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材课后习题答案

第1章 走近细胞

第1节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4)√ 2.C

3.(1)人体皮肤纵切切片:图中可见上皮组织细胞

(起保护、分泌、排泄、感觉等作用)、角质保护层

细胞(起保护作用)和皮下结缔组织中的多种细

胞(有连接、缓冲压力、储存能量、保温作用)等;

迎春花的叶横切切片:图中可见表皮细胞(起保

护作用)、保卫细胞(控制水分蒸发和气体进出)、

叶肉细胞(能进行光合作用)、导管细胞(运输水

和无机盐)、筛管细胞(运输有机物),等等。 

(2)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的共同点:有细胞膜、细

胞质、细胞核;区别:植物细胞有细胞壁、液泡,有

些植物细胞还有叶绿体。 (3)因为人体皮肤和

迎春叶都是由多种组织组成的。例如,人体皮肤

由上皮组织、结缔组织、神经组织和肌肉组织组

成,这些不同的组织按照一定的次序结合在一起

构成行使保护等功能的器官。

二、拓展应用

1.提示:可用已学过的植物或动物的分类、细胞所

具有的结构进行举例,也可以结合生活经验进行

举例。运用不完全归纳法时,要审慎地接受所得

出的结论,归纳时需要注意抓住所归纳对象的本

质特征。

2.病毒尽管没有细胞结构,但病毒必须寄生在活细

胞中才能生存,依靠细胞中的物质来合成自己需

要的物质,离开了细胞,病毒就不能长时间生存,

因此说,病毒的生活是离不开细胞的。

3.如果“新细胞都是从老细胞中产生的”不成立,细

胞一直可以从无机环境中自然发生,生物进化论

中生物都起源于共同原始祖先的观点就会受到

质疑。一切动植物都是由细胞发育而来的,并由

细胞和细胞产物所构成,说明动物和植物的统一

性,从而阐明了生物界的统一性,这也支持生物

有着共同起源的观点。

第2节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D

3.根瘤菌是细菌,属于原核细胞,没有成形的细胞

核,植物细胞有成形的细胞核。因此,可以根据

有无以核膜为界限的细胞核来区分这两者。

二、拓展应用

1.细胞之所以会有统一性,是因为细胞来源于细

胞,即新细胞是老细胞通过分裂形成的,所有细

胞都来自一类共同的祖先,所以具有统一性。细

胞的多样性是在进化过程中,由于自然选择等原

因,细胞出现结构分化,分别承担不同功能而产

生的。

2.(1)支原体与动物细胞结构的区别是支原体没有

成形的细胞核,只有游离的DNA和核糖体一种

细胞器。 (2)支原体与细菌的细胞结构的区别

是支原体没有细胞壁。 (3)支原体是原核生物。












































































—1—



 生物学  必修1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C 2.D 3.D 4.C

二、非选择题

1.三个问号所表达的连接词,从左到右为不具有、

具有、具有。

2.(1)细胞膜和细胞质 (2)眼虫、衣藻 含有叶绿

体,能进行光合作用,衣藻还有细胞壁 变形虫、

草履虫 具有细胞膜、细胞质和成形的细胞核,

不具有细胞壁 (3)眼虫有叶绿体,与植物细胞

类似;眼虫有眼点能感受光的刺激,有鞭毛,能运

动,这些特征与动物类似。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眼虫与植物和动物都有相同之处,说明眼虫可能是

与植物、动物共同祖先很接近的生物

3.(1)示例1:因为细胞是基本的生命系统,科学家

一般将人工合成生命定义为人工组装细胞,从这

个意义上说,人工合成脊髓灰质炎病毒还不能称

为人工合成生命。示例2:病毒由生物大分子构

成,并且能自我复制,具备生物的一些基本特征,

因此在生物学上一般认为它是不同于真核生物

和原核生物的一类特殊的生物,从这个意义上

说,人工合成脊髓灰质炎病毒也可以视为人工合

成生命。(此题为开放性试题,合理即可) (2)

