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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科学探究

概念：生物课程中的科学探究是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生物科学知识、领悟科学研究方法

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探究过程：提出问题一作出假设一制定计划一实施计划一得出结论一表达交流。对照原

则：对照原则（空白对照、条件对照、相互对照、自身对照）、重复原则、随机原则

【考点二】生物学科学研究方法

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

【考点三】生物的特征

生物的特征：生物的生活需要营养；生物能进行呼吸；生物能排出身体内产生的废物;

生物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生物能生长和繁殖；生物都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除病毒外，

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除上述特征外，生物还具有衰老、死亡、适应环境和影响环境等特征。

【考点四】生物的分类系统

有 7 个基本阶元：界、门、纲、目、科、属、种。最大（高）的分类单位是界，最小（低）、

最基本的分类单位是种。

五界分类系统：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和动物界。

【考点五】动物体的结构层次

1.组织：由形态相似，结构、功能相同的细胞联合在一起形成的细胞群。

2.器官：不同的组织按照一定次序结合在一起构成的行使一定功能的结构。举例：大脑、

胃、心脏、肝、肺、肾、眼、耳等。

3.系统：系统由能够共同完成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的多个器官按照一定次序组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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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4.四种基本组织：

5.人体的结构层次图解：

「上皮组》--神经组织」

【考点六】种子萌发的条件与过程

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适宜的温度、一定的水分和充足的空气。

种子萌发的自身条件：胚必须是活的且是完整的，具有供胚发育的营养物质，不在休眠

期。种子萌发的全过程为：种子吸水，子叶或胚乳中的营养物质逐渐转运给胚根、胚芽、胚

轴；随后，胚根发育，突破种皮，形成根；胚轴伸长，胚轴发育成连接根和茎的部分；胚芽

发育成芽，芽进一步发育成茎和叶。

【考点七】根尖的结构与功能

成熟区：停止伸长，表皮细胞的一部分向外突出形成根毛，细胞内有一个大液泡；内部

细胞分化形成导管。吸收水分和无机盐的主要部位，根毛增大了吸收的面积。

伸长区：细胞逐渐停止分裂，细胞内有一个大液泡，开始迅速伸长。根生长最快的部位，

也能够吸收水分和无机盐。

分生区：细胞很小，排列紧密，壁薄，核大，质浓。有很强的分裂能力（细胞数量增加），

不断产生新细胞。



生物 招教事业部

第 4 页 共 15 页

根冠：较大，排列不够整齐。起保护作用，保护分生组织。

【考点八】枝条是由芽发育而成的

1.芽的类型

按着生位置划分：分为顶芽和侧芽。 按发育结果划分：分为叶芽、花芽和混合芽。

2.芽的结构与发育

3.芽的顶端优势：顶芽生长旺盛而侧芽的生长受到抑制的现象。

【考点九】植物生长需要营养物质

1.植物生长需要营养物质

无机物：水、无机盐一一主要由根从土壤中吸收。

有机物：淀粉等一通过光合作用制造。

必需的矿质元素：分为大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2.三类无机盐

含氮的无机盐（如硝酸铵），促进细胞的分裂和生长，使枝叶繁茂；缺乏时植株矮小瘦弱，

叶片发黄，严重时叶脉呈淡棕色。

含磷的无机盐（如过磷酸钙），促进幼苗的发育和花的开放，使果实和种子的成熟提早；

缺乏时植株特别矮小，叶片呈暗绿色并出现紫色。

含钾的无机盐（如氯化钾），使茎秆健壮，促进淀粉的形成与运输；缺乏时茎秆软弱，容

易倒伏，叶片边缘和尖端呈褐色，并逐渐焦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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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传粉和受精

1.传粉：花粉从花药中散放出来落到雌蕊柱头上的过程，叫传粉。

分类：植物的传粉方式一般有两种，即自花传粉和异花传粉。

2.受精：精子与卵细胞融合形成受精卵的过程。

过程：花粉落到柱头上以后，在柱头上黏液的刺激下开始萌发，长出花粉管。花粉管穿

过花柱，进入子房，一直到达胚珠。花粉管中的精子随着花粉管的伸长而向下移动，最终进

入胚珠内部。花粉管中的两个精子，一个和卵细胞融合，形成受精卵，将来发育成胚；另一

个和两个极核细胞融合，形成受精极核，将来发育成胚乳（单子叶植物的受精极核发育成胚

乳，双子叶植物的受精极核被变精卵吸收）。

【考点十一】森林古猿的进化历程口诀:

人和近亲类人猿，森林古猿是祖先；

前肢解放直立走，制造工具生活变；

用火改善脑营养，交流合作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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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二】生殖细胞

