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衔接点 03 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一、选择题

1．光合作用的实质是（ ）

A．分解有机物，储存能量 B．合成有机物，释放能量

C．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 D．合成有机物，储存能量

【答案】D

【解析】由概念可知光合作用的实质是物质转化和能量转化：物质转化是指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过程，

能量转化是指将光能转化为储存在有机物里的化学能的过程。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不断消耗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维持了生物圈中二氧化碳和氧气的相对平衡。

2．以下是“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实验的相关描述，其中不正确的是

A．叶片的遮光部分与未遮光部分可以形成对照

B．把天竺葵放在暗处一昼夜，叶片内的淀粉会运走耗尽

C．叶片脱色经漂洗后，滴加碘液，遮光部分变蓝

D．将叶片放在酒精中隔水加热是为了脱去叶绿素

【答案】C

【解析】A．生物探究实验一般是对照实验，只有一个变量。叶片的遮光部分与暴露部分只有一个变量

光照，其它条件相同，因此可以形成对照，A正确。

B．在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实验中，为了验证绿色植物在光下能制造淀粉，必须先让叶片内原有的淀

粉运走耗尽，才能验证叶片内的淀粉是绿色植物在光下光合作用制造的。因此把天竺葵放在暗处一昼夜，

目的是让叶片内的淀粉会运走耗尽，B正确。

C．淀粉遇碘液变蓝是淀粉的特性，光合作用只有在光下才能进行制造淀粉，因此叶片的遮光部分滴加

碘液后不变蓝色，而叶片的未遮光部分滴加碘液后变蓝色，C不正确。

D．酒精能溶解叶绿素，因此将叶片放在酒精中隔水加热是为了脱去叶绿素，便于观察叶片颜色的变化

（变成黄白色，点上碘液后就容易看出是否变蓝），D正确。

3. 下图是“验证绿叶在光下制造淀粉”实验的部分步骤，对各步骤的解释错误的是



A．步骤①的目的是将叶片中原有的淀粉运走耗尽

B．步骤②的处理是设置变量为光的对照实验

C．步骤③目的是溶解叶绿素，使叶片变成黄白色

D．步骤④叶片不见光部分变成了蓝色

【答案】D

【解析】探究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实验中，将天竺葵暗处理一昼夜的目的是通过呼吸作用①消耗叶片

原有淀粉，防止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A正确；叶片的一部分遮光，一部分不遮光，这是为了设置对照

实验，变量是光照，目的是看看叶片遮光部分和没有遮光部分是不是都能制造淀粉，B正确；步骤③酒

精能溶解叶绿素，目的是使叶片内的叶绿素溶解到酒精中，叶片变成黄白色，避免受到叶绿素的颜色干

扰，使实验现象更明显，C正确；淀粉遇到碘液变蓝色，没有遮光的部分能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淀粉，遮

光的部分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淀粉，所以步骤④向叶片滴加碘液漂洗后，未遮光的部分变成了蓝色，

D错误。

4. 粮库中为了使储存的粮食保持更长的时间，可采取的措施是（ ）

A．低温、干燥、增加氧气浓度

B．高温、干燥、增加氧气浓度

C．低温、干燥、增加二氧化碳浓度

D．低温、潮湿、增加二氧化碳浓度

【答案】C

【解析】种子寿命的延长对优良农作物的种子保存有着重要意义，也就是可以利用低温干燥贮存条件抑制

呼吸作用，延长种子寿命。实验证实，低温、低湿，黑暗以及降低空气中的含氧量为理想的贮存条件（或

增加二氧化碳浓度），例如小麦种子在常温条件下只能贮存 2﹣3年，而在﹣1°C，相对湿度 30%，种子含水

量 4﹣7%，可贮存 13年，而在﹣10°C。相对湿度 30%，种子含水量 4﹣7%，可贮存 35年。许多国家利用

低温、干燥、空调技术贮存优良种子，使良种保存工作由种植为主转为贮存为主，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并保证了良种质量。

5. 呼吸作用在实质上是（ ）

A．制造有机物，贮存能量 B．分解有机物，贮存能量



C．制造有机物，释放能量 D．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

【答案】D

【解析】细胞利用氧，将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且将储存在有机物中的能量释放出来，供给生命

活动的需要，这个过程叫做植物的呼吸作用。呼吸作用主要是在线粒体内进行的。用式子表示：

。呼吸作用的实质是分解有机物，释放能量。

6. 18世纪，英国普利斯特利通过下图实验发现，A钟罩内的小鼠很快死亡，B钟罩内的小鼠却可存活较长

时间。普利斯特利实验发现 B钟罩内的小鼠可存活较长时间，原因是光合作用产生了（ ）。

A．二氧化碳 B．氧气 C．有机物 D．能量

【答案】B

【解析】绿色植物在光下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供小白鼠呼吸作用的需要，因此小白鼠能存活。所以，“普