人工合成病毒的研究,其意义具有两面性,用绝

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全面的。从肯

定的角度看,人工合成病毒可以使人类更好地认

识病毒,如研制抵抗病毒的药物和疫苗,从而更

好地为人类的健康服务;从否定的角度看,人工

合成病毒的研究也可能会合成某些对人类有害

的病毒,如果这些病毒传播开来,或者被某些人

用作生物武器,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第2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1节 细胞中的元素和化合物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

3.C 4.B
二、拓展应用

1.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虽然组成细胞的元

素来自无机环境,但是构成细胞的主要元素C、

H、O、N的含量与无机环境差异很大,这与细胞内

的有机化合物如糖类、脂质、蛋白质和核酸等有关。

2.不能。因为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是细胞,将细胞内

含有的各种物质放在试管中,它们不能构成细胞

这种结构。

第2节 细胞中的无机物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 (2)× (3)×
二、拓展应用

1.质量分数为0.9%的氯化钠溶液的浓度,正是人

体细胞所处液体环境中溶质的浓度,所以叫生理

盐水。当人体需要补充盐溶液或输入药物时,应

输入生理盐水或用生理盐水作为药物的溶剂,以

保证人体细胞的生活环境维持在稳定的状态。

2.水是生命之源,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就是起源于水

中的。科学家在火星上发现了流动水的痕迹,说

明那里可能有自由流动的水。同时,那里的土壤

中还含有生命必需的一些元素,所以科学家才会

作出这样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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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课后习题答案  

