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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一第一章 走近细胞 第 1 节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P002 问题探讨 

1．提示：可以将大熊猫和冷箭竹的几种器官、组织制成装片或切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这些组织是否由细胞构成；或者查阅科学研究文献，利用科学家已经获得的研究结果为证据。 

2．提示：评价时注重证据获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P003 思考·讨论 

1．通过对动植物体的解剖和显微观察获得证据，通过归纳概括形成结论。 

2．可信。因为在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中，科学家不仅运用了不完全归纳法，还揭示了

动物、植物的个体与细胞的内在规律性关系（如细胞是动物、植物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动

物体是由受精卵这个细胞发育而成的），这样的科学归纳比一般的不完全归纳更具可信度。

这一结论，实际上是阐释了植物和动物在结构上的一致性，由此突破了植物学和动物学之间

的壁垒，也推动了人们对细胞深入地开展研究。 

3．“所有的细胞都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细胞”，这暗示着人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凝聚着漫

长的进化史；细胞学说主要阐明了生物界的统一性，因为它揭示了动物和植物的统一性，从

而阐明了生物界的统一性。 

4．通过分析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领悟到的科学发现具有以下的特点。 

（1）科学发现需从观察入手。 

（2）科学发现的过程离不开技术的支持。 

（3）科学理论的形成需要观察与归纳概括的结合。 

（4）科学学说的建立是一个不断修正和发展的过程。 

P007 思考·讨论 

1．叶的表皮细胞主要起保护作用；心肌细胞是心脏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心肌细胞收

缩、舒张使得心脏得以搏动。 

2．冷箭竹的光合作用发生在叶肉细胞中，因为这些细胞含有叶绿体；大熊猫的血液运

输氧的功能靠红细胞完成。 

3．大熊猫和冷箭竹繁殖后代关键是靠生殖细胞完成的。 

（通过上面 3 个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动植物体的生命活动是靠一个个细胞完成的。） 

4．生物圈的碳氧平衡与地球上所有生物细胞的生命活动都有关系，因为基本上每个细

胞都要进行呼吸作用消耗氧气和释放二氧化碳，而绿色植物的一些细胞和蓝细菌能进行光合

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正因为有了细胞的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才能保持生物圈中

的碳氧平衡。 

P008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4）√。 

2．C。 

3．本题提示如下。 

（1）人体皮肤：本切片图中可见上皮组织的细胞、角质保护层细胞（死亡）和皮下结

缔组织中的多种细胞；迎春叶：表皮细胞（保护）、保卫细胞（控制水分蒸发和气体进出）、

叶肉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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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区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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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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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进行举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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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尽管没有细胞的结构，但病毒必须寄生在细胞中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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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一章 走近细胞 第 2 节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P009 问题探讨 

1．从图中至少可以看出 5 种细胞，它们分别是：红细胞、白细胞、口腔上皮细胞、洋

葱根尖细胞和洋葱表皮细胞。这些细胞共同的结构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植物细胞还

有细胞壁，人的成熟红细胞没有细胞核）。 

2．提示：细胞具有不同的形态结构是因为生物体内的细胞所处的位置不同，功能不同，

是细胞分化的结果。例如，红细胞呈两面凹的圆饼状，这有利于与氧充分接触，起到运输氧

的作用；洋葱表皮细胞呈长方体形状，排列紧密，有利于起到保护作用。 

P009 探究·实践 

1．使用高倍镜观察的步骤和要点是：（1）首先用低倍镜观察，找到要观察的物像，移

到视野的中央；（2）转动转换器，用高倍镜观察，并轻轻转动细准焦螺旋，直到看清楚物

像为止。 

2．提示：这些细胞在结构上的共同点是：有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植物细胞还有

细胞壁。各种细胞之间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可能原因是：这些细胞的位置和功能不同，其结

构与功能相适应，这是个体发育过程中细胞分化产生的差异。 

3．提示：从模式图中可以看出，大肠杆菌没有明显的细胞核，没有核膜，细胞外有鞭

毛，等等。 

P011 旁栏 

“原核细胞”中的“原”字指“原始”的含义；“真核细胞”中的“真”字指“真正”的含义；从进

化的视角看，真核细胞是由原核细胞进化而来的。 

P012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 

2．D。 

3．提示：根瘤菌是细菌，属原核细胞，没有成形的细胞核，植物细胞有成形的细胞核。 

二、拓展应用 

1．提示：细胞之所以会有统一性，是因为细胞来源于细胞，即新细胞是从老细胞通过

分裂而形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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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原体与细菌的细胞结构的区别是：支原体没有细胞壁。 



2．（3）支原体是原核生物。 

P014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C。2．D。3．D。4．C。 

二、非选择题 

1．画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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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质、细胞核（或储存遗传物质的场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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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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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可以有不同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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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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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植物、真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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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的目的不是让学生在知识层面获得

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活跃思维，认识生物界的复杂性。 

3．（2）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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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 1 节 细胞中的元素和化合物 

