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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生物概念地图》从设计过程上看，它是一种可视化的思维工具，是强有力的学习，助记策
略，其构图方式符合人脑对信息处理的生理机制，能调动左、右脑半球共同参与活动，易刺激联想和
创意的产生？
能促进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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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生命的基础第一单元生物的基本特征应激性应激性、适应性和遗传性的区别与联系生物的六
大特征间的关系第二单元生命的物质基础（一）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素大量元素微量元素组成生物体
的化学元素的重要作用生物界与非生物界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二）组成生物体的化合物水、无机盐、
糖类和脂质自由水结合水水的作用种子在入库前要晒干处理淀粉纤维素糖元脂质脂质的作用蛋白质和
核酸氨基酸氨基酸、多肽、肽键、肽链和蛋白质的关系每个氨基酸至少含有一个羧基和一个氨基有关
蛋白质类物质的计算问题脱氧核糖核酸（DNA）与核糖核酸（RNA）的区别核酸与蛋白质在结构和功
能上的区别第三单元生命的结构基础（一）真核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细胞膜细胞质十细胞核染色质动物
细胞与植物细胞结构的比较细胞膜的成分与其结构、功能特性的关系影响脂溶性物质和水通过细胞膜
的扩散速度的因素细胞膜的流动性与温度的关系细胞膜外表的糖蛋白的作用内吞作用与外排作用线粒
体的分布和数量对新陈代谢的影响叶绿体的特点内质网核糖体高尔基体细胞是一个统一整体细胞的完
整性细胞核与细胞质相互分离后不能长期生存的原因（二）细胞增殖细胞周期染色体的组成及结构染
色体、染色单体、DNA的数量关系染色体行为的变化规律细胞板和赤道板的区别和联系细胞器与细胞
有丝分裂的关系动植物细胞有丝分裂的异同点（三）细胞分化、癌变和衰老细胞分化细胞癌变细胞衰
老细胞分裂、细胞分化和细胞生长的区别细胞的分化、癌变和衰老的异同点细胞具有全能性的原因（
四）细胞工程细胞的生物膜系统细胞的生物膜系统的概念各种生物膜在结构和功能上的联系制约细胞
体积的因素生物膜与生物膜系统植物细胞工程细胞全能性组织培养原生质体融合脱分化与再分化植物
体细胞杂交过程杂种细胞的筛选获得细胞产品无病毒植株的培养人工种子植物体细胞杂交和多倍体育
种植物体细胞杂交和动物细胞融合的比较动物细胞工程单克隆抗体植物组织培养和动物细胞培养的比
较动物胚胎或幼龄动物的器官剪碎后用胰蛋白酶处理的目的原代培养、传代培养、细胞株、细胞系单
克隆抗体制备单克隆抗体要进行两次筛选的原因单克隆抗体的制备单克隆抗体的特点及其在生产实践
中的应用在动物细胞培养液中要用动物血清的原因第二部分生物的新陈代谢第一单元新陈代谢的概述
新陈代谢同化作用异化作用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的关系酶的概念酶的发现酶的特性酶促反应速率的测
定方法影响酶催化作用的因素ATP与ADP之间的相互转变ATP与ADP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过程和发
生的位置ATP与新陈代谢线粒体和叶绿体中生成的ATP都用于生物的耗能反应第二单元檀物的新陈代
谢与生物固氮（一）水分代谢水分代谢的概念蒸腾作用合理灌溉绿色植物吸水的部位半透膜和选择透
过性膜渗透作用与扩散作用原生质、原生质层、原生质体质壁分离和质壁分离复原水分代谢知识在农
业生产实践及生活中的应用渗透作用原理的应用（二）矿质代谢矿质元素合理施肥必需矿质元素必需
矿质元素具备的三个条件确定植物必需的矿质元素的方法——溶液培养法根对水分的吸收与根对矿质
元素离子吸收的关系比较不同存在形式的矿质元素在植物体内的利用有关矿质元素离子吸收的坐标曲
线（三）光合作用光合作用的概念叶绿体中色素的分布和作用C3植物与C4植物叶片结构的比较（四）
细胞呼吸有氧呼吸无氧呼吸无氧呼吸过程的两个阶段人体的无氧呼吸影响呼吸作用的因素及其与生产
实践的关系细胞呼吸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呼吸作用与光合作用的比较（五）生物同氮生物固氮的概念