第3节 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C
二、拓展应用

1.(1)添加糖如白砂糖、冰糖等每天的摄入量应控

制在当日摄入总能量的5%,最好控制在25g以

下;淀粉等糖类和脂肪的摄入量也要控制在一定

的范围内。 (2)提示:总的原则是摄入的营养

总量要适宜,不少也不多;各类营养的比例要适

当,可以参照“平衡膳食宝塔”合理安排营养搭配

比例,具体建议要根据家人的健康状况而定。例

如,家人如果患糖尿病,就需要适当减少糖类的

摄入,少吃含糖量高的食物。

2.糖类是生物体所利用的主要能源物质,尤其是大

脑和神经系统所利用的能源必须由糖类来供应。

而脂肪是生物体内最好的储备能源。脂肪是非

极性化合物,可以以无水的形式储存在体内。虽

然糖原也是动物细胞内的储能物质,但它是极性

化合物,是高度的水合形式,在机体内储存时所

占的体积相当于同等重量的脂肪所占体积的4倍

左右,因此脂肪是一种很“经济”的储备能源。与

糖类氧化相比,在生物细胞内脂肪的氧化速率比

糖类慢,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此外,糖类氧化

既可以在有氧条件下也可以在无氧条件下进行,

所以对于生物体的生命活动而言,糖类和脂肪都

可以作为储备能源,但是糖类是生物体生命活动

利用的主要能源物质。

第4节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4)√

2.A 3.A 4.B
二、拓展应用

1.食物中的蛋白质是大分子有机物,它们都要被消

化成细胞可以吸收的小分子物质才能被人体吸

收,这些小分子物质都要在人体细胞内重新合成

不同的蛋白质以在人体内执行不同的功能。因

此,“吃什么补什么”的说法并不科学。

2.(1)5 4 4 (2)略 (3)不能。因为氨基酸的

排列顺序决定了脑啡肽的功能,如果氨基酸排列

顺序变了,新的物质就不具有脑啡肽的镇痛功能。

3.必需氨基酸是人体细胞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必须

从食物中获得,因此在评价各种食物中蛋白质成

分的营养价值时,人们应注重其中必需氨基酸的

种类和含量。

第5节 核酸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C 3.C 4.C

二、拓展应用

1.(1)“一切疾病都与基因受损有关”过于绝对,疾

病有的是基因受损导致的,还有很多是受到细菌

等病原体影响导致的。“基因是核酸片段”属于概

念有误,核酸包括DNA和RNA,除了少数病毒,

生物的基因是DNA上有遗传效应的片段。“补

充某些特定的核酸,可增强基因的修复能力”这是

混淆概念关系以误导消费者。人们吃的食物中已

经含有很多核酸,不需要额外补充核酸,核酸也不

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人体内不缺乏合成核酸

的原料;人体细胞不会直接利用外来核酸,无论是

食物中的核酸,还是补充特定的核酸,都不能直接

被细胞利用,都要被消化系统内的酶分解后才能

被人体细胞利用;细胞内的基因修复有复杂的机

制,补充核酸不会增强基因修复能力。

(2)向推销人员询问该核酸保健品的成分、功效,

以及如何起到保健作用的原理;运用已学习的核

酸知识与推销员交流,传递正确的营养保健知识;

表明不会购买核酸保健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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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A 2.B 3.D 4.D 5.A 6.D 7.A 8.B

二、非选择题

1.(1)冬小麦的含水量从9月至12月处于下降趋

势,因为随着冬季来临,气温下降,细胞中自由水

的含量显著下降有助于抵抗低温冻害。 (2)在

寒冷的情况下,自由水可以结成冰而伤害植物,

结合水则不会结冰。因此,冬季来临时,冬小麦

细胞内自由水的比例逐渐降低,而结合水的比例

逐渐上升,可以避免气温下降时自由水过多导致

容易结冰而损害自身,这是植物适应环境的一种

表现,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3)略

2.蛋白质的功能是由氨基酸种类、数目和排列顺

序,以及肽链折叠或盘曲形成的空间结构决定

的。人的红细胞承担运输氧的作用,是因为血红

蛋白的结构适于运输氧;而心肌细胞主要是承担

心脏律动作用,其心肌蛋白的结构适于律动。

3.构成多糖的基本单位是葡萄糖,无论多少个葡萄

糖构成多糖,它的顺序没有什么变化。核酸则不

同,构成核酸的核苷酸,无论是脱氧核苷酸还是

核糖核苷酸,都各含4种碱基。核酸是由核苷酸

连接而成的长链,核酸分子中4种脱氧核苷酸(或

核糖核苷酸)在数量、排列顺序上就会千差万别,

从而能够承担起携带遗传信息的功能。因此说

核酸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而多糖不是。



































第3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

第1节 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B

二、拓展应用

1.把细胞膜与窗纱进行类比,合理之处是说明细胞

膜与窗纱一样可以允许一些物质出入,阻挡其他

物质出入。但这样的类比也有不妥之处。例如,

窗纱是一种简单的刚性结构,功能较单纯,细胞膜

的结构和功能要复杂得多;细胞膜是活细胞的重要

组成部分,活细胞的生命活动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而窗纱是没有生命的,它只能是被动地在起作用。

2.(1)由双层磷脂分子构成的脂质体,两层磷脂分

子之间的部分是疏水的,脂溶性药物能被稳定地

包裹在其中;脂质体的内部是水溶液的环境,能

在水中结晶的药物可被稳定地包裹在其中。 (2)

由于脂质体是由磷脂双分子层构成的,到达细胞后

可能会与细胞的细胞膜发生融合,也可能会以胞吞

的方式进入细胞,从而使药物在细胞内发挥作用。

第2节 细胞器之间的分工合作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2.A 3.C 4.B

5.提示:上图是动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图。细胞右

下方的叶绿体应该去掉;图中的内质网与高尔基

体标反了,应该对调;图中标注的染色质应改为

核仁。下图为成熟植物细胞的亚显微结构图。

图中标注的核糖体是中心粒,高等植物细胞中不

含有中心粒,应该去掉;图中标注的核仁应改为

叶绿体;标注的叶绿体应该改为线粒体。

二、拓展应用

 示例1:溶酶体膜的成分可能被修饰,使得酶不能

对其发挥作用。示例2:溶酶体膜可能因为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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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或某些特定基团的作用而能使酶远离自身。

示例3:因膜转运物质使得溶酶体膜周围的环境

(如pH)不适合酶发挥作用。(合理即可)