P016 问题探讨 

示例：为什么组成地壳和细胞的各种元素的相对含量差异很大？ 

P016 思考·讨论 

1．在玉米细胞和人体细胞中含量较多的四种元素是一样的，都是 C、H、O、N。这是

因为玉米和人都是生物，组成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水、糖类、脂类和蛋白质等物质，这些物

质含有 C、H、O，蛋白质中还含有大量的 N 元素。 

2．提示：细胞中有些元素含量很少，但是却有重要作用，如在玉米细胞中，S 只有

0.17%，Mg 只有 0.18%，但很多蛋白质都含有 S，叶绿体中的叶绿素分子就含有 Mg，如果

缺少 S 或 Mg，细胞就不能合成这些蛋白质或叶绿素。 

3．提示：组成玉米细胞中 O 元素的含量明显要高于人体细胞，而 N 元素的含量明显又

低于人体细胞，这说明玉米细胞和人体细胞中的不同有机物的含量有差别，如玉米细胞中的

糖类要多一些，而人体细胞中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多一些；C 元素的含量也有区别，这与玉米

和人体的物质和结构组成有关。 

P0017 旁栏 

提示：梨的果实细胞中糖类和水等物质多，不含叶绿素。 

P018 探究·实践 

1．略。 

2．略。 

3．不同生物材料中有机化合物的种类、含量有差异，因此在日常膳食中要遵循“多样、

均衡”的原则，满足机体生命活动的需要。 



P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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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质和核酸有关。 

2．不能。因为生命系统内部是一个严谨有序的结构，不是由物质随意堆砌而成的。 

必修一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 2 节 细胞中的无机物 

P020 问题探讨 

1．提示：水在细胞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水是细胞结构的重要组成成分；

水是细胞内的良好溶剂，许多种物质必须溶解在水中，细胞内的许多化学反应也都需要有水

的参与；多细胞生物体的绝大多数细胞必须浸润在以水为基础的液体环境中；通过水在生物

体内的流动，可以把营养物质运送到各个细胞，同时，也把各个细胞在代谢中产生的废物运

送到排泄器官或者直接排出体外。总之，各种生物体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 

2．提示：表中的氯化钠、氯化钾、磷酸二氢钠、磷酸二氢钾、碳酸氢钠等都属于无机

盐，它们在饮料中以离子的形式存在。运动员在运动中会大量出汗，出汗时人体会排出大量

无机盐，所以要给他们补充无机盐。无机盐可以调节细胞的生命活动，也是许多有机物的重

要组成成分。 

P022 思考·讨论 

1．提示：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不能缺少叶绿素，而叶绿素的分子结构中不能缺少的元

素之一就是 Mg。Mg 是叶绿素的组成元素之一，因此，它对于光合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缺

Mg 使叶绿素的形成受到阻碍，进而影响光合作用。 

2．提示：人体内血红蛋白和红细胞的减少都可以导致贫血。血红蛋白的分子结构不能

缺少的一种元素就是 Fe。缺 Fe 会导致血红蛋白的合成障碍，从而引起贫血。缺铁性贫血是

一种常见的贫血症。 

3．提示：这说明了 P对于植物正常的生长发育是必不可少的。P作为植物生长发育所必

需的大量元素之一，是许多重要化合物（如核酸、ATP 等）和生物膜等的重要组成成分，也

在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等与能量代谢有关的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当 P 供应不足时，核酸的

合成会受到影响，并会波及蛋白质的合成，还会影响体内糖类的代谢。因此，缺乏 P 的植株

会由于糖类代谢障碍而出现叶片颜色异常，并且长得矮小、结实率低。 

P021 旁栏 

离子 在人体或植物中的功能 

Na+ 人体体液的组成成分，调节体液渗透压；参与形成膜电位，维持神经和肌

肉的正常兴奋性。 

K+ 人体体液的组成成分，维持离子浓度平衡、调节体液渗透压；参与形成膜

电位，维持神经和肌肉的正常兴奋性。 

Ca2+ 促进牙齿和骨骼生长；调节神经、肌肉的敏感性等。 

Mg2+ 参与构成叶绿素，与某些酶的活性有关。 



Fe2+/Fe3+ Fe3+和 Fe2+在人体内可以相互转化，其中 Fe2+是血红蛋白及某些含铁酶类的

成分。 

Cl- 人体体液的组成成分，维持离子浓度平衡；是胃酸的重要成分。 

SO4
2− 人体体液的组成成分，参与调节体液渗透压；硫元素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

成分，也是多种维生素的组成成分。 

PO4
3− 其中磷元素是构成骨骼、牙齿、肌肉及血液的重要元素，促进酶的活动，

形成 ATP；PO4
3−与 H+结合形成的HPO4

2−/H2PO4
−是人体内很重要的缓冲

对。 

HCO3
− HCO3

−及其与 H+结合形成的 H2CO3 是血浆中最重要的缓冲对（H2CO3/ 

HCO3
−），对于调节正常血浆的 pH 有重要意义；也是保护胃黏膜的重要成

分。 

P022 旁栏 

2．提示：盐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它的主要成分是 NaCl。虽然 Na+和 Cl-在

