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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曲一线科学备考·5年高考3年模拟：高考生物（2013B版）》主要特点：五年高考试题科学编排
，千名高考专家透彻剖析；最新考试大纲权威解读，高考命题规律科学探究；高考知识点习题式归纳
，常见易混点表格式对比；专题重点难点各个突破，解题方法技巧一应俱全；各地名校模拟沙里淘金
，知识能力提升阶梯演练；课内课外知识立体延伸，生动有趣故事快乐学习；分值要点步骤规范清楚
，答案解析评析全面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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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细胞的分子组成与结构 专题l细胞的分子组成 专题2细胞的结构和功能 第二单元 细胞的代谢 
专题3物质出入细胞的方式 专题4酶与ATP 专题5细胞呼吸 专题6光合作用 第三单元 细胞的生命历程 专
题7细胞增殖 专题8细胞的分化、衰老、凋亡和癌变 第四单元 生物的遗传 专题9遗传的细胞基础 专题10
遗传的分子基础 专题11基因的表达 专题12基因的分离定律 专题13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 专题14伴性遗
传 专题15人类遗传病 第五单元 变异、育种与进化 专题16基因突变与基因重组 专题17染色体变异与育
种 专题18生物进化 第六单元 生命活动的调节 专题19人和高等动物的神经调节 专题20人和高等动物的
体液调节 专题21人体的内环境的稳态与调节 专题22免疫调节 专题23植物的激素调节 第七单元 生物与
环境 专题24种群与群落 专题25生态系统的结构 专题26生态系统的功能 专题27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环
境保护 第八单元 生物技术与实践 专题28教材基本实验 专题29实验与探究 专题30微生物的培养和利用 
第旧单元 现代生物科技 专题31基因工程 专题32细胞工程 专题33生态工程 答案全解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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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专题10 遗传的分子基础 五年高考 考点1 人类对遗传物质的探索过程 1.（2012江苏
单科，2，2分）人类对遗传物质本质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孟德
尔发现遗传因子并证实了其传递规律和化学本质 B.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比肺炎双球菌体外转化实验更
具说服力 C.沃森和克里克提出在DNA双螺旋结构中嘧啶数不等于嘌呤数 D.烟草花叶病毒感染烟草实
验说明所有病毒的遗传物质是RNA 2.（2012重庆理综，2，6分）针对耐药菌日益增多的情况，利用噬
菌体作为一种新的抗菌治疗手段的研究备受关注。
下列有关噬菌体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利用宿主菌的氨基酸合成子代噬菌体的蛋白质 B.以宿主
菌DNA为模板合成子代噬菌体的核酸 C.外壳抑制了宿主菌的蛋白质合成，使该细菌死亡 D.能在宿主
菌内以二分裂方式增殖，使该细菌裂解 3.（2011广东理综，2，4分）艾弗里和同事用R型和S型肺炎双
球菌进行实验，结果如下表。
从表可知 （ ） A.①不能证明S型菌的蛋白质不是转化因子 B.②说明S型菌的荚膜多糖有酶活性 C.③和
④说明S型菌的DNA是转化因子 D.①-④说明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4.（2011江苏单科，12，2分）关
于"噬菌体侵染细菌的实验"的   叙述，正确的是    （ ） A.分别用含有放射性同位素35S和放射性同位
素32P的培养基培养噬菌体 B.分别用35S和32P标记的噬菌体侵染未被标记的大肠杆菌，进行长时间的保
温培养 C.用35S标记噬菌体的侵染实验中，沉淀物存在少量放射性可能是搅拌不充分所致 D.32P、35S
标记的噬菌体侵染实验分别说明DNA是遗传物质、蛋白质不是遗传物质 5.（2010江苏单科，4，2分）
探索遗传物质的过程是漫长的，直到20世纪初期，人们仍普遍认为蛋白质是遗传物质。
当时人们作出判断的理由不包括 （ ） A.不同生物的蛋白质在结构上存在差异 B.蛋白质与生物的性状
密切相关 C.蛋白质比DNA具有更高的热稳定性，并且能够自我复制 D.蛋白质中氨基酸的不同排列组
合可以贮存大量遗传信息 6.（2010海南单科，13，2分）某同学分离纯化了甲、乙两种噬菌体的蛋白质
和DNA，重新组合为"杂合"噬菌体，然后分别感染大肠杆菌，并对子代噬菌体的表现型作出预测，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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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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