里斯特利实验发现 B钟罩内的小鼠可存活较长时间”，原因是光合作用产生了“氧气”，B正确。

7. 植物体进行呼吸作用的部位是（ ）

A．根 B．茎 C．叶 D．植物体所有活细胞

【答案】D

【解析】呼吸作用指的是细胞内有机物在氧的参与下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时释放能量的过程，释放

的能量供生物体进行各项生命活动利用。呼吸作用是生物的共同特征，为生物的生命活动提供能量，因此

只要任何生活的部分都需要能量，就都要进行呼吸作用，可见 D符合题意。

8. 土壤板结不利于植物生长，其直接原因是（ ）

A．缺少肥力，减弱光合作用

B．缺少水分，减弱光合作用

C．缺少二氧化碳，减弱根的呼吸作用

D．缺少氧，减弱根的呼吸作用

【答案】D

【解析】植物的根呼吸的是空气中的氧气。经常松土，可以使土壤疏松，土壤缝隙中的空气增多，有利于

根的呼吸，促进根的生长。土壤板结，土壤缝隙中的空气被排挤出来了，使土壤的氧气过少，减弱根的呼



吸作用，从而影响植物的生长。

二、非选择题

9. 图甲 A、B、C分别表示某植物叶片所进行的某些生理活动，图甲为该植物在晴朗的夏季一天 24小时内

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的变化曲线。请据图回答：

（1）图甲中植物在黑暗环境中吸收的气体主要是______，该植物白天和晚上都能进行生理活动是______。

（填字母）

（2）图乙中代表光合作用的曲线是______，它与图甲中的______（填字母）生理活动相对应，进行此生理

活动的场所是______。

（3）移栽植物时，常在阴天和傍晚进行，并剪去大量枝叶，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图甲中______生理活动。（字

母）

（4）在农业生产中，人们为了提高光合作用的效率通常采用______方法（答一种即可）。绿色植物的光合

作用对维持生物圈的平衡有______重要的作用。

（5）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相互依存，共同维持了生物圈中二氧化碳和氧的相对平衡。为使我们生活

的环境空气永远清新，我们该做些什么？请提出你的建议。______。

【答案】氧气 A、BⅠC 叶绿体 B间作套种、合理密植碳-氧①减少

【解析】植物体呼吸作用吸收氧气，放出二氧化碳；光合作用是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蒸腾作用是水分

以水蒸气的形式从植物体内散发到体外的过程；因而 A表示呼吸作用，B表示蒸腾作用，C表示光合作用。

（1）图甲中植物在黑暗环境中吸收的气体主要是氧气，在光照充足时，植物体光合作用旺盛，掩盖了呼吸

作用，因此，图甲中植物叶片吸收的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光合作用只能白天进行，植物白天和晚上都能

进行的生理活动是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

（2）光合作用必须在光下才能进行，图乙中曲线 I只有在 6～18点的白天进行，因此 I曲线表示光合作用；

II曲线表示呼吸作用，与图甲 C中的生理活动相对应。光合作用的原料是二氧化碳和水，产物是有机物和



氧，场所是叶绿体，条件是有光，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储存在有机物里面。

（3）移栽植物的根系或多或少的会有一定的破坏，吸水的能力会降低，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图甲中 B蒸腾作

用生理活动。因此在移栽植物时，往往要剪掉大量的枝叶，以降低蒸腾作用，减少水分的散失，避免移栽

植物出现萎蔫现象，提高移栽植物的成活率。同时一般选择在阴天或傍晚时移栽，因为此时光照不强，会

降低蒸腾作用，减少水的蒸发，利于移栽植物的成活。

（4）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物，在农业生产上，要保证农作物有效地进行光合作

用的各种条件。如合理密植、间作套种、增加光照强度、提高二氧化碳浓度等。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制

造的氧大多以气体形式排到大气中，同时还通过光合作用不断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维持了生物圈中的

二氧化碳和氧气的相对平衡，即碳-氧平衡。

（5）空气中含氧丰富才清新，为使我们生活的环境空气永远清新，就要想办法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

或让生物呼吸作用产生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光合作用当做原料利用，多植树造林可以让大量的植物进行光合

