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练 15 细胞器——系统内的分工合作

一、选择题

1．下列有关动物细胞中具膜结构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具有双层膜的细胞器是线粒体和叶绿体

B．高尔基体能进行蛋白质的加工和转运

C．内质网上附着有与脂质合成有关的酶

D．细胞核膜与细胞膜可通过内质网发生联系

【答案】A

【解析】

【分析】

动物细胞特有的细胞器：中心体（低等植物细胞也有）；植物细胞特有的细胞器：叶绿体和液泡；动植物细

胞共有的细胞器：内质网、高尔基体、线粒体、核糖体。根据膜结构对细胞器分类：①具有双层膜结构的

细胞器有：叶绿体、线粒体；②具有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有内质网、高尔基体、溶酶体、液泡；③不具备

膜结构的细胞器有核糖体和中心体。

【详解】

A、动物细胞中具有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只有线粒体，A错误；

B、高尔基体在动物细胞中的作用是参与蛋白质的加工和转运，B正确；

C、内质网是脂质的合成场所，附着有与脂质合成有关的酶，C正确；

D、核膜通过内质网与细胞膜发生联系，D正确。

故选 A。

2．下列关于细胞结构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经内质网加工的蛋白质，都通过高尔基体分泌到细胞外

B．线粒体相当于细菌的大小，只能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见

C．分生区的植物细胞可观察到明显的液泡

D．溶酶体的存在保证了细胞其它结构的完整性

【答案】D



【解析】

【分析】

各种细胞器的结构、功能

细

胞

器

分布 形态结构 功 能

线

粒

体

动植物

细胞
双层膜结构 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细胞的“动力车间”

叶

绿

体

植物叶

肉细胞
双层膜结构

植物细胞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植物细胞的

“养料制造车间”和“能量转换站”。

内

质

网

动植物

细胞
单层膜形成的网状结构

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和加工，以及脂质合成

的“车间”

高

尔

基

体

动植物

细胞
单层膜构成的囊状结构

对来自内质网的蛋白质进行加工、分类和包

装的“车间”及“发送站”（动物细胞高尔基体

与分泌有关；植物则参与细胞壁形成）

核

糖

体

动植物

细胞

无膜结构，有的附着在内质

网上，有的游离在细胞质中

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生产蛋白质的机器”

溶

酶

体

动植物

细胞
单层膜形成的泡状结构

“消化车间”，内含多种水解酶，能分解衰老、

损伤的细胞器，吞噬并且杀死侵入细胞的病

毒和细菌。

液 成熟植 单层膜形成的泡状结构；内 调节植物细胞内的环境，充盈的液泡使植物



泡 物细胞 含细胞液（有机酸、糖类、

无机盐、色素和蛋白质等）

细胞保持坚挺

中

心

体

动物或

某些低

等植物

细胞

无膜结构；由两个互相垂直

的中心粒及其周围物质组

成

与细胞的有丝分裂有

【详解】

A、高尔基体加工后的蛋白质不一定分泌到细胞外，如有的进入溶酶体中，A错误；

B、用健那绿染色后，可以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线粒体，B错误；

C、分生区细胞没有大液泡，C错误；

D、溶酶体可以吞噬并且杀死侵入细胞的病毒和细菌，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保证了细胞结构的完整性，

D正确。

故选 D。

3．下列有关真核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功能越复杂的细胞膜，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越多