细胞的代谢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越多越好。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每人

每天食盐摄入量以 5 g 为宜。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显示，虽然我

国居民平均每天烹调用盐量在 2012 年比 2002 年下降了 1.5 g，但还是达到了 10.5 g，而且中

老年群体食盐消费量明显高于青少年群体。摄人盐过多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很大。例如，有大

量证据表明，增加盐的摄入会增加高血压及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高盐饮食与骨质疏

松症、糖尿病等相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低盐饮食，某些疾病患者可能要维持相

当水平的盐摄人量。该思考题可以让学生体会到适度与平衡的重要性。 

P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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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 3 节 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 

P023 问题探讨 

1．糖类是细胞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主要能源物质。 

2．这说明细胞可以将葡萄糖转化为脂肪。 

P026 思考·讨论 

1．提示：脂肪主要分布在人和动物体内的皮下、大网膜和肠系膜等部位。某些动物还

在特定的部位储存脂肪，如骆驼的驼峰。 

2．提示：花生、油菜、大豆、向日葵、松、核桃、蓖麻等植物都含有较多的脂肪，这

些植物的脂肪多储存在它们的种子里。 

3．提示：脂肪除了可以储存大量能量，还具有隔热、保温和缓冲的作用，可以有效地

保护动物和人体的内脏器官。 

4．提示：相关内容可参考“背景资料”中的“关于脂肪和胆固醇的争议”。 

P024 旁栏 

在糖尿病病人的饮食中，米饭、馒头等主食也需限量，是因为这些主食富含淀粉，淀粉

经消化分解后生成的是葡萄糖。 



P025 旁栏 

除淀粉外的复杂糖类，如纤维素、果胶等，被称为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大量存在于蔬菜、

水果、海藻和粮食（特别是粗粮）等植物性食物中；它们既不能被肠道消化、吸收，也不能

产生能量，只是肠道里的匆匆过客，最终混在食物残渣里，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但膳食

纤维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和排空。所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排便就会通畅，并

且减少患大肠癌的机会，还有利于降低过高的血脂和血糖等，从而有利于维护心脑血管的健

康、预防糖尿病、维持正常体重等。由于膳食纤维具有如此重要的保健作用，因此一些科学

家把它称作人类的“第七类营养素”。 

P027 旁栏 

北京鸭细胞中的糖类和脂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北京鸭摄入的糖类过多时，糖类在鸭

体内就转变成了脂肪，并在皮下组织等处储存起来。 

P027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 

2．C。 

二、拓展应用 

202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备注：现行版本教材应该删除了下题 

0．（1）提示：添加糖类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 50 g，最好控制在 25 g 以上；淀粉等糖类

和脂肪的摄入量也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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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膳食宝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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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备注：以下是现行版本教材第 1 题的答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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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备注：以下是现行版本教材第 2 题的答案 

2．鱼肝油主要含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维生素 D 有助于细胞吸收和储存钙和磷，所

以当婴幼儿服用钙片时，医生会建议同时服用鱼肝油来促进钙的吸收。当维生素 D缺乏时，

婴幼儿容易患佝偻病、软骨病等。 

必修一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 4 节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P028 问题探讨 

1．用某些动物组织提取的胶原蛋白制作手术缝合线，能够被人体组织吸收，是因为组

成动物和人体的胶原蛋白是相似的物质。 

2．提示：这种手术缝合线要变为小分子物质才能被吸收，初中学习过食物中的蛋白质

要分解为氨基酸才能被吸收，因此说蛋白质在化学组成上应该可以分为更小的分子。 

P029 思考·讨论 

1．每种氨基酸至少都含有一个氨基和一个羧基，并且都有一个氨基和一个羧基连接在

同一个碳原子上。 

2．“氨基酸”代表了氨基酸分子结构中的主要部分——氨基和羧基。 



P031 思考·讨论 

1．氨基酸脱水缩合形成二肽、三肽……多肽；一条肽链按照一定形态折叠、盘曲构成

空间结构；多条肽链构成更为复杂的空间结构。 

2．食物中的蛋白质要经过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肠肽酶等多种水解酶的作用，才能分

解为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进人人体细胞后，要脱水缩合形成二肽、三肽……多肽，由多肽链

构成人体蛋白质。人体蛋白质与食物中的蛋白质不一样，其具有完成人体生命活动的结构和

功能。 

3．10 个氨基酸能够组成 2110 条互不相同的长链。氨基酸的数目、种类、排列顺序的多

样性，以及蛋白质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是蛋白质种类多种多样的原因。 

P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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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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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分子都要在人体细胞内重新合成不同的蛋白质在人体内执行不

同的功能。 

2．（1）5，4，4。 

2．（2）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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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重其中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 

必修一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第 5 节 核酸是遗传信息的携带者 

P034 问题探讨 

1．DNA 是遗传物质，携带有遗传信息，不同个体的遗传信息一般都有区别，因此，

DNA 能够提供犯罪嫌疑人的信息。 

2．提示：可以进行亲子鉴定；鉴别在地震等灾害中遇难亲属的遗体等。 

P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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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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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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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数病毒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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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向推销人员询问该核酸保健品的成分、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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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二章 组成细胞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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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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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略。 