第3节 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2.C 3.D

二、拓展应用

1.染色体呈高度螺旋状态,这种状态有利于在细胞

分裂过程中移动并分配到子细胞中去,而染色质

处于细丝状,有利于DNA完成复制、转录等生命

活动。

2.有性生殖的子代继承了双亲的遗传信息,在子代

中双亲的遗传物质得到了重新组合,从而大大增

加了生物变异,增加了适应多变环境的能力,也

为进化提供了原材料。克隆是无性繁殖的产物,

克隆人与亲代相比,遗传物质是一样的,没有什

么变化,因而降低了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还

有,如果克隆人对某种疾病具有易感性,就可能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社会学意义上,克隆人没

有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这会冲击原有的家

庭和社会伦理观念,等等。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C 2.C 3.D 4.B 5.B 6.A

二、非选择题

1.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为:细胞质、细胞质基质、

细胞器、内质网、与细胞分裂相关、合成蛋白质。

2.(1)高尔基体、内质网、线粒体 (2)一定流动性

 (3)蛋白质与脂质 (4)细胞膜与核膜 控制物

质出入细胞













































第4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

第1节 被动运输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D 3.B

二、拓展应用

1.可以配制出一系列浓度梯度的蔗糖溶液,将紫色

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置于配好的各种浓度的蔗

糖溶液中,适当时间后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质壁分

离情况。记录刚好发生质壁分离的细胞所用的

蔗糖溶液浓度,以及刚好尚未发生质壁分离的细

胞所用的蔗糖溶液浓度,据此推算出细胞液溶质

浓度区间。

2.假设:温度变化会影响水分通过半透膜的扩散速

率。设计实验提示:可以借用本节问题探讨中的

渗透装置进行实验。将该渗透装置置于不同温

度的环境中,通过比较不同温度下漏斗管液面上

升速度的快慢,判定温度是否影响水分子的扩散

速度,实验中要注意排除各种无关变量的干扰,

如置于不同温度中的漏斗内的蔗糖溶液的量和

浓度必须相等,以确保实验的准确性。

第2节 主动运输与胞吞、胞吐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4)√ 2.A 3.A

二、拓展应用

1.放入蒸馏水中的草履虫,其伸缩泡的伸缩频率加

快,放入海水中的则伸缩频率减慢。

2.提示:主动运输和被动运输的区别之一是是否需









































—5—



 生物学  必修1

要能量,而能量来自细胞呼吸,故可通过抑制根

细胞呼吸,并观察无机盐离子吸收速率是否受影

响来判断其吸收过程属于主动运输还是被动运

输。具体步骤示例:取甲、乙两组生长状态基本

相同的柽柳幼苗,放入适宜浓度的含有Ca2+、K+

的溶液中;甲组给予正常的细胞呼吸条件,乙组

抑制细胞呼吸;一段时间后测定两组植株根系对

Ca2+、K+的吸收速率。若两组植株对Ca2+、K+

的吸收速率相同,说明柽柳从土壤中吸收无机盐

为被动运输;若乙组吸收速率明显小于甲组吸收

速率,说明柽柳从土壤中吸收无机盐是主动运输。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A 2.A 3.C 4.D

二、非选择题

1.

2.(1)K+和Mg2+ 这两种离子的浓度是细胞内大

于细胞外,细胞若要吸收这两种离子,必须逆浓

度梯度进行 (2)Na+和Cl- 这两种离子的浓

度是细胞内小于细胞外,细胞若要排出这两种离

子,必须逆浓度梯度进行

3.(1)渗出 增大 (2)缓慢增大后趋于稳定 蔗

糖 清水 (3)乙二醇 增大 (4)大液泡











































第5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1节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