B．线粒体是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

C．溶酶体能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吞噬并杀死侵入细胞的病毒或细菌

D．细胞内含有核酸和蛋白质的细胞器有核糖体、线粒体、叶绿体和染色体

【答案】D

【解析】

【分析】

真核细胞由细胞膜、细胞质和细胞核构成，细胞膜为系统的边界，具有将细胞与外界环境分隔开、控制物

质进出、进行细胞间的信息交流的功能；细胞质中有各种形态、结构和功能各不相同的细胞器；细胞核为

细胞的代谢和遗传的控制中心。

【详解】

A、细胞膜主要由脂质和蛋白质组成，此外还有少量的糖类，蛋白质在细胞膜行使功能时起重要作用，A正

确；

B、真核生物有氧呼吸第一阶段在细胞质基质中进行，第二、三阶段在线粒体中进行，线粒体是细胞进行有

氧呼吸的主要场所，B正确；



C、溶酶体含有多种水解酶，是细胞内的“消化车间”，C正确；

D、核糖体由 RNA和蛋白质组成，线粒体和叶绿体中也含有核酸（DNA和 RNA）和蛋白质，而染色体主

要由 DNA和蛋白质组成，存在于细胞核内，但染色体不是细胞器，D错误。

故选 D。

4．下列有关叶绿体和线粒体结构与功能的叙述，正确的是

A．高倍镜下可以观察到叶绿体和线粒体都具有双层膜

B．两种细胞器都能完成转录和翻译过程

C．与两种细胞器代谢有关的酶都分布在内膜上

D．两种细胞器增大膜面积的方式相同

【答案】B

【解析】电子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叶绿体和线粒体都具有双层膜，A项错误；两种细胞器中都有 DNA和核

糖体，都能完成转录和翻译过程，B项正确；与叶绿体代谢有关的酶分布在类囊体薄膜上和基质中，与线

粒体代谢有关的酶分布在基质中和内膜上，C项错误；两种细胞器增大膜面积的方式不同，叶绿体是通过

类囊体堆叠成基粒来增大膜面积，线粒体是内膜的不同部位向内腔折叠形成嵴，使膜面积增大，D项错误。

5．下列有关细胞的生物膜的叙述，错误的是（ ）

A．胆固醇是构成动物细胞膜的成分

B．生物膜上附有酶，能催化化学反应的进行

C．叶肉细胞有双层膜的结构只有线粒体和叶绿体

D．生物膜具有一定的选择透过性

【答案】C

【解析】

【分析】

生物膜系统：

1．概念：内质网、高尔基体、线粒体、叶绿体、溶酶体等细胞器膜和核膜、细胞膜等结构共同构成细胞的

生物膜系统。

2、功能：

（1）保证内环境的相对稳定，对物质运输、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等过程起决定作用。

（2）为多种酶提供附着位点，是许多生物化学反应的场所。

（3）分隔细胞器，保证细胞生命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

【详解】



A、胆固醇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在人体内胆固醇还参与脂质在血液中的运输，A正确；

B、生物膜为多种酶提供附着位点，能催化化学反应的进行，但本身不发生变化，B正确；

C、叶肉细胞中有双层膜的结构为线粒体、叶绿体和细胞核，C错误；

D、生物膜的功能特性是选择透过性，D正确。

故选 C。

【点睛】

易错点：在叶肉细胞中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为线粒体和叶绿体，在动物细胞中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就只有

线粒体；核膜是双层膜，细胞膜是单层膜。

6．细胞合成某种物质需要核糖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参与，这种物质不可能是（ ）

A．溶酶体中的水解酶 B．转运葡萄糖的载体

C．消化酶 D．性激素

【答案】D

【解析】

【分析】真核细胞中的细胞器主要有：线粒体、叶绿体、内质网、高尔基体、核糖体、中心体、溶酶体、

液泡。

1.线粒体是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又称”动力车间”，细胞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大约 95%来自线粒体。

双层膜，形状为椭球形，有少量 DNA和 RNA，能相对独立遗传。存在于所有真核生物细胞中（蛔虫等厌

氧生物除外）。

2.叶绿体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是植物细胞的“养料制造车间”和“能量转换站”。双层膜，形状为

扁平椭球形或球形。

3.内质网是由膜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是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和加工，以及脂质合成的“车间”。

4.高尔基体对来自内质网的蛋白质加工、分类和包装的“车间”及“发送站”。

5.溶酶体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吞噬并杀死入侵的病毒或细菌。

6.液泡是调节植物细胞内的环境，使植物细胞保持坚挺的细胞器，含有色素（花青素）。

7.核糖体是蛋白质合成的场所,，它是由 rRNA和蛋白质构成的。

8.中心体是细胞中一种重要的无膜结构的细胞器，存在于动物及低等植物细胞中。每个中心体主要含有两个

中心粒。它是细胞分裂时内部活动的中心。

【详解】

A、溶酶体中的水解酶属于分泌蛋白，该物质的形成需要核糖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参与，A错误；

B、转运葡萄糖的载体属于膜蛋白，其形成也需要核糖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参与，B错误；



