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条生物必考结论

1.糖类的基本元素为 C、H、O，是构成生物体的重要成分，是细胞的主要能源物质，是生

物体进行生命活动的主要能源物质。

2.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

3.地球上的生物，除了病毒以外，所有的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4.细胞膜具一定的流动性这一结构特点，具选择透过性这一功能特性。

5.细胞壁对植物细胞有支持和保护作用。

6.线粒体是活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

7.核糖体是细胞内将氨基酸合成为蛋白质的场所。

8.染色质和染色体是细胞中同一种物质在不同时期的两种形态。

9.细胞核是遗传物质储存和复制的场所，是细胞遗传特性和细胞代谢活动的控制中心。

10.均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去，因而在生物的亲代和子代间保持了遗传性状的稳定性，对生

物的遗传具重要意义。

11.高度分化的植物细胞仍然具有发育成完整植株的能力，也就是保持着细胞全能性。

12.酶的催化作用具有高效性和专一性、需要适宜的温度和 pH 值等条件。

13.ATP 是新陈代谢所需要能量的直接来源。

14.光合作用释放的氧全部来自水。

15.高等的多细胞动物，它们的体细胞只有通过内环境，才能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

16.稳态是机体进行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

17.细胞以分裂的方式进行增殖，细胞增殖是生物体生长、发育、繁殖和遗传的基础。



18.向光性实验发现：感受光刺激的部位在胚芽鞘尖端，而向光弯曲的部位在尖端下面的一

段，向光的一侧生长素分布的少，生长的慢;背光的一侧生长素分布的多，生长的快。

19.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往往具有两重性。这与生长素的浓度高低和植物器官的种类等

有关。一般说，低浓度促进生长，高浓度抑制生长。

20.在没有受粉的番茄(黄瓜、辣椒等)雌蕊柱头上涂一定浓度的生长素溶液可获得无籽果实。

21.垂体除了分泌生长激素促进动物体的生长外，还能分泌一类促激素调节其他内分泌腺的

分泌活动。

22.相关激素间具有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

23.(多细胞)动物神经活动的基本方式是反射，基本结构是反射弧(即：反射活动的结构基础

是反射弧)。

24.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调节人和高等动物生理活动的高级中枢是大脑皮层。

25.高等动物生命活动是在神经系统-体液-免疫网络调节下完成的。

26.生物的遗传特性，使生物物种保持相对稳定。生物的变异特性，使生物物种能够产生新

的性状，以致形成新的物种，向前进化发展。

27.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中，在前后代之间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的是 DNA，而不是蛋白质，从

而证明了 DNA 是遗传物质。

28.因为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物质是 DNA，所以说 DNA 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29.在真核细胞中，DNA 是主要遗传物质，而 DNA 又主要分布在染色体上。



30.在 DNA 分子中，碱基对的排列顺序千变万化，构成了 DNA 分子的多样性;而对某种特

定的 DNA 分子来说，它的碱基对排列顺序却是特定的，又构成了每一个 DNA 分子的特异

性。这从分子水平说明了生物体具有多样性和特异性的原因

31.遗传信息的传递是通过 DNA 分子的复制来完成的，从亲代 DNA 传到子代 DNA，从亲

代个体传到子代个体。

32.DNA 分子独特的双螺旋结构为复制提供了精确的模板;通过碱基互补配对，保证了复制

能够准确地进行。

33.子代与亲代在性状上相似，是由于子代获得了亲代复制的一份 DNA 的缘故。

34.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 DNA 片段，基因在染色体上呈线性排列，染色体是基因的主要载

体(叶绿体和线粒体中的 DNA 上也有基因存在)。

35.遗传信息是指基因上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

36.遗传密码是指信使 RNA 上的核糖核苷酸的排列顺序。

37.密码子是指信使 RNA 上的决定一个氨基酸的三个相邻的碱基。信使 RNA 上四种碱基的

组合方式有 64 种，其中，决定氨基酸的有 61 种，3 种是终止密码子。

38.反密码子是指转运 RNA 上能够和它所携带的氨基酸的密码子配对的三个碱基，由于决

定氨基酸的密码子有 61 种，所以，反密码子也有 61 种。

39.基因的表达是通过 DNA 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实现的，包括转录和翻译两个过程。

