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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深化普通高

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桂政发〔2021〕

24 号）和《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教规范〔2021〕17 号）的要求，依据教

育部《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结

合我区普通高中教学实际，制定本考试说明。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命题的

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用。依据高校人才选拔要求和国家课程

标准，科学设计命题内容，优化试题呈现方式，增强基础性、

综合性，着重考查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对关键能力的考查，提升对学生核心素养

考查的有效性。注重考查考生科学和人文素养、创新精神及实

践能力，以利于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促进考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要求考生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生物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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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注重对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及社

会责任四个核心素养的考查。 

二、命题要求 

普通高中生物学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要按照普通高中生物

学课程标准、参照生物学学科教学基本要求进行命题。命题要

体现学科特点，着眼于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考核，既突

出重点，又注意覆盖面，符合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实际。加强情

境设计，注重试题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究性，重视考

查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考查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科学设置试题难度，命题要符合相

应学业质量标准，杜绝偏题和怪题。试卷结构简明、合理，题

量适度。 

三、考试内容 

普通高中生物学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内容为高中生物学必修课

程内容，包括两个模块，即模块 1 分子与细胞、模块 2 遗传与进化。

本考试以高中学业质量标准为依据，难度不超过学业质量二级水平

的要求。考试内容要求如下： 

（一）模块 1  分子与细胞 

内容要求 

概念 1 细胞是生物体结构与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1.1 细胞由多种多样的分子组成，包括水、无机盐、糖类、脂质、蛋白质和

核酸等，其中蛋白质和核酸是两类最重要的生物大分子 

1.1.1 说出细胞主要由 C、H、O、N、P、S 等元素构成，它们以碳链为骨架

形成复杂的生物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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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求 

1.1.2 指出水大约占细胞重量的 2/3，以自由水和结合水的形式存在，赋

予了细胞许多特性，在生命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 

1.1.3 举例说出无机盐在细胞内含量虽少，但与生命活动密切相关 

1.1.4 概述糖类有多种类型，它们既是细胞的重要结构成分，又是生命活

动的主要能源物质 

1.1.5 举例说出不同种类的脂质对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有重要作用 

1.1.6 阐明蛋白质通常由 20 种氨基酸分子组成，它的功能取决于氨基酸

序列及其形成的空间结构，细胞的功能主要由蛋白质完成 

1.1.7 概述核酸由核苷酸聚合而成，是储存与传递遗传信息的生物大分子 

1.2 细胞各部分结构既分工又合作，共同执行细胞的各项生命活动 

1.2.1 概述细胞都由质膜包裹，质膜将细胞与其生活环境分开，能控制物

质进出，并参与细胞间的信息交流 

1.2.2 阐明细胞内具有多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担负着物质运输、合成与分

解、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等生命活动 

1.2.3 阐明遗传信息主要储存在细胞核中 

1.2.4 举例说明细胞各部分结构之间相互联系、协调一致，共同执行细胞

的各项生命活动 

1.3 各种细胞具有相似的基本结构，但在形态与功能上有所差异 

1.3.1 说明有些生物体只有一个细胞，而有的由很多细胞构成，这些细胞

形态和功能多样，但都具有相似的基本结构 

1.3.2 描述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最大区别是原核细胞没有由核膜包被的

细胞核 

概念 2 细胞的生存需要能量和营养物质，并通过分裂实现增殖 

2.1 物质通过被动运输、主动运输等方式进出细胞，以维持细胞的正常代谢

活动 

2.1.1 阐明质膜具有选择透过性 

2.1.2 举例说明有些物质顺浓度梯度进出细胞，不需要额外提供能量；有

些物质逆浓度梯度进出细胞，需要能量和载体蛋白 

2.1.3 举例说明大分子物质可以通过胞吞、胞吐进出细胞 

2.2细胞的功能绝大多数基于化学反应，这些反应发生在细胞的特定区域 

2.2.1 说明绝大多数酶是一类能催化生化反应的蛋白质，酶活性受到环境

因素（如 pH和温度等）的影响 

2.2.2 解释 ATP 是驱动细胞生命活动的直接能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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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求 

2.2.3 说明植物细胞的叶绿体从太阳光中捕获能量，这些能量在二氧化碳

和水转变为糖与氧气的过程中，转换并储存为糖分子中的化学能 

2.2.4 说明生物通过细胞呼吸将储存在有机分子中的能量转化为生命活动

可以利用的能量 

2.3细胞会经历生长、增殖、分化、衰老和死亡等生命进程 

2.3.1 描述细胞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分裂，其中有丝分裂保证了遗传信息

在亲代和子代细胞中的一致性 

2.3.2 说明在个体发育过程中，细胞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方面发生特异性

的分化，形成了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体 

2.3.3 描述在正常情况下，细胞衰老和死亡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过程 

探究性学习活动 

1.检测生物组织中的还原糖、脂肪和蛋白质 

2.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流动 

3.尝试制作真核细胞的结构模型 

4.使用光学显微镜观察各种细胞 

5.通过模拟实验探究膜的透性 

6.观察植物细胞的质壁分离和复原 

7.探究酶催化的专一性、高效性及影响酶活性的因素 

8.提取和分离叶绿体色素 

9.探究不同环境因素对光合作用的影响 

10.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 

11.制作和观察根尖细胞有丝分裂简易装片，或观察其永久装片 

 