C、消化酶属于分泌蛋白，该物质的形成需要核糖体、内质网和高尔基体的参与，C错误；

D、性激素的化学本质是脂质，是在滑面内质网上合成的，与核糖体和高尔基体无关，D正确。

故选 D。

7．在成人心肌细胞中的数量显著多于腹肌细胞中数量的细胞器是（ ）

A．核糖体 B．线粒体 C．内质网 D．高尔基体

【答案】B

【解析】

【分析】叶绿体是光合作用的场所，光反应发生在类囊体薄膜上，暗反应发生在叶绿体基质内；

线粒体是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

内质网是由膜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是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和加工，以及脂质合成的“车间”。

高尔基体对来自内质网的蛋白质加工，分类和包装的“车间”及“发送站”。

核糖体是“生产蛋白质的机器”。

溶酶体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吞噬并杀死入侵的病毒或细菌。

液泡是调节细胞内的环境，是植物细胞保持坚挺的细胞器。含有色素（花青素）。

中心体与低等植物细胞、动物细胞有丝分裂有关。由两个相互垂直的中心粒构成。

【详解】

成人心肌细胞消耗的能量比腹肌细胞多，故其中的参与有氧呼吸的细胞器——线粒体数量多，而与其它细

胞器无关。

故选 B。

8．关于真核细胞结构或功能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叶绿体外膜上有光合色素分布 B．叶肉细胞的细胞壁含有纤维素

C．线粒体内膜为酶提供了附着位点 D．细胞膜主要由脂质和蛋白质组成

【答案】A

【解析】

【分析】

（1）线粒体：双层膜结构，其内含有少量的 DNA和 RNA、核糖体，可以进行半自主性的复制、转录、翻

译，是半自主性的细胞器。功能：是细胞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细胞所需能量的 95%来自线粒体，是细胞

的“动力车间”；（2）叶绿体双层膜结构，其内含有少量的 DNA和 RNA、核糖体，可以进行半自主性的复

制、转录、翻译，是半自主性的细胞器。功能：是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是植物细胞的“养料制造

车间”和“能量转换站”；（3）细胞膜：主要成分是脂质和蛋白质，另外还有少量的糖类；与细胞膜功能复杂



程度有关的是蛋白质。细胞膜的功能越复杂，其膜上蛋白质的种类和数量越多。

【详解】

A、叶绿体的类囊体薄膜上有光合色素分布，A错误；

B、植物细胞壁的主要组成成分是纤维素和果胶，B正确；

C、线粒体内膜为酶提供了大量的附着位点，C正确；

D、细胞膜主要由脂质和蛋白质组成，D正确。

故选 A。

9．如图是溶酶体发生过程及其“消化”功能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b是刚形成的溶酶体，它起源于高尔基体

B．c是内质网，d是线粒体，e是包裹线粒体的小泡

C．溶酶体进行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由 e内的 d提供

D．b和 e融合为 f的过程体现了生物膜具有流动性

【答案】C

【解析】

【分析】

由图中各细胞器的形态可以看出，a是高尔基体，b是刚形成的溶酶体，由高尔基体产生的囊泡形成；c是

内质网，d是线粒体，e是包裹线粒体的小泡。

【详解】

A、由以上分析可知：a是高尔基体，b是刚形成的溶酶体，由高尔基体产生的囊泡形成，A正确；

B、据图可知 c是内质网，d是线粒体，e是包裹线粒体的小泡，B正确；

C、e内的 d是衰老的线粒体，溶酶体的生命活动所需能量主要是由细胞质中的线粒体提供，C错误；

D、b和 e融合为 f的过程体现了生物膜具有一定的流动性，D正确。

故选 C。

10．下列关于细胞器的叙述中错误的是（ ）

A．溶酶体含有多种水解酶，能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



B．内质网增加了细胞内的膜面积

C．细胞液是指细胞内的液体，含有糖类、无机盐、色素和氨基酸等物质

D．中心体存在于动物和低等植物细胞中

【答案】C

【解析】

【分析】

各种细胞器的结构、功能：

细胞器 分布 形态结构 功 能

线粒体 动植物细胞 双层膜结构 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细胞的“动力车间”

叶绿体 植物叶肉细胞 双层膜结构
植物细胞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植物细胞

的“养料制造车间”和“能量转换站”。

内质网 动植物细胞
单层膜形成的网状

结构

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和加工，以及脂质合

成的“车间”

高尔

基体
动植物细胞

单层膜构成的囊状

结构

对来自内质网的蛋白质进行加工、分类和

包装的“车间”及“发送站”（动物细胞高尔

基体与分泌有关；植物则参与细胞壁形

成）

核糖体 动植物细胞

无膜结构，有的附

着在内质网上，有

的游离在细胞质中

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生产蛋白质的机

器”

