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必修三生物知识点总结人教版 高三
生物必修三知识点(优秀8篇)

总结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和总结，形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精心收集的学习总结范文汇总如下，供
大家参考学习。

必修三生物知识点总结人教版篇一

1、生态系统的概念：

由生物群落与它的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叫做
生态系统。

2、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

3、生态系统类型：

可分为水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主要包
括海洋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有冻原生态
系统、荒漠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等自然
生态系统，以及农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人工生态系
统。

4、生态系统的结构

（1）成分：

非生物成分：无机盐、阳光、热能、水、空气等

生物成分消费者：主要是各种动物

分解者：主要某腐生细菌和真菌，也包括蚯蚓等腐生动物。



它们能分解动植物遗体、粪便等，最终将有机物分解为无机
物。

（2）营养结构：食物链、食物网

同一种生物在不同食物链中，可以占有不同的营养级。植物
（生产者）总是第一营养级；植食性动物（即一级/初级消费
者）为第二营养级；肉食性动物和杂食性动物所处的营养级
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猫头鹰捕食鼠时，则处于第三营养级；
当猫头鹰捕食吃虫的小鸟时，则处于第四营养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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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系统的概念：

由生物群落与它的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叫做
生态系统。

2、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

3、生态系统类型：

可分为水域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主要包
括海洋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有冻原生态
系统、荒漠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等自然
生态系统，以及农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等人工生态系
统。

4、生态系统的结构

(1)成分：

非生物成分：无机盐、阳光、热能、水、空气等



和光合细菌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

生物成分消费者：主要是各种动物

最终将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

(2)营养结构：食物链、食物网

同一种生物在不同食物链中，可以占有不同的营养级。植
物(生产者)总是第一营养级;植食性动物(即一级/初级消费
者)为第二营养级;肉食性动物和杂食性动物所处的营养级不
是一成不变的，如猫头鹰捕食鼠时，则处于第三营养级;当猫
头鹰捕食吃虫的小鸟时，则处于第四营养级。

二、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定义课本p93

1、过程

2、特点：

逐级递减：能量在沿食物链流动的过程中，逐级减少，能量
在相邻两个营养级间的传递效率是10%-20%;可用能量金字塔
表示。

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营养级越多，能量流动过程中消耗的能
量越多。

3、研究能量流动的意义：

(1)可以帮助人们科学规划、设计人工生态系统，使能量得到
最有效的利用。

(2)可以帮助人们合理地调整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关系，使
能量持续高效地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如农田生态系统



中，必须清除杂草、防治农作物的病虫害。

三、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1.碳循环

2、过程：

3、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关系：课本p103

四、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

1、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是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
递

2、生态系统中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

(1)物理信息：光、声、热、电、磁、温度等。如植物的向光
性

(2)化学信息：性外激素、告警外激素、尿液等

(3)行为信息：动物求偶时的舞蹈、运动等

3、信息传递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离
不开信息的作用;生物种群的繁衍，也离不开信息的传递;信
息还能够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4、信息传递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一是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如短日照处理能使菊花提前开
花;

二是对有害动物进行控制，如喷洒人工合成的性外激素类似
物干扰害虫交尾的环保型防虫法。



五、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概念：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
稳定的能力

力的。基础是负反馈。物种数目越多，营养结构越复杂，自
我调节能力越大。

和自我调节能力时，便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破坏、甚
至引发系统崩溃。

4、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生态系统成分越单纯，结构越简朴抵抗力稳定性越低，反之
亦然。草原生态系统恢复力稳定性较强，草地破坏后能恢复。
而森林恢复很困难。抵抗力稳定性强的生态系统它的恢复力
稳定就弱。

另一方面对人类利用强度较大的生态系统，应实施相应的物
质和能量的投入，保证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协调。

6、制作生态瓶时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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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

1.呼吸作用(也叫细胞呼吸)：指有机物在细胞内经过一系列
的氧化分解，最终生成二氧化碳或其它产物，释放出能量并
生成atp的过程。根据是否有氧参与，分为有氧呼吸和无氧呼
吸。

2.有氧呼吸：指细胞在有氧的参与下，通过多种酶的催化作
用下，把葡萄糖等有机物彻底氧化分解，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释放出大量能量，生成atp的过程。