【考点十三】糖类、脂肪、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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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四】水、无机盐

1.水：人体细胞的主要成分之一，在细胞中含量最多，大约占体重的 60%~70%。

2.无机盐：人体内的含量不多，但是人体内一旦缺乏无机盐，人就会患各种疾病。

【考点十五】几种维生素的缺乏症状和食物来源

【考点十六】生活垃圾的分类

生活垃圾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1.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等。

2.厨余垃圾:厨房产生的垃圾，主要包括剩菜剩饭、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垃圾。

3.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废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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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

回收的废弃物。

【考点十七】变态发育

【考点十八】区别传染病和非传染病

【考点十九】常见传染病的分类



生物考前三十分 招教事业部

第 3 页 共 15 页

【考点二十】传染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1.传染病流行的三个基本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

（1）传染源：能够散播病原体的人或动物。病原体在传染源的呼吸道、消化道、血液

或其他组织中生存、繁殖，并且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传播给健康人或动物。

（2）传播途径：病原体离开传染源到达人或动物所经过的途径。病原体传播的主要途

径有空气、饮食、接触、生物媒介等。

（3）易感人群：对某种传染病缺乏免疫力而容易感染该病的人群。

上述三个环节必须同时具备，缺少任何一个环节，传染病都流行不起来。

【考点二十一】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1.控制传染源

不少传染病在发病以前就已经具有传染性，在发病初期，即刚表现出症状的时候，传

染性最强。因此对传染病病人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具治疗，防止传染病的蔓延

类型 病原体原始部位 传播途径 常见传染病

呼吸道传染病 呼吸道黏膜和肺 飞沫、空气等
流感、白喉、百日咳、猩红热、

肺结核、流行性腮腺炎、麻疹等

消化道传染病 消化道及其附属器官 饮水、食物等
细菌性痢疾、病毒性肝炎、伤寒、

脊髓灰质炎、蛔虫病和蛲 虫病等

血液传染病 血液和淋巴
吸血的节肢动

物等

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黑热病、

丝虫病和出血热等

体表传染病 皮肤和体表黏膜 接触
狂犬病、炭疽病、破伤风、血吸

虫病、沙眼、疥疮和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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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传播途径。

2.切断传播途径的方法

主要是讲究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生物媒介，进行一些必要的消毒工

作等。要根据传染病的不同传播途径，采取不同的措施。

3.保护易感人群

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应该注意保护易感人群，不要让易感人群与传染源接触，并且进行

预防接种，提高易感人群的抵抗力。对易感人群来说，应该积极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

增强抗病能力

【考点二十二】安全用药

1.安全用药的概念

根据病人的病情、体质和药物的作用，适当选择药物的品种，以适当的方法、剂量和

时间 准确用药，充分发挥药物的最佳效果，尽量减小药物对人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或危害。

2.用药错误观念，造成安全隐患

（1）“久病成医”凭经验买药

（2）药量越大，好得越快

（3）药价越贵，疗效越好

（4）中药无毒，可以多吃

（5）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

【考点二十三】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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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十四】DNA 与 RNA

项目 共同点
不同点

应用
DNA RNA

名称 核酸 脱氧核糖核酸 核糖核酸

可依据核苷酸、

基本单位一核

苷酸

脱氧核苷酸 核糖核苷酸
五碳糖及碱基的

不同鉴别核酸种

组成 类

五碳糖、磷酸 脱氧核糖 核糖

含氮碱基一一

A、C、G
特有一一 T 特有——U

结构 链状 双链，具规则双螺旋结构 单链，不具双螺旋结构

在真核细胞

的细胞核、线 主要分布在细胞质

分布 粒体和叶绿 主要分布在细胞核中 (包括线体、叶绿

体中均有分 体）中

布

染色
都能被特定

染色剂染色

DNA 与甲基绿的亲合力

强，可使 DNA 染成绿色

RNA 与吡罗红的亲 合

力强，可使 RNA 染成红

色

可利用染色情况

显示两类核酸在

细胞中的分布

携带遗传信息，对于含有 与遗传信息的表达

作用
都与性状表

现有关

DNA 的生物而言，是遗传

物质，是不同生物表现不

有关，在只含有 RNA 的

生物中，遗传物质

同性状的根本原因 是 RNA

【考点二十五】“原子守恒法”计算蛋白质中各原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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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 原子数=肽键数+肽链数+R 基上的 N 原子数=各氨基酸中 N 原子的总数。

