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 高中生物
必背的重要知识点总结(精选8篇)

学期总结是对学习过程和成果的全面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考试总结
范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启发。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一

1、细菌进行有氧呼吸的酶类分布在细胞膜内表面，有氧呼吸
也在也在细胞膜上进行。光合细菌，光合作用的酶类也结合
在细胞膜上，主要在细胞膜上进行。

2、细胞遗传信息的表达过程既可发生在细胞核中，也可发生
在线粒体和叶绿体中。

3、在生态系统中初级消费者粪便中的能量不属于初级消费者，
仍属于生产者的能量。

4、用植物茎尖和根尖培养不含病毒的植株。是因为病毒来不
及感染。

5、植物组织培养中所加的糖是蔗糖，细菌及动物细胞培养，
一般用葡萄糖培养。

6、病毒具有细胞结构，属于生命系统。

7、没有叶绿体就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8、没有线粒体就不能进行有氧呼吸。

9、线粒体能将葡萄糖氧化分解成co2和h2o。



10、细胞膜只含磷脂，不含胆固醇。

11、细胞膜中只含糖蛋白，不含载体蛋白、通道蛋白。

12、只有叶绿体、线粒体能产生atp，细胞基质不能产生atp。

13、只有动物细胞才有中心体。

14、所有植物细胞都有叶绿体、液泡。

15、无氧条件下不能产生atp、不能进行矿质元素的吸收。

16、测量的co2量、o2量为实际光合作用强度。

17、氧气浓度越低越有利于食品蔬菜保鲜、种子储存。

18、将人的胰岛素基因通过基因工程转入大肠杆菌，大肠杆
菌分泌胰岛素时依次经过：核糖体—内质网—高尔基体—细
胞膜，合成成熟的蛋白质。形态大小相同、来源不同的染色
体才是同源染色体。

19、没有同源染色体存在的细胞分裂过程一定属于减数第二
次分裂。

20、动物细胞也能发生质壁分离和复原。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二

1、在解计算题中常用到的恒等：原子恒等、离子恒等、电子
恒等、电荷恒等、电量恒等，用到的方法有：质量守恒、差
量法、归一法、极限法、关系法、十字交法和估算法。

(非氧化还原反应：原子守恒、电荷平衡、物料平衡用得多，
氧化还原反应：电子守恒用得多)



2、电子层结构相同的离子，核电荷数越多，离子半径越小;

3、体的熔点：原子晶体离子晶体分子晶体中学学到的原子晶
体有：si、sic、sio2=和金刚石。原子晶体的熔点的比较是以原
子半径为依据的：金刚石sicsi(因为原子半径：sico).

4、分子晶体的熔、沸点：组成和结构相似的物质，分子量越
大熔、沸点越高。

5、体的带电：一般说来，金属氢氧化物、金属氧化物的胶体
粒子带正电，非金属氧化物、金属硫化物的胶体粒子带负电。

6、氧化性：mno4-cl2br2fe3+i2s=4(+4价的s)

例：i2+so2+h2o=h2so4+2hi

7、有fe3+的溶液一般呈酸性。

8、能形成氢键的物质：h2o、nh3、hf、ch3ch2oh。

9、水(乙醇溶液一样)的密度小于1，浓度越大，密度越小，
硫酸的密度大于1，浓度越大，密度越大，98%的浓硫酸的密
度为：1.84g/cm3。

10、子是否共存：

(1)是否有沉淀生成、气体放出;

(2)是否有弱电解质生成;

(3)是否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5)是否发生双水解。



4.高二化学知识点归纳大全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三

1.能使溴水褪色的物质有：

(1)含有碳碳双键和碳碳叁键的烃和烃的`衍生物(加成);

(2)苯酚等酚类物质(取代);

(3)含醛基物质(氧化);

(4)碱性物质(如naoh、na2co3)(氧化还原――歧化反应);

(5)较强的无机还原剂(如so2、ki、feso4等)(氧化);

