳期的妇女因为分泌乳汁，体内激素与正常时区别较大，

还要照顾婴儿，基础代谢确实会显著提高，这是机体与外界

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基础代谢释放的能量确实来源于体内有

机物，主要是糖类物质，经过呼吸作用产生的能量大部分以

热能的形式释放，维持体温恒定，其余的能量转移到ATP(活

跃的化学能)中，供给体内的基础代谢的需要，如肠胃蠕动、

心脏跳动、神经传导和生物电等。 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即



包括分泌过多甲亢，代谢旺盛；也包括分泌减少，代谢缓慢

，基础代谢率较低。 3。讲评：答案A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水

分代谢、自由水和结合水的比例与新陈代谢的关系、呼吸作

用、影响呼吸作用的因素等。 考查的能力：理解文字、图表

中阐述生物学事实、、概念、原理和规律的能力，能够从试

题中获取相关生物学信息的能力，并能运用这些信息，结合

所学的知识解决相关的生物学问题等。(见考试说明) 本题的

图为冬小麦在不同时期含水量(自由水的量、结合水的量和鲜

重总含水量)和呼吸速率变化关系图。四条曲线，四个结果都

能在左右两个纵轴中找到结果，比较新颖，又有一定的难度

。同时，还要将实验结果与植物代谢(水分代谢、呼吸作用)

相结合，正确解释生命现象，难度就更大了。 从图中可以看

出，呼吸速率的变化与自由水的减少并没有表现出完全的正

相关，影响呼吸速率的主要外界因素还是温度，低温会抑制

酶的活性；当然也包括结合水与自由水含量的比值，比值较

高呼吸速率减慢，植物抗寒性增加(正相关)。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