2．蛋白质的功能是由氨基酸种类、数目和排列顺序、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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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就不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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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陨石中发现了氨基酸，且非地球所有，这说明宇宙中很可能还存在与地球生物类

似的生命形式。因为氨基酸是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而蛋白质又是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 

必修一第三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 第 1 节 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P040 问题探讨 

1．活细胞的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染料台盼蓝是细胞不需要的物质，不易通过细胞膜，

因此活细胞不被染色。死细胞的细胞膜失去控制物质进出细胞的功能，台盼蓝能通过细胞膜

进入细胞，死细胞能被染成蓝色。 

2．细胞膜作为细胞的边界，具有控制物质进出的功能。 

P042 思考·讨论 

1．最初对细胞膜成分的认识，是通过对现象的推理分析得出的。 

2．因为磷脂分子的“头部”亲水，“尾部”疏水，所以在水—空气的界面上磷脂分子是“头

部”向下与水面接触，“尾部”则朝向空气的一面。科学家因测得从哺乳动物成熟的红细胞中

提取的脂质，铺成单分子层的面积恰为红细胞表面积的 2 倍，才得出膜中的脂质必然排列为

连续的两层这一结论。 

3．由于磷脂分子有亲水的“头部”和疏水的“尾部”，在水溶液中，朝向水的是“头部”，

“尾部”受水的排斥。当磷脂分子的内外两侧均是水环境时，磷脂分子的“尾部”相对排列在内

侧，“头部”则分别朝向两侧水的环境，形成磷脂双分子层。细胞的内外环境都是水溶液，所

以细胞膜磷脂分子的“头部”向着膜的内外两侧，而“尾部”相对排在内侧，形成磷脂双分子层。 

4．如果将磷脂分子置于水—苯的混合溶剂中，磷脂的“头部”将与水接触，“尾部”与苯

接触，磷脂分子分布成单层。 

P045 旁栏思考题 

一是因为水分子极小，可以通过由于磷脂分子运动而产生的间隙；二是因为膜上存在水

通道蛋白，水分子可以通过通道蛋白通过膜。 



P046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 

2．B。 

二、拓展应用 

1．提示：把细胞膜与窗纱进形类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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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类比也有不妥之处。例如，窗纱是一种简单的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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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地包

裹其中。 

2．（2）由于脂质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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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被细胞以胞吞的方式进入细胞，从而使药物在细胞内发挥作用。 

必修一第三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 第 2 节 细胞器之间的分工合作 

P047 问题探讨 

1．提示：研制大飞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部门的合作与配合，缺少任何

一个部门都难以完成研制的工作。 

2．提示：细胞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细胞内分布着诸多的“部门”，它们既有分工又有

合作，共同配合完成生命活动。例如，分泌蛋白的合成中，细胞核是遗传信息库，蛋白质的

合成要在遗传信息的指导下进行，核糖体是合成蛋白质的场所，同时内质网、高尔基体等细

胞器也在蛋白质合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细胞的生命活动也是需要多个“部门”和“车

间”协调配合完成的。 

P050 探究·实践 

1．叶绿体的形态和分布有利于接受光照，进行光合作用。例如，叶绿体大多呈椭球形，

在不同光照条件下会改变方向。在弱光下，叶绿体以其椭球体的正面朝向光源，在强光下，

叶绿体以其椭球体的侧面朝向光源。这使得叶绿体在弱光下能接受较多的光照，在强光下能

避免被灼伤。又如，叶片栅栏组织（接近上表皮）细胞中的叶绿体较海绵组织（接近下表皮）

的细胞中的多，这使得叶片的叶绿体能够接受更多的光照进行光合作用。 

2．提示：细胞质是细胞代谢的主要场所。细胞质中含有细胞代谢所需要的原料、代谢

所需的催化剂酶、细胞器等物质与结构。细胞质的流动，为细胞内物质运输创造了条件，从

而保障了细胞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P051 思考·讨论 

1．分泌蛋白是在内质网上的核糖体中合成的。 

2．提示：分泌蛋白从合成至分泌到细胞外，经过了核糖体、内质网、高尔基体和细胞

膜等结构。分泌蛋白在核糖体上合成，在内质网内加工，由囊泡运输到高尔基体做进一步的

加工，再由囊泡运输到细胞膜，与细胞膜融合，将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 

3．提示：需要能量，如核糖体在将氨基酸连接成肽链的过程中就需要能量，囊泡与细

胞膜融合将蛋白质分泌到细胞外去的过程也需要能量。这些能量主要是由线粒体通过有氧呼

吸提供的。 

P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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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酶体中含有多种水解酶，但溶酶体膜却不会被水解。根据这一事实，可以作出多种合