一、酶的作用和本质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D 2.D

二、拓展应用

1.可以作为3号试管和4号试管的对照组 提示:本

小节“探究·实践”中涉及的自变量并非只有一

个,而是包括温度和催化剂两个变量,1号试管中

仅放置了过氧化氢溶液,可以起到对照作用。

2号试管与1号试管的区别在于温度,3号试管和

4号试管与1号试管的区别在于多了催化剂,3号

试管与4号试管之间也可以起相互对照作用。加

入2滴煮沸过的肝脏研磨液的5号试管,可以与

加入新鲜的肝脏研磨液的4号试管作对照;同理,

加入2滴蒸馏水的6号试管可以作为3号试管和

4号试管的对照组。

2.(1)巴斯德:发酵与活细胞有关,发酵是整个细胞而

不是细胞中的某些物质在起作用。 (2)李比希:引

起发酵的是细胞中的某些物质,但是这些物质只有

在酵母细胞死亡并裂解后才能发挥作用。 (3)毕

希纳:酵母细胞中的某些物质能够在酵母细胞破碎

后继续起催化作用,就像在活酵母细胞中一样。 
(4)萨姆纳:酶是蛋白质。 论文略。

3.用双缩脲试剂检测。在萨姆纳之前,之所以很难

鉴定酶的本质,主要是因为细胞中酶的提取和纯

化非常困难。

二、酶的特性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D 2.B 3.D

二、拓展应用

1.这个模型中A代表某类酶,B代表底物,C和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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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课后习题答案  

代表产物。这个模型的含义是酶A与底物B专

一性结合,催化反应的发生,产生了产物C和D。

这个模型可以类比解释酶的专一性。

2.(1)A点:随着反应底物浓度的增加,反应速率加

快。B点:反应速率在此时达到最高。C点:反应

速率不再随反应底物浓度的增加而升高,维持在

相对稳定的水平。 (2)如果A点时温度升高

10℃,曲线上升的幅度变小,因为图中原曲线表

示在最适温度下催化速率随底物浓度的变化温

度。高于或低于最适温度,反应速率都会变慢

(图略)。 (3)该曲线表明,B点的反应底物的浓

度足够大,是酶的数量限制了反应速率的提高,

这时加入少量的酶,会使反应速率加快(图略)。

第2节 细胞的能量“货币”ATP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B 2.D 3.B 4.C

二、拓展应用

1.吸能反应,如葡萄糖和果糖合成蔗糖的反应需要

消耗能量,是吸能反应,这一反应所需要的能量

是由ATP水解为ADP时释放能量来提供的。

放能反应,如丙酮酸的氧化分解能够释放能量,

是放能反应。这一反应所释放的能量除以热能

形式散失外,还用于ADP转化为ATP的反应,

储存在ATP中。

2.在储存能量方面,ATP同葡萄糖相比具有以下两

个特点:一是ATP分子中含有的化学能比较少,

一分子ATP转化为ADP时释放的化学能大约

只是一分子葡萄糖的1/94;二是ATP分子中所含

的是活跃的化学能,而葡萄糖分子中所含的是稳定

的化学能。葡萄糖分子中稳定的化学能只有转化

为ATP分子中活跃的化学能,才能被细胞利用。

3.植物、动物、细菌和真菌等生物的细胞内都具有能

量“货币”ATP,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生物界具有

统一性,也反映种类繁多的生物有着共同起源。

第3节 细胞呼吸的原理和应用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2.C 3.B

二、拓展应用

1.松土透气可以使根部细胞进行充分的有氧呼吸,

从而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和对无机盐的吸收,促进

作物生长,吸收更多的CO2,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现

象;增强根系的水土保持能力;避免根细胞由于

无氧呼吸产生酒精对根系造成的伤害。此外,松

土透气还有利于土壤中好氧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促使这些微生物对土壤有机物的分解,为植物生

长提供更多的CO2,也有可能导致局部大气CO2

浓度上升。松土不当,可能伤害植物根系;要根

据不同植物、植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等,采取不同

的松土方法。

2.有氧呼吸第一阶段与无氧呼吸第一阶段完全相

同,都不需要氧气,都与线粒体无关。联想到地

球的早期以及原核细胞的结构,可以大胆作出这

样的推测:在生物进化史上先出现无氧呼吸,而

后才出现有氧呼吸。继而推测,地球早期的单细

胞生物只进行无氧呼吸,体内骨骼肌细胞保留进

行无氧呼吸的能力,可以理解为漫长的生物进化

史在人类身上留下的印记,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人

体在进行长跑等剧烈运动时,在供氧不足的情况

下,骨骼肌细胞保留一定的无氧呼吸来供能,有

一定的适应意义。

第4节 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

一、捕获光能的色素和结构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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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学  必修1