2.O 原子数=肽键数+2X 肽链数+R 基上的 O 原子数=各氨基酸中 O 原子的总数-脱去水分

子数。

游离一 NH2 或一 COOH 数=肽链数 X1+R 基中一 NH2 或一 COOH 数（环肽中主链上不再有

游离 氨基或羧基）。

易错易混：

由 n 个氨基酸构成一环状肽，则形成的肽键数=失去水分子数=氨基酸数。

若 n 种氨基酸形成一个 m 肽，则形成的多肽种类为 nm 种。若有 n种氨基酸形成一个 n

肽，且每种氨基酸只有一个，则形成 n肽的种类为 nX(n-1)X(n-2)X…X1=n!。

【考点二十六】蛋白质

1.蛋白质的元素组成：除 C、H、O、N 外，有些蛋白质还含有少量 P、S。

2.基本组成单位：氨基酸

3.氨基酸的结合方式：脱水缩合

4.蛋白质的结构多样性

原因：主要有组成蛋白质多肽链的氨基酸的种类、数目、排列顺序的不同以及构成蛋

白质 的多肽链的数目、空间结构不同。

5.蛋白质的功能：

催化：生物体内各种化学反应多是在蛋白质类酶的催化下进行的。

运输：血红蛋白运输氧气，脂蛋白随血液将脂质从肝脏运输到身体其他部分。

收缩和运动：肌肉中的一些蛋白质构成肌肉的收缩系统。

有机体结构：细胞膜系统等主要由蛋白质和磷脂构成，还有各种结构蛋白。

防御：抗体具有免疫功能，凝血蛋白能保护受伤的血管。

调控：调节、控制细胞的生长、分化、遗传信息的表达，如胰岛素调控。

【考点二十七】内环境的稳态

1.稳态的实质：内环境的化学成分和理化性质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2.稳态基础：各器官、系统协调一致地正常运行。

3.稳态调节机制：目前普遍认为神经一体液一免疫调节网络是机体维持稳态的主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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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机制。

4.内环境稳态的重要意义：内环境稳态是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

5.人体维持内环境稳态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1）外界环境的变化过于剧烈稳态遭破坏原因。

（2）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出现了障碍。

【考点二十八】主要的吸收器官小肠

主要的吸收器官是小肠的原因：

1.长：上是消化道中最长的一段，长约 5~6 米。

2.大：小肠的内表面有许多敏装和小肠绒毛，大大增加了小肠吸收营养物质的面积。

3.多：小肠中有肠液、胰液和胆汁等多种消化液，含有多种消化酶，利于消化各种营

养物质。

4.薄：小肠绒毛壁、毛细血管壁和毛细淋巴管壁都很薄，只由一层上皮细胞构成，利

于吸

【考点二十九】食物的消化

概念：食物在消化道内分解成可以被细胞吸收的物质的过程叫做消化。消化主要是在

消化道内通过多种消化酶的作用实现的。

消化酶：消化主要是通过多种消化酶的作用而进行的，除口腔中的唾液淀粉酶以外，

胃、小肠等器官中还有许多种酶，如蛋白酶、脂肪酶等。

消化的过程：食物经过口腔的咀嚼，牙齿的磨碎，舌的搅拌、吞咽，胃肠肌肉的活动，

将大块的食物变成碎小的，使消化液充分与食物混合，并推动食团或食糜下移，从口腔推移

到肛门，这种消化过程叫物理性消化（胆汁能将脂肪分解成脂肪微粒，没有改变脂肪的性质，

属于物理性消化）。

各种消化液将食物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肠壁可以吸收的简单的小分子有机物，如

糖类 分解为单糖，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这种消化过程叫化学性消化。

【考点三十】神经调节的基本方式一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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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射的概念：是神经系统的基本活动方式，是指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参与下，动物体

或人 体对内环境变化做出的规律性应答。

2.反射的类型

项目 非条件反射 条件反射

形成时间 生来就有 后天习得

参与反射的中枢 低级中枢（小脑、脑干和脊髓等） 高级中枢（大脑皮层）

举例 眨眼反射 望梅止渴

相互关系 非条件反射是形成条件反射的基础

1.反射弧：是反射活动的结构基础和功能单位。

（1）反射弧的组成

感受器：感觉神经末梢和与之相连的各种特化结构，感受刺激。

传入神经：从神经末梢向中枢传导冲动的神经。

神经中枢：在脑和脊髓的灰质中，由功能相同的神经元细胞体系汇集在一起。

传出神经：把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传到各器官和外围部门的神经。

效应器：运动神经末梢与所支配的肌肉或腺体。

（2）反射的过程：感受器（接受刺激）一传入神经（传入信息）一神经中枢（处理信

息， 发出命令）一传出神经（传出命令）一效应器（产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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