理假说。例如，膜的成分可能被修饰，使得酶不能对其发挥作用；溶酶体膜可能因为所带电

荷或某些特定基团的作用而能使酶远离自身；可能因膜转运物质使得膜周围的环境（如 pH）

不适合酶发挥作用；等等。 

必修一第三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 第 3 节 细胞核的结构和功能 

P054 问题探讨 

说明了克隆牛的性状是由细胞核决定的。 

P054 思考·讨论 

1．美西螈皮肤的颜色是皮肤表皮细胞内的黑色素决定的。表皮细胞内合成了黑色素，

使皮肤呈黑色，不能合成黑色素的，皮肤呈白色。细胞内黑色素的合成是由细胞核控制的。 

2．没有细胞核，细胞就不能分裂、分化。 

3．细胞核是细胞生命活动的控制中心。 

4．伞藻的形态结构取决于细胞核。 

5．提示：克隆牛是由重组的卵细胞发育成的。重组细胞包含了母牛乙的细胞核和母牛

甲的细胞质。由这一重组细胞发育成的克隆牛性状几乎与母牛乙一模一样，这说明性状是由

细胞核决定的。克隆牛所有的细胞都来自重组细胞的细胞分裂，其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与母

牛乙的遗传物质相同。 

6．细胞核具有控制细胞代谢与遗传的功能。 

P056 旁栏思考 

提示：同一生物体内的所有细胞都来自于受精卵的分裂，细胞内的“蓝图”都是一样的。

体内细胞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多样，是细胞分化的结果。 

P058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 

2．C。 

3．D。 

二、拓展应用 

1．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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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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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三章 细胞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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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胞有丝分

裂相关、合成蛋白质。 



2．（1）高尔基体、内质网、线粒体 

2．（2）一定流动性 

2．（3）蛋白质与脂质 

2．（4）细胞膜与核膜、控制物质出入细胞的 

必修一第四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 第 1 节 被动运输 

P062 问题探讨 

1．烧杯中的水分子进入漏斗中导致漏斗液面升高。事实上半透膜两侧的水分子都能够

通过扩散作用自由进出，但由于蔗糖溶液中水的相对含量（单位体积中的水分子数）比烧杯

中的水的相对含量低，因此，烧杯中的水扩散到漏斗中的速度比漏斗中的水扩散到烧杯中的

速度相对更快些，导致漏斗中水量增加，液面上升。如果漏斗管足够长，当管内的液面上升

到一定高度之后，管中的水柱产生的压力将加快漏斗中水分向外扩散的速度，最终达到平衡，

液面将不再上升。 

2．不会，因为纱布不是半透膜，孔隙很大，可溶于水的物质都能够自由通过，包括水

分子和蔗糖分子都能通过。 

3．漏斗管中的液面将保持不变。 

P063 思考·讨论 

1．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是大分子有机物，不能透过细胞膜，它相当于“问题探讨”中的

蔗糖分子。 

2．是（是“相当于”，不是“等同”）。 

3．不一定。因为红细胞吸水膨胀后细胞内液浓度也会下降，如果外界溶液浓度不是很

低，有可能细胞内液浓度下降后与外界溶液的浓度达到平衡，此时，红细胞将不再吸水。 

4．取决于红细胞内外溶液的浓度差，一般情况下，浓度差越大时，细胞吸水或失水越

多。 

5．因为生理盐水的浓度与血浆的浓度基本一致，血细胞不会因为过度吸水或失水而出

现形态和功能上的异常。 

P065 旁栏思考题 

因为甘油、乙醇等都是脂溶性物质，与磷脂分子有较强的亲和力，容易通过磷脂双分子

层出入细胞。 

P067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 

2．D。 

3．B。 

二、拓展应用 

1．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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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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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介于这两个浓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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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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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四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 第 2 节 主动运输与胞吞、胞吐 

P069 问题探讨 

1．不是。 



2．需要细胞提供能量。 

3．具有普遍性。 

P071 思考·讨论 

1．细胞膜结构的流动性是胞吞、胞吐的基础；胞吞、胞吐过程中膜的变形本身也体现

了膜的流动性。 

2．因为游离于细胞质基质中的核糖体，所合成的蛋白质也只能游离于细胞质基质中。

由于蛋白质是大分子有机物，无法直接通过被动运输或主动运输穿过细胞膜运输到细胞外，

所以一般只能留在细胞内供细胞自身使用。而附着在内质网上的核糖体合成的蛋白质能够进

入内质网腔中，并借助囊泡移动进入高尔基体，经加工包装后，包裹在囊泡中的蛋白质就可

以胞吐的方式分泌到细胞外。 

P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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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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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四章 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A。 

2．A。 

3．C。 

4．D。 

二、非选择题 

1．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是：自由扩散；协助扩散；主动运输；高浓度到低浓度，

不需要转运蛋白、不需要能量；高浓度到低浓度，需要转运蛋白、不需要能量；低浓度到高

浓度，需要载体蛋白、需要能量；大分子有机物、颗粒物进出细胞的方式、需要能量；O2、

CO2出入细胞；血液中的葡萄糖进人红细胞；红细胞吸收 K+；细胞分泌蛋白质类激素。 

2．（1）K+和 Mg2+这两种离子的浓度细胞内大于细胞外，细胞若要吸收这两种离子必

须逆着浓度梯度进行。 

2．（2）Na+和 Cl-这两种离子的浓度细胞内小于细胞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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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缓慢增大后趋于稳定、蔗糖溶液、清水 