二、拓展应用

1.有关,不同颜色的藻类吸收不同波长的光。藻类

本身的颜色是反射出来的光,即红藻反射出红

光,绿藻反射出绿光,褐藻反射出黄光。水对红、

橙光的吸收比对蓝、绿光的吸收要多,即到达深

水层的光线是短波长的光,因此,吸收红光和蓝

紫光较多的绿藻分布于海水的浅层,吸收蓝紫光

和绿光较多的红藻分布于海水深的地方。

2.提示: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植物工厂生产蔬菜

可以精确控制植物的生长周期、生长环境、上市

时间等,但同时面临技术难度大、操控要求高、需

要掌握各种不同蔬菜的生理特性等问题。综述

性短文只要证据确凿、逻辑清晰、言之有理,就

可以。

二、光合作用的原理和应用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2.D 3.略

二、拓展应用

1.(1)光照强度逐渐增大 (2)此时温度很高,导致

气孔大量关闭,CO2 无法进入叶片组织,致使光

合作用暗反应受到限制 (3)光照强度不断减弱

 (4)光照强度、温度 (5)根据本题信息,可以

利用温室大棚控制光照强度、温度的方式,如补

光、遮阴、生炉子、喷淋降温等,提高绿色植物光

合作用强度。

2.植物的生活需要水、无机盐、阳光、适宜的温度、

空气(含有二氧化碳),从给出的信息可以看出,

植物生长的基本条件都是满足的,因此,只要没

有病虫害等不利因素,这株植物(幼苗)就能够生

存一段时间,但究竟能够生存多长时间,涉及的

问题很多。潮湿的土壤含有水分,植物根系吸收

水分后,大部分可通过蒸腾作用散失到空气中,

由于瓶是密闭的,散失到空气中的水分能够凝

结,回归土壤供植物体循环利用。但是,随着植

株的生长,越来越多的水分通过光合作用成为有

机物的组成部分,尽管有机物能够通过呼吸作用

释放出二氧化碳和水(这些水既可以散失到空气

中回归土壤,也可以在叶片细胞中直接用于光合

作用),毕竟有机物是不断积累的,这意味着回归

土壤的水分会越来越少,有可能成为影响植物生

存的限制因素,因此,要预测植物生存的时间,需

要知道土壤含水量和植物体内有机物积累速率

等信息。土壤中的无机盐被植物根系吸收以后,

绝大部分成为植物体的组成成分(少量可能随落

叶归还土壤),因此难以循环利用,但植物对无机

盐的需要量是很少的,土壤中无机盐到底能满足

植物体生长多长时间的需要与土壤的多少、土壤

中各种无机盐的含量、植株的大小等有关,这些

信息是任务提示中没有给出的,因此不能从这方

面作出准确预测。从给出信息可知,在阳光和温

度方面不存在制约瓶中植物生存的问题。二氧

化碳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必需的原料之一,瓶中

的二氧化碳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被植物体利用,

转化为有机物。有机物通过植物的呼吸作用分

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可见二氧化碳在植物体和瓶

中空气之间是可以循环的。但是随着植株的生

长,有机物会不断积累,这意味着空气中所含的

二氧化碳会逐渐减少。要预测瓶中二氧化碳能

维持植物体生存多长时间,还需要知道瓶中二氧

化碳总量,植物体光合速率、呼吸速率或有机物

积累速率等信息。上述推理大多是建立在植物

体不断生长基础上的,这是因为玻璃瓶容积小,

植物幼苗正处于生长期。此外,瓶中植物生存时

间的长短,还与植物的种类有关。如果是寿命很

短的某种草本植物,即使瓶中各种条件长久适

宜,植物生存的时间也不会长。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B 2.B 3.B 4.C 5.D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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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课后习题答案  

二、非选择题

1.