（二）模块 2  遗传与进化 

内容要求 

概念 3 遗传信息控制生物性状，并代代相传 

3.1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信息主要编码在 DNA分子上 

3.1.1 概述多数生物的基因是 DNA 分子的功能片段，有些病毒的基因在

RNA分子上 

3.1.2 概述 DNA 分子是由四种脱氧核苷酸构成，通常由两条碱基互补配

对的反向平行长链形成双螺旋结构，碱基的排列顺序编码了遗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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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概述 DNA 分子通过半保留方式进行复制 

3.1.4 概述 DNA 分子上的遗传信息通过 RNA 指导蛋白质的合成，细胞分

化的本质是基因选择性表达的结果，生物的性状主要通过蛋白质表现 

3.1.5概述某些基因中碱基序列不变但表型改变的表观遗传现象 

3.2有性生殖中基因的分离和重组导致双亲后代的基因组合有多种可能 

3.2.1阐明减数分裂产生染色体数量减半的精细胞或卵细胞 

3.2.2说明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体，其遗传信息通过配子传递给子代 

3.2.3 阐明有性生殖中基因的分离和自由组合使得子代的基因型和表型

有多种可能，并可由此预测子代的遗传性状 

3.2.4概述性染色体上的基因传递和性别相关联 

3.3由基因突变、染色体变异和基因重组引起的变异是可以遗传的 

3.3.1概述碱基的替换、插入或缺失会引发基因中碱基序列的改变 

3.3.2 阐明基因中碱基序列的改变有可能导致它所编码的蛋白质及相应

的细胞功能发生变化，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 

3.3.3 描述细胞在某些化学物质、射线以及病毒的作用下，基因突变概

率可能提高，而某些基因突变能导致细胞分裂失控，甚至发生癌变 

3.3.4 阐明进行有性生殖的生物在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所发生的自

由组合和交叉互换，会导致控制不同性状的基因重组，从而使子代出现变异 

3.3.5 举例说明染色体结构和数量的变异都可能导致生物性状的改变甚

至死亡 

3.3.6举例说明人类遗传病是可以检测和预防的 

概念 4 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是进化的结果 

4.1地球上的现存物种丰富多样，它们来自共同祖先 

4.1.1 尝试通过化石记录、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事实，说明当今生物

具有共同的祖先 

4.1.2 尝试通过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知识，说明当今生物在新陈

代谢、DNA的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特征 

4.2适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4.2.1 举例说明种群内的某些可遗传变异将赋予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生

存和繁殖优势 

4.2.2阐明具有优势性状的个体在种群中所占比例将会增加 

4.2.3说明自然选择促进生物更好地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 

4.2.4 概述现代生物进化理论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为地球上的生命

进化史提供了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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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长 60分钟，卷面满分为 100分。 

五、试卷结构 

（一）题型分值比例。 

试卷包括选择题和非选择题。 

题型 选择题 非选择题 

分值比例 约 75% 约 25% 

（二）试题难度分布。 

难度及比例：易、中、难试题比例约为 7∶2∶1。 

（三）内容结构。 

内容领域 分  值 比例 

模块 1分子与细胞 约 50 约 50% 

模块 2遗传与进化 约 50 约 50% 

 

 

4.2.5阐述变异、选择和隔离可导致新物种形成 

探究性学习活动 

1.运用模型、装片或视频观察模拟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变化 

2.搜集 DNA分子结构模型建立过程的资料并进行讨论和交流 

3.制作 DNA分子双螺旋结构模型 

4.模拟植物或动物性状分离的杂交实验 

5.调查常见的人类遗传病并探讨其预防措施 

6.搜集生物进化理论发展的资料，探讨生物进化观点对人们思想观念的

影响 

7.用数学方法讨论自然选择使种群的基因频率发生变化 

8.探讨耐药菌的出现与抗生素滥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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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参考样卷 

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样卷 

生  物  学 

（全卷满分 100 分，考试时间 60 分钟）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姓名、座位号、考籍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 

2．考生作答时，请在答题卡上作答（答题注意事项见答题卡），在本试卷上作答无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75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