3．（3）乙二醇、增大 

3．（4）大液泡 



必修一第五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 1 节 降低化学反应活化能的酶 

P076 问题探讨 

1．便于取出实验材料（肉块），排除物理性消化对肉块的影响，确定其是否发生了化

学性消化。 

2．是胃内的化学物质将肉块分解了。 

3．提示：收集胃内的化学物质，看看这些物质在体外是否也能将肉块分解。 

P077 探究·实践 

1．2号试管放出的气泡多。这一现象说明加热能促进过氧化氢的分解，提高反应速率。 

2．不能。 

3．说明 FeCl3中的 Fe3+和新鲜肝脏中的过氧化氢酶都能加快过氧化氢分解的速率。 

4．4 号试管的反应速率比 3 号试管快得多。说明过氧化氢酶比 FeCl3 的催化效率高得多。

细胞内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成千上万种化学反应，这些化学反应需要在常温、常压下高效率

地进行，只有酶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说酶对于细胞内化学反应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P079 思考·讨论 

1．巴斯德认为发酵与活细胞有关，是合理的；认为发酵是整个细胞而不是细胞中的某

些物质在起作用，是不正确的。李比希认为引起发酵的是细胞中的某些物质，是合理的；认

为这些物质只有在酵母细胞死亡并裂解后才能发挥作用，是不正确的。 

2．提示：巴斯德是微生物学家，特别强调生物体或细胞的作用；李比希是化学家，倾

向于从化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的争论促使后人把对酶的研究目标集中在他们争论的焦点

上，使科学研究更加有的放矢。 

3.毕希纳的实验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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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纳历时 9 年，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科学精神，将酶提纯出

来。成功属于不畏艰苦的人。 

5.可参考下一小节教材关于酶本质的叙述。 

P080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D。2．D。 

二、拓展应用 

1．本小节“探究·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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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试管的区别在于比 1 号试管多了催化剂。3 号试管与 4 号试管

之间也可以起相互对照作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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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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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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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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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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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纳：酶是蛋白质。 

3．提示：可用第 2 章中学过的检测蛋白质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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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85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D。 



2．B。 

3．D。 

二、拓展应用 

1．提示：这个模型中 A 代表某类酶，B 代表底物，C 和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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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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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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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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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五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 2 节 细胞的能量“货币”ATP 

P086 问题探讨 

1．萤火虫发光的生物学意义主要是相互传递信号，以便繁衍后代。 

2．萤火虫腹部后端细胞内的荧光素，是其特有的发光物质。 

3．有。萤火虫腹部细胞内一些有机物中储存的化学能，只有在转变成光能时，萤火虫

才能发光。 

P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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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五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 3 节 细胞呼吸的原理和应用 

P090 问题探讨 

1．通气可以给酵母菌提供呼吸需要的氧气，利于酵母菌进行旺盛的细胞分裂；密封则

是避免空气进入，便于酵母菌在无氧条件下分解有机物产生酒精。 



2．在有氧条件下，酵母菌分解营养物质释放的能量多，这些能量可以为酵母菌细胞进

行物质代谢和细胞分裂提供充足的动力。 

3．密封发酵时，酵母菌将有机物转化为酒精的同时，能为自己的生命活动提供少量能

量。 

P090 探究·实践 

B 瓶应封口放置一段时间后，再连通盛有澄清石灰水的锥形瓶。这是因为 B 瓶在封口后，

培养液液面上方的空气中还存在一定量的氧气，静置一段时间，让酵母菌将这部分氧气消耗

尽，再连通盛有澄清石灰水的锥形瓶可认为检验的是酵母菌的无氧呼吸释放的气体。 

P093 思考·讨论 

1．有氧呼吸的能量转化效率大约为 34 %。结合上一节所学内容，1 mol ATP 分子的高

能键含有 30.54 kJ 的能量，因此，1 mol 葡萄糖能够使 32 mol ADP 分子转化为 ATP 分子。 

2．提示：燃烧是一种迅速释放能量的过程，而有氧呼吸过程则是逐步缓慢释放能量，

这种方式保证有机物中的能量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可以使有机物中的

能量逐步地转移到 ATP 中；能量缓慢有序地释放，有利于维持细胞的相对稳定状态。 

P094 旁栏思考题 

 
P095 思考·讨论 

1．略。 

2．提示：酸奶制作是利用了乳酸菌无氧呼吸；收获后的粮食要晒干再贮藏，就是通过

降低细胞呼吸速率来延长贮存时间。 

P096 思维训练 

提示：这一论点包含两个要点：线粒体原本是一种独立生存的细菌，后来与真核细胞共

生成细胞内的结构。由此可见，证据 1、证据 3和证据 4，能够支持这一论点，而证据 2不支

持。 

P096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 

2．C。 

3．B。 

二、拓展应用 

1．提示：松土透气可以使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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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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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五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第 4 节 光合作用与能量转化 

