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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绿色植物的知识点为背景，
考查实验探究题型：

【例3】百合是著名观赏花卉，可用鳞茎

进行繁殖（如图）。鳞茎通常秋季种植，度

过休眠期后于次年春季才能出苗。科研人

员以某种百合为材料，研究解除鳞茎休眠

的条件。

芽

（1）选 取 若 干 完 整 无 损 伤 、大 小

的 鳞 茎 ，先 进 行 消 毒 ，杀 灭 鳞 茎 表 面 的

等微生物。

（2）将鳞茎分组，其中一组不做处理，

其余各组置于不同条件下贮藏。随后将

各组鳞茎种植相同时间，测定萌芽率，结

果如表。

①实验研究的是不同 及贮藏时

间对解除鳞茎休眠的影响。

②实验过程中应控制其他条件相同且适

宜，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以 误差。

③不做处理的鳞茎播种后萌芽率为0，在

本实验中起 作用。

④据表分析，在 条件下萌芽率最

高，说明此为解除鳞茎休眠的最佳条件。

（3）此项研究在百合的生产实践中具有

重要意义，其中不包括 （单选）。

a.缩短休眠时间

b.调节开花时间

c.改变百合品种

【参考答案】：
（1）相似/相近（合理即可）；细菌/细菌、

真菌

（2）①贮藏温度 ②减小 ③对照 ④贮

藏温度 5℃，贮藏时间 35 天

（3）c

解析及建议：
本题是以探究解除百合鳞茎休眠的条件

为背景，考查实验探究能力，有贮藏温度和贮

藏时间这两个实验变量。

实验中分别控制了贮藏时间（4 个组）和

贮藏温度（3 个组）两个变量，以表格的形式

呈现了 12 个数据，只要细心读取表格中的

信息就可以解答，第④问注意要把两个变量

都答全。

【例4】分别测定三块样地甜椒生产的相

关指标，结果如图2和表1所示。

图2

表1
①甜椒根系吸收的水分通过_______组

织运输到叶片，可以作为原料参与光合作用。

②图 2 中，通过测定_______来反应光合

速率。据表1可知，甜椒产量最高的灌溉方式

是渗灌，推测原因是：由于渗灌的给水位置在

土壤深层，能_______根系向下生长，进而促

进叶的生长，光合作用合成的_______最多，

因此产量最高。

③为了验证上述推测，可以进一步测定

三种灌溉方式下甜椒的_______等指标，并进

行比较。

【参考答案】：
① 输导

② 二氧化碳吸收速率；促进；有机物

③ 叶片面积（或“叶片数量”“根的长度”

等，写出一点即可）

解析及建议：
这道探究题的难度主要在于第③问。考

生要明白研究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研究问题“在甜椒生产中寻求更好的

灌溉方式”时发现，在渗灌这种方式下，甜椒

的耗水量最小且光合作用最强，甜椒产量也

最高。即下图所示的逻辑链条 A→D→F：

Ａ
灌溉方式→影响 Ｄ

光合速率→影响 Ｆ
甜椒产量

研究者追问其原因，推测了一种可能的

解释（即新的假设）：

给水位置较深，能促进根系向下生长，进

而促进叶的生长。这样就出现了下图所示的

逻辑链条：

Ａ
灌溉方式→影响 Ｂ

根的长度→影响 Ｃ
叶片数量
或面积

Ｄ
光合速率→ Ｆ

甜椒产量
影响→影响

而第③问就是针对A→B→C的逻辑环节

来设问的，实验的变量还是灌溉方式，但因变

量应是根的长度、叶片数量或面积。

这道题提示考生，在探究题中要关注问

题的逻辑链，对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还可

以再缩短思维的步距，将其生物学原因进一

步分解为几个小问题分别研究。对于逻辑链

条的梳理，有助于确定系列实验中每一个小

实验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续 完）

（续3月26日第1620期）
2.某区域河流的整体特征

某特定区域内河流的特征分析，主要从区域整体角度分析。一般采用的分

析方法：①分析区域内河流的数量，众多还是稀少主要受区域气候特征的影响；

②分析区域内主要河流的分布，一般受区域地形的影响；③分析区域内主要河流

的水文特征，主要受区域地形、气候等自然要素的综合影响。如亚洲的河流特

征：①河流数量众多；②大致由中间向四周呈辐射状注入海洋；③东部河流水量

较大，北部河流结冰期较长，西部河流水量较小，多内流河等。

三、探究河流的开发与治理
分析某条河流或某区域的河流，其目的是扬长避短，将有利的加以开发利

用，不利的加以治理，从而因地制宜地寻求经济发展，实现人地和谐。这也是地

理学的核心思想。

不同河段，水文特征不同，河流的开发利用价值就会不同。一般河流上游地

区，地势起伏大，落差大，水流湍急，如果水量大，水能资源会丰富，因此可以大力

开发水能进行发电。而中下游地区，地势低平，水流速度平缓，如果河流流量大，

航运价值会较高，可以大力发展航运。此外，河流还可以为农业提供灌溉水源，

为工业提供生产用水，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用水；在河流中也能发展水产养殖；

河流本身及沿岸还会形成众多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

图1 河流不同河段的开发利用方式
不同河段，水文特征不同，河流出现的问题可能就不同，因此治理办法也不

同。如河流上游地区一般水流速度急，冲刷力强，植被稀疏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导致河流含沙量过大，因此需要植树造林，保持水土。中下游地区地势低平，水

流平缓，降水集中的季节易发生洪涝灾害，因此要截弯取直，兴修水利。下游地

区水流速度慢，河水中的泥沙易淤积在河床中，容易堵塞河道甚至形成“地上

河”，因此需要疏浚河道、加固堤坝。流经干旱、半干旱气候区的河流，由于上、中

游不合理用水，容易使河流下游出现断流，因此需要统一调配，合理用水。有结

冰期且由低纬度流向高纬度的河流，冬季和春季容易发生“凌汛”问题，因此需要

爆破冰层。此外，人类污染物的排放，容易造成河流水质污染问题，因此需要控

制污染物排放，净化水源。

图2 河流不同河段的问题与治理

四、提炼河流的学习思路
通过对河流的学习，可以发现任何一条河流，其主要的学习内容和思路几乎

大同小异，大致可以提炼为以下几点：①了解河流的源流概况；②分析河流的水

文特征；③思考河流的开发利用价值；④针对河流问题提出相应治理办法。这不

仅是某一河流比较完整的学习思路，也是河流核心的学习内容和考查点。

图3 河流的学习思路
以上是“河流”有关知识和方法的梳理，希望对考生有帮助，也希望考生能在

学考中突破“河流”这一难点，取得满意成绩。 （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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