3.无氧呼吸：一般是指细胞在无氧的条件下，通过酶的催化
作用，把葡萄糖等有机物分解为不彻底的氧化产物(酒精、co2
或乳酸)，同时释放出少量能量的过程。

4.发酵：微生物(如：酵母菌、乳酸菌)的无氧呼吸。

二、有氧呼吸的总反应式：

酶c6h12o6+6o2+6h2o6co2+12h2o+能量

二、无氧呼吸的总反应式：

(酵母菌、植物细胞在无氧条件下的呼吸)

(动物骨骼肌细胞、马铃薯块茎、甜菜块根等细胞的无氧呼
吸)

三、影响呼吸速率的外界因素：

1.温度：温度通过影响细胞内与呼吸作用有关的酶的活性来
影响细胞的呼吸作用。

温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影响细胞正常的呼吸作用。在一定温度
范围内，温度越低，细胞呼吸越弱;温度越高，细胞呼吸越强。

2.氧气：氧气充足，则无氧呼吸将受抑制;氧气不足，则有氧
呼吸将会减弱。

3.水分：一般来说，细胞水分充足，呼吸作用将增强。但陆
生植物根部如长时间受水浸没，根部细胞缺氧，进行无氧呼
吸，产生过多酒精，可使根部细胞坏死。



2：环境co2浓度提高，将抑制细胞呼吸，可用此原理来贮藏
水果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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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由生物群落与它的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
整体，

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是指地球上的全部生物及其无机环境
的总和）。

2、类型： 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大于人工生态系统

人工生态系统

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

3、结构：组成结构

生产者（自养生物） 主要是绿色植物，还有硝化细菌等

消费者 主要有植食性动物、肉食性动物和杂食性动物

寄生动物（蛔虫）

异养生物

分解者 主要是细菌、真菌、还有腐生生活的动物（蚯蚓）

食物链 从生产者开始到营养级结束，分解者不参与食物链

营养结构



食物网 在食物网之间的关系有竞争同时存在竞争。食物链，
食物网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的渠道。

4、生态系统功能：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

（1）、能量流动 a、定义：生物系统中能量的输入、传递、
转化和散失的过程，

输入生态系统总能量是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

传递沿食物链、食物网，

散失通过呼吸作用以热能形式散失的。

b、过程：一个来源，三个去向。

（2）研究能量流动的意义：1实现对能量的多级利用，提高
能量的利用效率（如桑基鱼塘）

2合理地调整能量流动关系，使能量持续高效的流向对人类最
有益的部分（如农作物除草、灭虫）

必修三生物知识点总结人教版篇五

功能：细胞质基质是活细胞进行新陈代谢的主要场所，其为
新陈代谢的进行提供所需要的物质和一定的环境条件。例如，
提供atp、核苷酸、氨基酸等。

化学组成：呈胶质状态，由水、无机盐、脂质、糖类、氨基
酸、核苷酸和多种酶等组成。

细胞骨架

真核细胞中有维持细胞形态、保持细胞内部结构有序性的细



胞骨架。

细胞骨架是由蛋白质纤维组成的网架结构，与细胞运动、xx、
分化以及物质运输、能量转换、信息传递等生命活动密切相
关。

线粒体

结构特点：具有双层膜结构，外膜是平滑而连续的界膜，内
膜反复延伸折入内部空间，形成嵴。线粒体具有半自主性，
腔内有成环状的dna、少量rna和核糖体，它们都能自行分化，
但是部分蛋白质还要在胞质内合成。线粒体基质和线粒体内
膜上含有呼吸作用有关的酶。

功能：细胞进行有氧呼吸的主要场所，是“动力车间”。

叶绿体

结构特点：具有双层膜。在叶绿体内部存在扁平袋状的膜结
构，叫类囊体。类囊体通常是几十个垛叠在一起而成为基粒。
类囊体膜上有光合作用的色素，叶绿体基质中含有与光合作
用有关的酶。叶绿体具有特有环状dna、少量rna、核糖体和进
行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酶，能合成出一部分自己所必需的蛋白
质。

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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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质网

结构特点：是由膜连接而成的网状结构，单层膜，可分为滑
面内质网和粗面内质网(附着有核糖体)。

功能：细胞内蛋白质加工以及脂质(如性激素)合成的“车



间”。

高尔基体

结构特点：高尔基体是由单层膜围成的扁平囊和小泡所组成，
分泌旺盛的细胞，较发达。成堆的囊并不像内质网那样相互
连接。

功能：对来自内质网的蛋白质进行加工、分类、包装的“车
间”及“发送站”;还与植物细胞壁的形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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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又称物种岐异度，是生物界一个较为崭新之概
念。简单来说，是指所有不同种类的生命，生活在一个地球
上，其相互交替、影响令地球生态得到平衡。生物的多样性
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组成部
分。因此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实质上是基因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意义：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对于人类来说，生物多样性具有直接使用价值、
间接使用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