溶酶体 动植物细胞
单层膜形成的泡状

结构

“消化车间”，内含多种水解酶，能分解衰

老、损伤的细胞器，吞噬并且杀死侵入细

胞的病毒和细菌。

液泡 成熟植物细胞

单层膜形成的泡状

结构；内含细胞液

（有机酸、糖类、

调节植物细胞内的环境，充盈的液泡使植

物细胞保持坚挺



无机盐、色素和蛋

白质等）

中心体
动物或某些低

等植物细胞

无膜结构；由两个

互相垂直的中心粒

及其周围物质组成

与细胞的有丝分裂有关

【详解】

A、溶酶体含有多种水解酶，能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A正确；

B、内质网增加了细胞内的膜面积，B正确；

C、细胞液是指液泡中的液体，C错误；

D、中心体存在于动物和低等植物细胞中，D正确。

故选 C。

【点睛】本题考查细胞结构和功能，重点考查细胞器的相关知识，要求考生识记细胞中各种细胞器的结构、

分布和功能，能结合所学的知识准确答题。

二、非选择题

11．图甲和图乙是两种高等生物细胞亚显微结构模式图，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结构 1-14中不应该出现的有________________（用序号表示）。

（2）甲中和能量转化关系最密切的细胞器为[ ]______；乙中由双层膜包被的结构有______（填序号，答

全给分）；图中 9的作用和 7不完全相同，9特有的作用是与________的形成有关；7和某种具有“消化”作用

的细胞器的形成有关，这种“消化”作用的细胞器是_______________。



（3）14中功能最重要的细胞结构是____________。

【答案】4、13 3 线粒体 10、11、14 细胞壁 溶酶体 染色体

【解析】

【分析】

据图分析，图甲细胞有中心体，没有细胞壁、液泡，应该属于动物细胞；图乙细胞有细胞壁、液泡、叶绿

体等结构，应该属于植物细胞。图中 1-14分别代表的细胞结构是中心体、细胞膜、线粒体、叶绿体、细胞

质基质、核糖体、高尔基体、液泡、高尔基体、线粒体、叶绿体、核糖体、中心体、细胞核。

【详解】

（1）根据题干信息已知，图示为两种高等生物的细胞结构图，则图甲细胞为高等动物细胞，不应该出现 4

叶绿体；图乙细胞为高等植物细胞，不应该出现 13中心体。

（2）图甲细胞为高等动物细胞，与其能量转化关系最密切的细胞器 3线粒体；图乙细胞为高等植物细胞，

其细胞中由双层膜包被的结构有 10线粒体、11叶绿体、14细胞核；图中的 9和 7都是高尔基体，高尔基

体在动植物细胞种功能不完全相同，在植物细胞中特有的作用是与细胞壁的形成有关；具有“消化”作用的细

胞器是溶酶体，动物细胞中 7高尔基体和溶酶体的形成有关。

（3）14细胞核是细胞代谢和遗传的控制中心，细胞核中的染色体（DNA）与其控制功能密切相关。

【点睛】

本题考查细胞的结构与功能，主要考查对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结构和功能的识记和理解，解答此题时可根

据细胞壁的有无判断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再根据细胞器的形态判断其名称和功能，进而结合题干要求分