P097 问题探讨 

1．用人工光源生产蔬菜，可以避免由于自然环境中光照强度不足导致光合作用强度低

而造成的减产。同时，人工光源的强度和不同色光是可以调控的，可以根据植物生长的情况

进行调节，以使蔬菜产量达到最大。 

2．影响光合作用的因素很多，既有植物自身条件，也有外界环境条件。二氧化碳浓度、

营养液和温度是影响植物生长的重要外部条件，因此要进行控制，以便让植物达到最佳的生

长状态。 

P098 探究·实践 

1．滤纸条上有 4 条不同颜色的色素带，从上到下依次为：胡萝卜素（橙黄色）、叶黄

素（黄色）、叶绿素 a（蓝绿色）和叶绿素 b（黄绿色）。 

2．滤纸条上的色素带说明了绿叶中的色素有 4 种，它们在层析液中的溶解度不同，随

层析液在滤纸上扩散的快慢也不同；同时由于 4 种色素的颜色不同，也说明不同色素吸收了

不同波长的光。 

P099 旁栏思考题 

绿色光源发出绿色的光，这种波长的光线不能被光合色素吸收，因此无法用于光合作用

中制造有机物。 

P100 思考·讨论 

1．恩格尔曼第一个实验的结论是：氧气是叶绿体释放出来的，叶绿件是绿色植物进行

光合作用的场所（虽然教参是这么写的，不宜得此结论）。 

2．提示：实验材料选择水绵和好氧细菌，水绵的叶绿体呈螺旋式带状，便于观察，用

好氧细菌可确定释放氧气多的部位；没有空气的黑暗环境排除了氧气和光的干扰；用极细的

光束照射，叶绿体上有光照多和光照少的部位，相当于一组对比实验；临时装片暴露在光下

的实验再一次验证了实验结果，等等。 

3．这是因为水绵叶绿体上的光合色素主要吸收红光和蓝紫光，在此波长光的照射下，

叶绿体会释放氧气，适于好氧细菌在此区域分布。 

4．叶绿体是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并且能够吸收特定波长的光。 

P101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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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

的，即红藻反射出红光，绿藻反射出绿光，褐藻反射出黄色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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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性短文要求资料新颖、证据确凿、逻辑清晰、言之有理。 

P102 思考·讨论 

1．不能说明。希尔反应仅说明了离体叶绿体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发生水的光解，产生氧

气。该实验没有排除叶绿体中其他物质的干扰，也并没有直接观察到氧元素的转移。 

2．能够说明。希尔反应是将离体叶绿体置于悬浮液中完成的，悬浮液中有 H2O，没有

合成糖的另一种必需原料——CO2，因此，该实验说明水的光解并非必须与糖的合成相关联，

暗示着希尔反应是相对独立的反应阶段。 

3．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中的氧元素全部来源于水，而并不来源于 CO2。 

4．合理即可。例如： 

 
P104 思考·讨论 

 
 

2．物质联系：光反应生成的 ATP 和 NADPH 供暗反应 C3的还原，而暗反应为光反应提

供了 ADP、Pi 和 NADP+。能量联系：光反应为暗反应提供了活跃的化学能，暗反应将活跃

的化学能转化为有机物中稳定的化学能。 

P105 旁栏思考题 

用这种方法观察到的 O2 的产生量，实际是光合作用的 O2 释放量，与植物光合作用实际

产生的 O2量不同，没有考虑到植物自身呼吸作用对 O2的消耗。 

P106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 
2．D 
3．提示：按照教材第 103 页图 5-14 解答。 

二、拓展应用 

1．（1）光照强度逐渐增大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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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光照强度不断减弱 

1．（4）光照强度、温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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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炉炉子、喷淋降温等，提高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强度。 



2．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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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回归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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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瓶中空

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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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幼苗正在处于生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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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五章 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 复习与提高 

一、选择题 

1．B；2．B；3．B；4．C；5．D；6．D 

二、非选择题 

1． 

 
 

2．（1）随着 CO2浓度的增加，作物的光合作用速率随之提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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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光合作用速率增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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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制约因素。所以单纯增加 CO2不能使反应速率倍增。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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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可以鼓励学生大胆

作出合理推测，而不局限于说出上述答案。 

2．（4）提示：回答本题的关键是摒弃简单的线性思维方式，要从生命活动的复杂性角

度去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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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六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第 1 节 细胞的增殖 