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温馨提示：请在答题卡上作答，在本

试卷上作答无效。） 

1．下列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 

A．红薯 B．鸡蛋 C．甘蔗 D．菠菜 

2．为排查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是否被感染，可用于检测的目标物质是 

A．核酸 B．维生素 C．脂肪 D．葡萄糖 

3．人体大量出汗排出无机盐过多，导致体内水盐平衡失调，这时最宜补充  

A．浓糖水 B．淡盐水 C．热开水 D．冰水 

4．人类遗传信息就像细胞生命活动的“蓝图”，这张“蓝图”主要储存在  

A．高尔基体 B．中心体 C．细胞核 D．溶酶体 

5．人胚胎发育会经历有尾阶段，后来尾部细胞在基因调控下自动死亡，这个过程称为 

A．细胞增殖 B．细胞生长 C．细胞癌变 D．细胞凋亡 

6．麦芽富含的淀粉酶可用来催化淀粉生产麦芽糖，以下可作为生产麦芽糖的原料是 

A．大豆蛋白粉 B．脱脂奶粉 C．木薯淀粉 D．花生油 

7．制作高等动物细胞三维结构模型时，不需要．．．构建的结构是  

A．叶绿体 B．细胞膜 C．内质网 D．细胞核 

8．网店卖家在邮寄鲜花前通常会对鲜花喷施呼吸抑制剂，其主要目的是降低鲜花的 

A．保鲜时间   B．呼吸作用 C．色素合成 D．淀粉合成  

9．植物细胞壁由细胞板发育而来。细胞板的形成发生在细胞有丝分裂的 



—8— 

 A．前期        B．中期        C．后期         D．末期 

10．细胞膜上的磷脂分子和大多数蛋白质分子是可以运动的。细胞膜的结构特点是具有一定的 

 A．全透性 B．保护性 C．选择性 D．流动性 

11．细胞分化使多细胞生物体中的细胞趋于专门化，有利于提高各种生理功能的效率。下列过程

不发生．．．细胞分化的是 

A．胚细胞形成叶肉细胞            B．胚胎干细胞形成软骨细胞 

C．植物细胞质壁分离             D．造血干细胞形成红细胞 

12．基因型为 Aa 的哺乳动物，经正常减数分裂形成的精细胞基因组成可能是   

A．A B．AA C．aa D．Aa   

13．卵细胞与精子相互识别、融合的过程称为  

A．受精作用 B．有丝分裂 C．减数分裂 D．无丝分裂 

14．白化病是一种单基因遗传病，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 

 A．基因重组  B．基因突变  

 C．组织缺陷  D．器官损伤 

15．某兴趣小组制作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时，选择的碱基配对方式正确的是  

 A．T—T B．A—A C．A—T D．G—G 

16．以自然选择学说为核心的现代生物进化理论影响广泛而深远，下列选项中属于生物进化的基

本单位是 

 A．组织 B．器官 C．系统 D．种群 

17．为有效预防遗传病的产生和发展，不宜．．采取的措施是 

 A．遗传咨询  B．羊水检查  

 C．基因诊断  D．放射性检查 

18．某基因型相同的“藏报春”在 20℃时开红花，30℃时开白花，导致花色不同的主要原因是   

 A．地理隔离  B．生殖隔离  

 C．环境变化  D．染色体变异 

19．金鱼具备很好的观赏价值。其透明体色（B）与普通体色（b）、双尾（T）与单尾（t）性状

由独立遗传的两对等位基因控制。基因型均为 BbTt 的个体杂交后，理论上子一代四种表现

型的数量比是 

 A．1:1:1:1 B．3:1:3:1 C．4:2:2:1 D．9:3:3:1 

20．人的白化病受到酪氨酸酶基因调控。酪氨酸酶基因指导合成信使 RNA 的过程称为 

 A．增殖        B．转录 C．凋亡       D．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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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1．赫尔希和蔡斯用 35
S 或 32

P 标记的 T2噬菌体分别侵染大肠杆菌的实验，证明了 DNA 是遗传

物质。图 1 中被 32
P 标记的基团是 

 A．1 B．2 

C．3 D．4 

 

22．染色体是核 DNA 的载体，基因是具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能正确表示染色体、核 DNA、

核基因三者关系的示意图是   

 

 

 

 

           A                 B                C               D 

23．色觉正常的一对夫妻，女方的父亲患红绿色盲（基因型为 X
b
Y）。这对夫妻生下一个色觉正

常的男孩，该男孩的基因型是   

 A．X
b
Y B．XY

b
 C．X

B
Y D．XY

B
 

24．金鱼在有性生殖时，通过基因重组产生性状各异的子代。基因重组的意义在于 

 A．为进化提供原材料 B．保持生物性状   

 C．减少后代数量  D．改变自然环境 

25．袁隆平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不忘初心，努力实现“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杂交水稻是二倍

体生物，体细胞中含有的染色体组数是  

 A．1 B．2   C．5 D．7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5 分。除特别标注外，每空 1 分。温馨提示：请在答题卡