40.由于不同基因的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碱基顺序)不同，因此，不同的基因含有不同的

遗传信息(即：基因的脱氧核苷酸的排列顺序就代表遗传信息)。

41.生物的遗传是细胞核和细胞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42.一般情况下，一条染色体上有一个 DNA 分子，在一个 DNA 分子上有许多基因。

43.生物个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关系是：基因型是性状表现的内在因素，而表现型则是基因

型的表现形式。在个体发育过程中，生物个体的表现型不仅要受到内在基因的控制，也要受

到环境条件的影响，表现型是基因型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44.在杂种体内，等位基因虽然共同存在于一个细胞中，但是它们分别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

上，随着同源染色体的分离而分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进行减数分裂的时候，等位基因

随着配子遗传给后代，这就是基因的分离规律。

45.由显性基因控制的遗传病的发病率是很高的，一般表现为代代遗传。

46.在近亲结婚的情况下，他们有可能从共同的祖先那里继承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而使其

后代出现病症的机会大大增加，因此，近亲结婚应该禁止。

47.具有两对(或更多对)相对性状的亲本进行杂交，在 F1 进行减数分裂形成配子时，等位基

因随着同源染色体的分离而分离的同时，非同源染色体上的基因则表现为自由组合。这一规

律就叫基因的自由组合规律，也叫独立分配规律。

48.一般地说，色盲这种遗传病是由男性通过他的女儿遗传给他的外甥的(交叉遗传)。

49.我国的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50.基因突变是生物变异的主要来源，也是生物进化的重要因素，它可以产生新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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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基因突变是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或生物内部因素作用下，由于基因中脱氧核苷酸的种

类、数量和排列顺序的改变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基因的分子结构发生了改变的

结果。

52.自然界中的多倍体植物，主要是受外界条件剧烈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人工形成的多倍

体植物是用秋水仙素处理萌发的种子或幼苗，使有丝分裂前期不能形成纺锤体。

53.利用单倍体植株培育新品种，可以明显地缩短育种年限。

54.所谓的利用单倍体进行秋水仙素处理可以得到纯合体，这里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

这个单倍体必须是针对二倍体而言，即是由二倍体的配子培育而成的单倍体。

55.突变(包括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和基因重组是产生进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使种群改变

并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

56.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可以知道生物的变异一般是不定向的，而自然选择则是定

向的(定在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方向上)。当生物产生了变异以后，由自然选择来决定其生存

或淘汰。

57.遗传和变异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因素，生存斗争推动着生物的进化，它是生物进化的动力。

定向的自然选择决定着生物进化的方向。

58.生物圈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及其无机环境。

59.生物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是：适应环境，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在改变环境。

60.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只是一定程度上的适应，并不是绝对的，完全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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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既有普遍性又有相对性。生物适应环境的同时，也能够影响环境。

62.生物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63.种群是指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的同种生物个体的总和。种群的特征包括：种群密度、年

龄组成、性别比例、出生率和死亡率。

64.生物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相互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生物种群

的总和。

65.所有的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有大量的生物，还有赖以生存的无机环境，

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66.生产者所固定的太阳能的总量便是流经这个生态系统的总能量。

67.食物链和食物网是通过食物关系而构成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渠道。

68.在食物链和食物网中，越是位于能量金字塔顶端的生物，得到的能量越少，而通过生物

富集作用，体内的有害成分却越多。

69.人们研究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调整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关系，使

能量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

70.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之间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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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二者的关系是相反的，即抵抗力

稳定性大，则恢复力稳定性就小，反之亦是。

72.保持生态平衡，并不是维持生态系统的原始稳定状态。人类还可以在遵循生态平衡规律

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使生态系统朝着更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73.我们强调自然保护，并不意味着禁止开发和利用。而是反对无计划地开发和利用。

74.只有遵循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从长远观点和整体观点出发来综合考虑问题，才能有效

地保护自然，才能使自然环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75.细菌不谈等位基因(有该选项的首先排除)。

76 目的基因导入受体细胞发生的是基因重组。

77.抗体的产生需要淋巴因子的参与。

78.血钙浓度过低，肌肉抽搐;过高，肌无力。

79.植物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并不都能表现出全能性，如筛管细胞(无核)。

80.基因工程是定向改变基因频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