P110 问题探讨 

1．象与鼠相应器官和组织的细胞在大小上无明显差异。 

2．生物体的长大，既靠细胞生长增大细胞的体积，也要靠细胞分裂增加细胞的数量。 

P114 思考·讨论 

1．动物细胞有丝分裂和植物细胞有丝分裂在染色体的行为、染色体和 DNA 数量变化的

共同规律是：在前期，染色质丝螺旋缠绕，缩短变粗形成染色体，每条染色体由两条并列的

姐妹染色单体组成，此时染色体的数量不变，但 DNA 的数量较体细胞加倍；在中期，染色

体的着丝粒都排列在赤道板上；在后期，染色体的着丝粒分裂成两个，两条姐妹染色单体分

开，在纺锤丝的牵引下分别移向细胞的两极，此时染色体的数量加倍，而 DNA 的数量保持

不变；在末期，染色体逐渐变成细长而盘曲的染色质丝，末期结束后子细胞中染色体和

DNA 的数量与亲代相同。 

2．动物细胞的有丝分裂过程与植物细胞的不同点是：第一，动物细胞有由一对中心粒

构成的中心体，中心粒在间期倍增，成为两组。进入分裂期后，两组中心粒分别移向细胞两

极。在这两组中心粒的周围，发出大量放射状的星射线，两组中心粒之间的星射线形成了纺

锤体；第二，动物细胞分裂的末期不形成细胞板，而是细胞膜从细胞的中部向内凹陷，最后

把细胞缢裂成两部分，每部分都含有一个细胞核。 

3．细胞有丝分裂的重要意义是：将亲代细胞的染色体经过复制（关键是 DNA 的复制）

之后，精确地平均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由于染色体上有遗传物质 DNA，因而在细胞的亲

代和子代之间保持了遗传的稳定性。 

P115 思维训练 

1．细胞越小，表面积与体积的比值越大。 

2．细胞越大，表面积与体积的比值越小，物质运输的效率就越低。 

3．细胞不是越小越好，因为细胞中有众多的必需物质和细胞器，细胞太小，就没有足

够的空间，细胞就不能进行相应的生命活动，发挥出相应的生理功能。 

P116 探究·实践 

1．处于分裂间期的细胞最多，因为细胞周期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间期。 

2．某时期的细胞数占计数细胞总数的比例越大，该时期的时间越长。 

P117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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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六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第 2 节 细胞的分化 

P118 问题探讨 

1．健康人会不断产生新的血细胞，补充到血液中去。 

2．骨髓中造血干细胞能够通过增殖和分化，不断产生不同种类的血细胞。 

P118 思考·讨论 

1．这些细胞在形态上相差很大，结构上也有区别，功能上各不相同，但总体上都由细

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 

2．在正常情况下，它们是不能恢复成早期胚胎细胞的；这四种组织中的某种细胞不会

转变成其他组织的细胞。 

P120 思考·讨论 

1．从资料 1 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分化的细胞在离体培养下能够形成完整的植物

体。 

2．能。 

3．将肠上皮细胞单独培养不能获得新的个体；与资料 1 中的实验相比，资料 2 中的实

验说明已分化的动物细胞的细胞核仍具有全能性。 

P121 旁栏思考题 

已分化的动物体细胞的细胞核中含有该动物几乎全部的遗传物质（少数遗传物质存在于

线粒体的 DNA 中）。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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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六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第 3 节 细胞的衰老和死亡 

P123 问题探讨 

1．提示：老年人白头发的形成与毛囊细胞的衰老有密切的关系，毛囊黑色素细胞衰老，

细胞中的酪氨酸酶活性降低，黑色素合成减少，头发就会变白。 

2．老年人体内还会有幼嫩的细胞，如精原细胞仍能增殖产生精子，造血干细胞一生都

能增殖和产生各种类型的血细胞；年轻人体内也有衰老的细胞，如皮肤表皮细胞衰老成角质

层细胞，最后细胞调亡、脱落。 

3．人体衰老与细胞衰老并不是一回事。人体内的细胞总是在不断更新着，总有一部分

细胞处于衰老或走向死亡的状态。但从总体上看，个体衰老过程也是组成人体细胞普遍衰老

的过程。 

P124 旁栏思考题 

老年斑是由于细胞内的色素随着细胞衰老而逐渐积累造成的。衰老细胞中出现色素聚集，

主要是脂褐素的堆积。脂褐素是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产物，是一种不溶性颗粒物。不同的细

胞在衰老过程中脂褐素颗粒的大小也有一定的差异。皮肤细胞的脂褐素颗粒较大，就出现了

老年斑。 

P125 思考·讨论 

1．从实验一中得出的结论是：年龄越大的个体的体细胞可增殖代数越少，年龄越小的

个体的体细胞可增殖代数越多，细胞增殖的能力与个体的年龄有密切的关系。 

2．细胞核对细胞分裂的影响大一些。 

P127 思维训练 

1．细胞的寿命与分裂能力无关。寿命短的细胞不一定能分裂，如白细胞的寿命只有

5~7d，但也不能分裂。 

2．有关系。 

3．提示：学生可作出各种推测。皮肤表皮细胞的寿命约为10d，生发层细胞分裂能力强。 

P127 练习与应用 

一、概念检测 

1．（1）×；（2）√；（3）√；（4）×。 

2．C。 

二、拓展题 

提示：细胞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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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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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一第六章 细胞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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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1．（2）19.3、17.3、2 
2．（1）判断的依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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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起的结果。 



2.（2）细胞凋亡的特点是:严格的由遗传机制决定的程序性控制，是由基因所决定的细

胞⾃自动结束生命的过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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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