（1）直接价值：生物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纤维、建筑和家具
材料及其他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还有美学价值，可以陶冶
人们的情操，美化人们的生活。如果大千世界里没有色彩纷
呈的植物和神态各异的动物，人们的旅游和休憩也就索然寡
味了。正是雄伟秀丽的名山大川与五颜六色的花鸟鱼虫相配
合，才构成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美景。另外，生物多
样性还能激发人们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

（2）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指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
生态功能。无论哪一种生态系统，野生生物都是其中不可缺
少的组成成分。在生态系统中，野生生物之间具有相互依存



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野生生物一旦减少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要遭到破坏，人
类的生存环境也就要受到影响。

（3）潜在使用价值：就药用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有80%依
赖植物或动物提供的传统药物，以保证基本的健康；西方医
药中使用的药物有40%含有最初在野生植物中发现的物质。例
如，据近期的调查，中医使用的植物药材达1万种以上。野生
生物种类繁多，但人类对它们做过比较充分研究的只占极少
数，大量野生生物的使用价值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
是，这些野生生物具有巨大的潜在使用价值。任何一种野生
生物一旦从地球上消失就无法再生，它的各种潜在使用价值
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对于目前尚不清楚其潜在使用价值
的野生生物，同样应当珍惜和保护。

如何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措施1→就地保护：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把包含保护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的陆
地或水体划分出来，进行保护和管理。比如，建立自然保护
区实行就地保护。自然保护区是有代表性的自然系统、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分布区，包括自然遗迹、陆地、陆
地水体、海域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还具备科
学研究、科普宣传、生态旅游的重要功能。

措施2→迁地保护：

迁地保护是在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异地，通过建立动物园、植
物园、树木园、野生动物园、种子库、基因库、水族馆等不
同形式的保护设施，对那些比较珍贵的物种、具有观赏价值
的物种或其基因实施由人工辅助的保护。迁地保护目的只是
使即将灭绝的物种找到一个暂时生存的空间，待其元气得到
恢复、具备自然生存能力的时候，还是要让被保护者重新回



到生态系统中。

措施3→建立基因库：

目前，人们已经开始建立基因库，来实现保存物种的愿望。
比如，为了保护作物的栽培种及其会灭绝的野生亲缘种，建
立全球性的基因库网。现在大多数基因库贮藏着谷类、薯类
和豆类等主要农作物的种子。

措施4→构建法律体系：

人们还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来保护生物
多样性。比如，加强对外来物种引入的评估和审批，实现统
一监督管理。建立基金制度，保证国家专门拨款，争取个人、
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捐款和援助，为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
力的经济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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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素的生理作用：

生长素对植物生长调节作用具有两重性，一般，低浓度促进
植物生长，高浓度抑制植物生长(浓度的高低以各器官的最适
生长素浓度为标准)。

同一植株不同器官对生长素浓度的反应不同，敏感性由高到
低为：根、芽、茎(见右图)

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促进和抑制作用与生长素的浓度、植物
器官的种类、细胞的年龄有关。

顶端优势是顶芽优先生长而侧芽受到抑制的现象。原因是顶
芽产生的生长素向下运输，使近顶端的侧芽部位生长素浓度
较高，从而抑制了该部位侧芽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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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生物学观点，可以更迅速更准确地学习生物学知
识。所以在生物学学习中，要注意树立以下生物学观点：

1、生命物质性观点。

生物体由物质组成，一切生命活动都有其物质基础。

2、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观点。

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有一定的结构就必然有与之相对应功能
的存在；二是任何功能都需要一定的结构来完成。

3、生物的整体性观点。

系统论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这一
思想完全适合生物领域。不论是细胞水平、组织水平、器官
水平，还是个体水平，甚至包括种群水平和群落水平，都体
现出整体性的特点。

4、生命活动对立统一的观点。

生物的诸多生命活动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有的甚至具有
对立统一的关系，例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就是对
立统一的一对生命活动。

5、生物进化的观点。

生物界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所谓产生就是生命的起源，
所谓发展就是生物的进化。生物的进化遵循从简单到复杂，
从水生到陆生、从低等到高等的规律。

6、生态学观点。



基本内容是生物与环境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也是
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生物与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
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