关系 比较项目 光合作用 呼吸作用

区别

部位

含有叶绿体的

细胞,其场所是

叶绿体

所有生活的细

胞,主要场 所

是线粒体

条件 光 有光无光均可

原料 CO2 和H2O 有机物和O2

产物 有机物和O2 CO2 和H2O

实质

(物质和能

量转变)

CO2转化成糖类

等有机物,光能

转化为化学能储

存在葡萄糖等有

机物中

分解有机物产

生CO2和H2O,

同时释放能量

联系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光

合作用为生物的呼吸作用提供氧气和有机

物;对绿色植物而言,呼吸作用为光合作用提

供必要的能量,用于原料吸收和产物运输等

2.(1)光合作用速率提高 CO2 参与光合作用暗反

应,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CO2 增加,其单位时间

内与五碳化合物结合形成的三碳化合物也会增

加,形成的葡萄糖也增加 (2)NADPH和ATP

的供应限制、固定CO2 的酶活性不够高、C5 的再

生速率不 足、有 机 物 在 叶 绿 体 中 积 累 较 多 

(3)可能成立,若植物长期处于CO2 倍增下,降低

了固定CO2 的酶含量或者活性,当恢复到大气

CO2 浓度后,已经降低的固定CO2 的酶的含量或

活性未能恢复,又失去了高浓度CO2 的优势,因

此会表现出比大气CO2 浓度下更低的光合速率。

(可大胆作出合理推测,而不局限于说出上述答

案) (4)首先,不能只从光合作用效率可能提高

的角度来看待温室效应,而必须全面分析温室效

应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其次,仅从大气中CO2

比例增加是否提高光合作用速率的角度看,也不

能以线性思维来看待。植物光合作用受到温度、水

分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内部的酶的活性等因

素的影响,长期高CO2浓度可能使某些酶活性降低,

高温也可能引起植物其他的变化,如色素降低;同

时,温室效应导致气温升高,引起蒸发率升高而影响

水分供应,高温环境增强呼吸作用,消耗的有机物

也增多。因此,温室效应不一定会提高作物产量。
























































第6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第1节 细胞的增殖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2.
二、拓展应用

1.分裂间期持续时间明显比分裂期长,这是因为在

分裂间期,细胞要进行DNA分子的复制和有关

蛋白质的合成,即为分裂期进行物质准备,这都

需要时间。

2.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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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细胞的分化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2.D 3.D

二、拓展应用

1.同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比,用组织培养技术生产植

物幼苗的优势是快速、大量繁殖,不受季节影响,

同时还能保持植物的优良品质。

2.略

第3节 细胞的衰老和死亡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 (2)√ (3)√ (4)× 2.C

二、拓展应用

 细胞凋亡的速率与它们的功能有关系。因为白

细胞的主要功能是吞噬病菌等,所以白细胞凋亡

的速率很快。细胞凋亡不仅保证了多细胞生物

个体发育的正常进行,而且在维持生物体内部环

境的稳定、抵御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方面也都起

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C 2.A 3.C 4.D 5.A

二、非选择题

1.(1)略 (2)19.3 17.3 2

2.(1)判断依据:鸡爪胚胎发育时期有蹼,长成鸡爪

后蹼消失,所有鸡爪的形成都经历了这样的过

程,可见受到了严格的由遗传机制决定的程序性

控制,因此是细胞凋亡的结果。另外,细胞坏死

是指在种种不利因素影响下而导致的死亡。鸡

爪的形成没有出现不利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可能

是细胞坏死引起的结果。 (2)细胞凋亡的特

点:受到严格的由遗传机制决定的程序性调控,

是由基因所决定的细胞自动结束生命的过程。

(3)鸡爪和鸭掌在胚胎发育时期都有蹼,但鸡爪

的蹼由于细胞凋亡而消失,使得鸡爪能够适应陆

地生活,而鸭掌形成的蹼没有消失,这有利于鸭

很好地适应水生生活。由此可见,细胞凋亡有利

于生物体的生存。

3.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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