上作答，在本试卷上作答无效。） 

26．（8 分）人的消化酶属于分泌蛋白，其产生过程需要经过合成、加工、修饰和“包装”，再

运输到细胞外，如图 2 所示。请据图分析回答： 

（1）分泌蛋白由囊泡运输到细胞膜，与细胞膜融合后分泌到细胞

外，这种现象叫_______，该过程消耗的直接能源物质是

__________。 

（2）淀粉酶从合成至分泌到细胞外所经历的细胞器依次是

_______ →_________→高尔基体。为该过程提供能量的细

胞器是_________。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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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淀粉酶催化淀粉水解比用盐酸催化效率高，这体现了酶具有__________性。若细胞所处的

环境温度低于淀粉酶催化作用的最适温度，则淀粉酶催化效率将________。（2 分） 

27．（8 分）孟德尔用豌豆进行了 7 对相对性状的杂交实验，其中豌豆子叶颜色的杂交实验结果

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豌豆杂交实验子叶颜色结果统计表 

 亲本 F1 F2 

性状 黄色×绿

色 

黄色 黄色    绿色 

数量（株） 若干 253  6022    2001  

请据表分析回答： 

（1）豌豆子叶的黄色和绿色是一对______性状，F1 豌豆子叶全为黄色，则黄色是______性状。 

（2）孟德尔假设豌豆子叶颜色受 Y、y 这一对遗传因子控制，则 F2 某黄色个体的遗传因子组

成为________。（2 分）若在自然状态下，把 F2 黄色豌豆全部种植，并产生后代，理论上

后代中出现绿色豌豆的比例为________。（2 分） 

（3）其它 6 对相对性状杂交实验结果的数据表现出一致性，即 F2 相对性状的数量比都接近 3 : 

1。对此的合理解释是：形成生殖细胞时，成对的遗传因子彼此________，分别进入不同

配子；F1 的雌雄配子随机结合，比如某个雄配子含 Y，它与含 y 的雌配子结合的概率是

________。 

28．（9 分）我国传统药材三七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研究三七原生质体的制备可为三七良种快

速培育奠定基础。原生质体是除去细胞壁后的活性植物细胞，通常采用酶解细胞壁的方法

制备。某育种团队为探究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配比对三七原生质体活力的影响，开展了如

下实验： 

【实验假设】纤维素酶和果胶酶的配比会影响三七原生质体的活力。 

【实验过程】 

Ⅰ．通过组织培养获得三七愈伤组织，挑选生长良好、状态一致的愈伤组织备用。 

Ⅱ．用缓冲液配制纤维素酶和果胶酶不同配比的混合液各 10 mL，共 9 组。 

Ⅲ．分别向各组加入 1 g 愈伤组织，置于 25 ℃摇床上振荡酶解 6 小时。 

Ⅳ．分离、纯化原生质体，显微观察，测量原生质体活力，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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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 

表 2 两种酶不同配比对三七原生质体活力的影响 

组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纤维素酶浓度 

（mg/mL） 
10 10 10 15 15 15 20 20 20 

果胶酶浓度 

（mg/mL） 
5 7 9 5 7 9 5 7 9 

原生质体活力 

（%） 
40.9 46.3 45.8 52.7 59.6 50.9 36.7 33.7 23.1 

请分析回答： 

（1）从表 2 可以看出，制取原生质体活力最高的酶配比组别是____________。原生质体具有活

力的表现之一，是其对物质进出细胞具有_____性。 

（2）缓冲液具有调节溶液 pH 的作用，从而使实验中的酶保持较高的_________。重复本实验时，

有人错把蒸馏水当成缓冲液进行酶混合液的配制，导致原生质体胀破，其胀破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 分） 

（3）有团队成员认为应该进一步优化酶解时长，而且

在检验结果时还应该考虑原生质体的产量。于是

该团队继续研究了酶解时长对原生质体活力及产

量的影响，结果如图 3 所示： 

① 这个优化实验中，因变量为____________； 

② 根据实验结果，最佳酶解时长是_____小时， 

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2 分）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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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75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B A B C D C A B D D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A A B C D D C D B 

题号 21 22 23 24 25      

答案 B C C A B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3 小题，共 25 分。除特别标注外，每空 1 分。）  

26．（8 分）  

（1）胞吐    ATP              （2）核糖体    内质网    线粒体 

（3）高效性                   （4）降低 （2 分） 

27．（8 分）  

（1）相对     显性            （2）YY 或 Yy（2 分）    1/6（2 分） 

（3）分离     1/2 

28．（9 分）  

（1）五           选择透过性       

（2）催化活性     原生质体（或细胞）渗透吸水（2 分） 

（3）①原生质体活力和产量 

②8     酶解时长 8 小时，既保证原生质体的活力，也兼顾原生质体的产量（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