(6)有机溶剂(如苯和苯的同系物、四氯甲烷、汽油、已烷等，
属于萃取，使水层褪色而有机层呈橙红色)。

2.密度比水大的液体有机物有：

溴乙烷、溴苯、硝基苯、四氯化碳等。

3.密度比水小的液体有机物有：

烃、大多数酯、一氯烷烃。

4.能发生水解反应的物质有：

卤代烃、酯(油脂)、二糖、多糖、蛋白质(肽)、盐。

10.不溶于水的有机物有：

烃、卤代烃、酯、淀粉、纤维素。



5.常温下为气体的有机物有：

分子中含有碳原子数小于或等于4的烃(新戊烷例外)、一氯甲
烷、甲醛。

6.浓硫酸、加热条件下发生的反应有：

苯及苯的同系物的硝化、磺化、醇的脱水反应、酯化反应、
纤维素的水解。

7.能被氧化的物质有：

含有碳碳双键或碳碳叁键的不饱和化合物(kmno4)、苯的同系
物、醇、醛、酚。大多数有机物都可以燃烧，燃烧都是被氧
气氧化。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四

曲线类答题模

正确解答曲线坐标题的析题原则可分为识标、明点、析线三
个步骤：

1、识标：弄清纵、横坐标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解
答此类习题的基础。

2、明点：坐标图上的曲线有些特殊点，明确这些特殊点的含
义是解答此类习题的关键。若为多重变化曲线坐标图，则应
以行或列为单位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其变化趋势。

3、析线：根据纵、横坐标的含义可以得出：在一定范围内
（或超过一定范围时），随“横坐标量”的变化，“纵坐标
量”会有怎样的变化。从而揭示出各段曲线的变化趋势及其
含义。



注：若为多重变化曲线坐标图，则可先分析每一条曲线的变
化规律，再分析不同曲线变化的因果关系、先后关系，分别
揭示其变化趋势，然后对比分析，找出符合题意的曲线、结
论或者是教材中的结论性语言。

表格信息类

题型特点：它属于材料题，但又不同于一般材料题。可有多
种形式，但不管是哪一种题型，其反映的信息相对比较隐蔽，
不易提取，因而对同学们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表格题的一般解题步骤：

（1）仔细阅读并理解表格材料，明确该表格反映的是什么信
息。

（2）对表格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并能准确把握表格与题干间
的内在联系。

（3）将材料中的问题与教材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加以论证。

（4）对材料分析及与原理结合论证的过程进行画龙点睛的总
结，以起到首尾呼应的答题效果。

图形图解类

题型特点：生物体的某一结构或某一生理过程均可以用图形
或图解的形式进行考查。这类题可包含大量的生物学知识信
息，反映生命现象的发生、发展以及生物的结构、生理和相
互联系。

解答该类试题的一般步骤：

1、审题意：



图解题要学会剖析方法，从局部到整体，把大块分成小块，
看清图解中每一个过程，图像题要能识别各部分名称，抓住
突破口。

2、找答案：

（1）理清知识点：该图解涉及哪几个知识点，是一个知识点，
还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点，要一一理清。

（2）两个或两个以上知识点的图解要思考这些知识点之间的
区别与联系、相同与不同等。

实验探究类

题型特点：实验探究型试题主要包括设计类、分析类和评价
类。主要考查考生是否理解实验原理和具备分析实验结果的
能力，是否具有灵活运用实验知识的能力，是否具有在不同
情景下迁移知识的能力。

命题方向：设计类实验是重点，包括设计实验步骤、实验方
案、实验改进方法等。

解答该类试题应注意以下几点：

1、准确把握实验目的：

明确实验要解决的“生物学事实”是什么，要解决该“生物
学事实”的哪一个方面。

2、明确实验原理：

分析实验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涉及到的生物学有关学
科中的方法和原理有哪些。

3、确定实验变量和设置对照实验：



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确定实验研究的因素，以及影响本实
验的无关变量；构思实验变量的控制方法和实验结果的获得
手段。

4、设计出合理的实验装置和实验操作，得出预期实验结果和
结论。

数据计算类

题型特点：考查核心在于通过定量计算考查学生对相关概念、
原理和生理过程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命题方向：定量计算题的取材主要涉及蛋白质、dna、光合作
用与呼吸作用、细胞分裂、遗传育种、基因频率、种群数量、
食物链与能量流动等方面的内容。首先要明确知识体系，找
准所依据的生物学原理。