析答题。

12．下图为细胞中生物膜系统的概念图，A〜F为结构名称（C、D均为双层膜），①、②代表分泌蛋白的转

移途径。请据图回答：

（1）A结构的名称是_____，其控制大分子进出的通道是_____。

（2）磷脂、性激素等脂质合成的场所是_____（填图中字母）。

（3）科学家研究分泌蛋白的合成和分泌过程，常用的实验方法是_____。



（4）分泌蛋白的合成、加工、运输过程中，可以帮助实现膜成分的更新和膜面积的改变，其中膜面积增大

的是[ ]_______，基本不变的是[ ]_______。

【答案】核膜 核孔 E 同位素标记法（或同位素示踪法） B细胞膜 F高尔基体

【解析】

【分析】

据图示可知，生物膜系统包括细胞膜、细胞器膜和核膜。A具有双层膜，故为核膜；B为细胞膜，C为叶绿

体囊状结构薄膜，能产生氧气；D消耗氧气，故为线粒体；E为内质网，F为高尔基体。

【详解】

（1）A具有双层膜，故为核膜；其控制大分子进出的通道是核孔。

（2）磷脂、性激素等脂质合成的场所是 E内质网。

（3）科学家研究分泌蛋白的合成和分泌过程，常用的实验方法是同位素标记法。

（4）分泌蛋白的合成、加工、运输过程中，内质网可以“出芽”，也就是鼓出由膜形成的囊泡，包裹着要运

输的蛋白质，离开内质网，到达高尔基体，与高尔基体膜融合，囊泡膜成为高尔基体膜的一部分，高尔基

体还能对蛋白质做进一步的加工，然后形成包裹着蛋白质的囊泡。囊泡移动到细胞膜与细胞膜融合，将蛋

白质分泌到细胞外。因此膜面积增大的是 B细胞膜，基本不变的是 F高尔基体。

【点睛】

本题以生物膜系统的概念图为载体，考查了生物膜系统的组成、生物膜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等相关知识，

要求考生能够准确分析题图确定各结构名称。

13．如图表示细胞的生物膜系统的部分组成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联系。COPI、COPII是被膜小泡，可以介导

蛋白质在甲与乙之间的运输。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除了图中所示的功能外，溶酶体还能够分解_________，以保持细胞的功能稳定。

（2）用含 3H标记的亮氨酸（R基为—C4H9）的培养液培养胰腺腺泡细胞，放射性最先出现的细胞部位是



__________，豚鼠的胰腺腺泡细胞中，胰蛋白酶合成、加工、分泌过程中经过的具膜结构依次有________

（用结构名称和箭头表示），该过程说明生物膜具有_______。

（3）COPⅡ被膜小泡负责从甲______________（细胞器名称）向乙运输“货物”。若定位在甲中的某些蛋白

质偶然掺入到乙中，则图中的___________可以帮助实现这些蛋白质的回收。

（4）该细胞分泌出的蛋白质在人体内被运输到靶细胞时，与靶细胞膜上的糖蛋白结合，引起靶细胞的生理

活动发生变化。此过程体现了细胞膜具有的功能是：___________。

（5）为研究细胞内各种组成成分和功能，需将细胞器分离，分离细胞器常用的方法是________。

【答案】衰老、损伤的细胞器（或“细胞自身产生的碎渣”） 细胞膜 内质网→高尔基体→细胞膜 一

定的流动性 内质网 COPI 进行细胞间信息交流 差速离心法

【解析】

【分析】

甲是内质网、乙是高尔基体。COPⅡ介导物质从甲到乙的运输，COPⅠ介导物质从乙到甲的运输。

分泌蛋白的合成、加工运输相关的细胞结构有：核糖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细胞膜和线粒体。

【详解】

（1）溶酶体除了具有图中的功能外，其内的溶酶体酶，能够分解衰老、损伤的细胞器。

（2）亮氨酸首先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所以放射性最先出现的细胞部位是细胞膜。胰蛋白酶是分泌蛋白，

在内质网上的核糖体中合成肽链，肽链进入内质网腔中进行加工，形成较成熟的蛋白质。内质网出芽形成

分泌小泡，包裹着较成熟的蛋白质移向高尔基体，在高尔基体中进行修饰，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胰蛋白酶。

高尔基体出芽形成分泌小泡，包裹着胰蛋白酶移向细胞膜，分泌小泡与细胞膜融合，将胰蛋白酶分泌到细

胞外。胰蛋白酶合成、加工、分泌过程中经过的具膜结构依次有：内质网→高尔基体→细胞膜。囊泡与细

胞膜融合过程反映了生物膜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3）由题图可知，甲是内质网；若定位在甲中的某些蛋白质偶然掺入到乙中，则图中的 COPⅠ可以帮助实

现这些蛋白质的回收。

（4）该细胞分泌出的蛋白质在人体内被运输到靶细胞时，与靶细胞膜上的糖蛋白结合，引起靶细胞的生理

活动发生变化，从而实现了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流。此过程体现了细胞膜具有的功能是进行细胞间信息交流。

（5）分离细胞器常用的方法是差速离心法。

【点睛】

分泌蛋白的合成场所是核糖体，但核糖体不具有膜结构，另外线粒体只是提供能量，蛋白质并不直接经过

线粒体，故胰蛋白酶合成、加工、分泌过程中经过的具膜结构依次有：内质网→高尔基体→细胞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