作用释放更多的氧气，同时进行呼吸作用消耗二氧化碳。我们的传统能源一般是燃煤、沼气等，它们燃烧

的最终产物主要是二氧化碳、水蒸气，含硫的煤燃烧后还有二氧化硫放出，这样大大增加了空气中二氧化

碳的含量，二氧化硫等污染空气，使空气变的污浊，而风能、太阳能则无此弊端，它们属于一种清洁、无

污染的新型能源。故为使我们生活的环境空气永远清新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②大力

植树造林③发展新型的环保能源等。

10. 生物圈中到处都有绿色植物，它们自身的某些生理活动在生物圈中具有重要作用。图一中的 A、B、C

表示发生在绿色植物体内的某些生理过程，图二示叶片的横切面结构，图三表示“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探究实验的部分过程。请据图回答：

（1）图一中，植物吸收的水分，通过根、茎、叶中的__________运送到叶肉细胞进行一些生理活动，绝大

部分通过图中的[]__________ 散失到环境中，参与了生物圈中的水循环。农业生产中的合理密植提高了

图中[]__________ 的效率。

（2）图二中，①是__________，图一中的气体进出的通道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

（3）图三中，将实验步骤正确排序__________（用序号和箭头）。设置步骤②的目的是______________。



步骤④中大烧杯里盛放的液体是_______________。

【答案】导管 B蒸腾作用 A光合作用 表皮（或表皮细胞） ④气孔 ②→①→④→③ 将

叶片内原有的淀粉运走耗尽 清水

【解析】（1）植物吸收的水分，通过根、茎、叶中的导管运送到叶肉细胞，绝大部分通过图一中的[B]蒸腾

作用散失到环境中，参与了生物圈中的水循环。图一中，A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因此表示光合作用；

农业生产中的合理密植、增加光照强度、延长光照时间、增加二氧化碳浓度、施加、气肥农家肥，能提高

光合作用的效率。

（2）图二中，①是上表皮，图一中的气体进出的通道是[④]气孔。

（3）《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的实验步骤是②暗处理、①遮光并光照、摘下叶片、④酒精脱色、漂洗加

碘、①显影观察，因此图三中的实验步骤正确排序②①④③，设置步骤②的目的是 使叶片内原来的有机物

全部运走和耗尽。步骤④中大烧杯里盛放的液体是清水。

11. 如图所示：某实验小组的同学为了验证大棚蔬菜的生理活动，将 A装置（内装籽粒饱满的辣椒种子）

和 B装置（辣椒幼苗）用透明玻璃管连接，请据图回答：

（1）向 A装置中加适量的水，一段时间后，B装置中幼苗的光合作用将________ ， 其原因是________ ．

（2）如果瓶子中种子的呼吸作用过于旺盛，致使玻璃罩内氧浓度过低，抑制了幼苗的________ ， 使幼

苗进行光合作用时所需的能量减少，导致光合作用________ 。

（3）如果要证明幼苗的呼吸作用，必须对 B装置进行________处理。

（4）实验过程中，玻璃罩内壁上出现了大量水珠，请分析水珠主要来自幼苗的________作用。

（5）到了晚上，农民常把塑料大棚掀开一小角，使冷空气进入以降低室温，这样做的原理是抑制________ ，

减少________的消耗。

【答案】增强 种子的呼吸作用为幼苗的光合作用提供二氧化碳 呼吸作用 减弱（下降） 暗

蒸腾 呼吸作用 有机物

【解析】（1）种子萌发的外界条件是一定的水分、充足的空气和适宜的温度；向 A装置中加适量的水后，

辣椒种子开始萌发，萌发的种子的呼吸作用旺盛，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这些气体通过玻璃管进入 B

装置，为幼苗的光合作用提供了原料，因此 B装置幼苗的光合作用会增强。

（2）如果把漏斗和玻璃管都堵塞，种子的呼吸作用会减弱，原因是植物的呼吸作用需要氧气或者缺氧导致



种子的呼吸作用减弱（下降）。

（3）植物的光合作用只能在光下进行，为避免在光下幼苗的光合作用对呼吸作用的影响，要证明幼苗的呼

吸作用，必须对 B装置进行遮光处理，以使幼苗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4）水分以气体状态通过叶片表皮上的气孔从植物体内散失到植物体外的过程叫蒸腾作用，实验过程中，

幼苗进行蒸腾作用散失的水蒸气会凝结在玻璃罩的内壁上形成小水珠。

（5）温度降低，生物的各项生命活动就会减弱，到了晚上，农民常把塑料大棚掀开一小角，使冷空气进入

以降低室温，低温能降低植物的呼吸作用，减少有机物的分解，利于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