信息迁移类

题型特点：以生物的前沿科技、生命科学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生物实验等为命题材料，用文字、
数据、图表、图形、图线等形式向考生提供资料信息。分析
和处理信息，把握事件呈现的特征，进而选择或提炼有关问
题的答案。

命题方向：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理解文字、图表、
表格等表达的生物学信息的能力，以及搜集信息、加工处理
信息、信息转换、交流信息的能力。

解题的一般方略为：

1、阅读浏览资料、理解界定信息：

通过阅读浏览资料，明确题目事件及信息的类型，了解题干



的主旨大意，界定主题干下面次题干的有无，确定解题思路。

2、整合提炼信息、探究发掘规律：

对于题干较长的题目来说，可快速浏览整个题干，针对题目
设问，分析所给信息，找到与问题相关的信息。

3、迁移内化信息、组织达成结论：

紧扣题意抓住关键，根据整合提炼的信息，实施信息的迁移
内化。信息迁移分为直接迁移和知识迁移，直接迁移即考生
通过现场学习、阅读消化题干新信息，并将新信息迁移为自
己的知识，直接作答。

遗传推断类答题模板

题型特点：遗传推理题是运用遗传学原理或思想方法，根据
一系列生命现象或事实，通过分析、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
对相关的遗传学问题进行解决的一类题型。该题型具有难度
大，考查功能强等特点。

命题方向：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的判断、性状显隐性的判
断、基因型与表现型的推导、显性纯合子和显性杂合子的区
分、性状的遗传遵循基因的分离定律或自由组合定律的判断
等等。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五

没有基础就根本谈不上能力;第一轮复习一定要扎扎实实，切
勿盲目攀高，以免眼高手低。复习主要以教材为准，反复阅
读深刻理解其中的知识点，形成点与面的知识网，使知识更
加全面而又精准。同时，对基础知识的全面回顾还要形成自
己的思维体系。



考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应该注意到了，化学具有非常多的化学
原理及规律。化学同物理一样是自然学科，他们一定会遵从
自然规律。所以考生不要在庞大的化学方程式及原理面前怯
步，只要找到其内在规律，不断的深入总结，舍弃表面追究
其根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记忆，做题时，不要做
完题就没事了，应注重解题的思路。

化学和物理都是自然学科，都会注重其实验，化学更为优胜，
近几年化学高考化学中，以实验为主线来命题的数量明显增
多，所占的分数也越来越重。考生想要取得高分，一定不能
放松对实验能力的培养。

在第一轮复习当中，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就是加强经典题
型的训练，训练的知识点应结合近几年的高考知识点来，深
刻理解知识点，打好基础，适当的时候做下模拟试题或者真
题。

在解题的过程当中，不仅要注重质量还要注重速度。选好适
合的题目类型及数量，有助于加强思维的训练，减少再次做
题的时间。做完题后，应注意归纳总结，反思解题的过程及
技巧，长期坚持训练，解题能力一定会加强的。

由于复习的时间有限，且高三要复习的可门和知识点非常庞
大，怎样在少量的时间里面做好复习，是考生们普遍关注的
问题。其主要方法，就是突出重点，加强薄弱的突击。同时
要对考试中出错率高的地方要即使做好反思，对此地段也要
强化训练。每一次考试的错误点及练习的错误点，一定要做
好详细的分析，分析其原因。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六

离子所加试剂现象离子方程式

四、除杂



注意事项：为了使杂质除尽，加入的试剂不能是“适量”，
而应是“过量”;但过量的试剂必须在后续操作中便于除去。

物质的量的单位――摩尔

1.物质的量(n)是表示含有一定数目粒子的集体的物理量。

2.摩尔(mol):把含有6.02×1023个粒子的任何粒子集体计量
为1摩尔。

3.阿伏加德罗常数：把6.02x1023mol-1叫作阿伏加德罗常数。

4.物质的量=物质所含微粒数目/阿伏加德罗常数n=n/na

5.摩尔质量(m)(1)定义：单位物质的量的物质所具有的质量
叫摩尔质量.(2)单位：g/mol或g..mol-1(3)数值：等于该粒子
的相对原子质量或相对分子质量.

6.物质的量=物质的质量/摩尔质量(n=m/m)

气体摩尔体积

2.物质的量=气体的体积/气体摩尔体积n=v/vm

3.标准状况下,vm=22.4l/mol

物质的量在化学实验中的应用

1.物质的量浓度.

2.一定物质的量浓度的配制

(1)基本原理:根据欲配制溶液的体积和溶质的物质的量浓度，
用有关物质的量浓度计算的方法，求出所需溶质的质量或体



积，在容器内将溶质用溶剂稀释为规定的体积,就得欲配制得
溶液.

(2)主要操作

a.检验是否漏水.

b.配制溶液1计算.2称量.3溶解.4转移.5洗涤.6定容.7摇匀8
贮存溶液.

注意事项：

a选用与欲配制溶液体积相同的容量瓶.

b使用前必须检查是否漏水.

c不能在容量瓶内直接溶解.

d溶解完的溶液等冷却至室温时再转移.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七

1.醇：

(1)与金属钠反应放出氢气(鉴别6个碳原子以下的醇);

(2)用卢卡斯试剂鉴别伯、仲、叔醇，叔醇立刻变浑浊，仲醇
放置后变浑浊，伯醇放置后也无变化。

2.酚或烯醇类化合物：

(1)用三氯化铁溶液产生颜色(苯酚产生兰紫色)。

(2)苯酚与溴水生成三溴苯酚白色沉淀。



3.羰基化合物：

(1)鉴别所有的醛_：2，4-二硝基苯肼，产生_或橙红色沉淀;

(2)区别醛与_用托伦试剂，醛能生成银镜，而_不能;

(4)鉴别__和具有结构的醇，用碘的氢氧化钠溶液，生成_的
碘仿沉淀。

4.甲酸：用托伦试剂，甲酸能生成银镜，而其他酸不能。

5._：区别伯、仲、叔_有两种方法

(1)用苯磺酰氯或对甲苯磺酰氯，在naoh溶液中反应，伯_生
成的产物溶于naoh;仲_生成的产物不溶于naoh溶液;叔_不发
生反应。

(2)用nano2+hcl：

脂肪_：伯_放出氮气，仲_生成_油状物，叔_不反应。

芳香_：伯_生成重氮盐，仲_生成_油状物，叔_生成绿色固体。

高中化学必背重要知识点总结篇八

(2)同一族的元素从上到下，随电子层数增多，原子半径增大。

2——元素化合价

1.原子结构：如：的质子数与质量数，中子数，电子数之间
的关系

2.元素周期表和周期律

(1)元素周期表的结构



a.周期序数=电子层数

b.原子序数=质子数

c.主族序数=最外层电子数=元素的正价数

d.主族非金属元素的负化合价数=8-主族序数

e.周期表结构

(2)元素周期律(重点)

a.元素的金属性和非金属性强弱的比较(难点)

a.单质与水或酸反应置换氢的难易或与氢化合的难易及气态
氢化物的稳定性

b.价氧化物的水化物的碱性或酸性强弱

c.单质的还原性或氧化性的强弱

(注意：单质与相应离子的性质的变化规律相反)

b.元素性质随周期和族的变化规律

a.同一周期，从左到右，元素的金属性逐渐变弱

b.同一周期，从左到右，元素的非金属性逐渐增强

c.同一主族，从上到下，元素的金属性逐渐增强

d.同一主族，从上到下，元素的非金属性逐渐减弱

c.第三周期元素的变化规律和碱金属族和卤族元素的变化规律



(包括物理、化学性质)

d.微粒半径大小的比较规律：

a.原子与原子b.原子与其离子c.电子层结构相同的离子

(3)元素周期律的应用(重难点)

a.“位，构，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a.原子结构决定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

b.原子结构决定元素的化学性质

c.以位置推测原子结构和元素性质

b.预测新元素及其性质

3.化学键(重点)

(1)离子键：

a.相关概念：

b.离子化合物：大多数盐、强碱、典型金属氧化物

c.离子化合物形成过程的电子式的表示(难点)

(ab，a2b，ab2，naoh，na2o2，nh4cl，o22-，nh4+)

(2)共价键：

a.相关概念：



b.共价化合物：只有非金属的化合物(除了铵盐)

c.共价化合物形成过程的电子式的表示(难点)

(nh3，ch4，co2，hclo，h2o2)

d极性键与非极性键

(3)化学键的概念和化学反应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