固氮微生物代谢类型的特点生态系统中氮的循环氮循环中几种微生物的特殊作用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
地位三大物质循环——碳循环、氮循环、硫循环的比较第三单元生物的营养代谢与新陈代谢的基本类
型（一）人和动物体内三大营养物质代谢糖类代谢蛋白质代谢脂质代谢氨基转换作用和脱氨基作用的
区别和联系三大营养物质的关系低血糖和高血糖脂肪肝食物的消化营养物质的吸收（二）新陈代谢的
基本类型光能自养型化能自养型异养型需氧型厌氧型兼性厌氧型物质代谢与能量代谢、同化作用与异
化作用各种代谢类型的异同点比较光合作用与化能合成作用的比较第四单元微生物与发酵工程（一）
微生物的类群和营养病毒培养基的配制原则培养基的种类细菌的基本结构细菌的特殊结构病毒的基本
特征微生物的营养碳源、氮源和生长因子三大营养物质的比较（二）微生物的代谢和生长影响微生物
生长的因素初级代谢产物与次级代谢产物比较酶合成的调节与酶活性的调节比较组成酶与诱导酶微生
物的生长规律（三）发酵工程发酵工程的概念发酵与发酵工程概念的区别选育菌种的方法发酵工程的
实例——谷氨酸发酵第三部分生命活动的调节和免疫第一单元檀物的激素调节生长素植物激素植物的
向光性茎的背地性，根的向地性顶端优势植物激素的种类第二单元人和高等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一
）体液调节和神经调节体液调节反射反射弧内分泌腺与外分泌腺激素激素的作用特点下丘脑和垂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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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调节中的作用人体内的主要激素相关激素间的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反馈调节非条件反射条件反射
神经纤维上的兴奋传导兴奋在细胞间的传递——突触传递高级神经中枢的调节递质神经调节与体液调
节的区别和联系（二）动物行为产生的生理基础先天性行为后天性行为激素调节与神经调节的关系第
三单元人体的稳态（一）内环境与稳态内环境稳态内环境各组成成分间的物质交换体细胞与外界环境
的物质交换缓冲物质调节pH的过程稳态及调节（二）水和无机盐的平衡与调节血糖的调节以及人的体
温和体温调节水和无机盐平衡的调节下丘脑在机体稳态中的作用抗利尿激素的生理作用水平衡和无机
盐平衡的关系水调节和无机盐调节的关系无机盐在维持神经、肌肉的兴奋性中的重要作用实现血糖平
衡的调节示意图与血糖调节有关的激素及其作用糖尿病“三多一少”的原因分析人体的产热与散热过
程水、盐、糖及体温调节的共同特点第四单元免疫（一）特异性免疫抗原抗体体液免疫细胞免疫抗原
决定簇免疫非特异性免疫特异性免疫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过程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关系淋巴细胞的
起源和分化免疫过程中相关细胞的来源与功能比较（二）免疫失调引起的疾病过敏反应自身免疫病免
疫缺陷病过敏反应与正常免疫反应的区别艾滋病及其相关知识免疫学应用的相关概念记忆细胞和二次
免疫反应第四部分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一单元生物的生殖有性生殖分裂生殖出芽生殖孢子生殖营养生
殖受精作用减数分裂营养生殖与出芽生殖的区别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的比较被子植物的双受精精原细
胞同源染色体联会四分体生殖细胞与配子细胞减数分裂与有丝分裂图像的鉴别精子与卵细胞形成过程
示意图精子与卵细胞形成的异同点第二单元生物的个体发育胚胎发育胚乳的发育个体发育极体与极核
的区别被子植物的精子、卵细胞和极核的形成过程个体发育各阶段的有机营养供应问题囊胚与胚囊的
区别羊膜第五部分生物的遗传、变异和进化第一单元遗传的物质基础（一）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肺
炎双球菌转化实验和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设计思路的比较在噬菌体侵染细菌实验中，标记S和P的原因
遗传物质应具备的特点DNA是主要遗传物质的间接证据（二）DNA分子的结构和复制DNA分子的复
制DNA分子的结构DNA分子中每个脱氧核苷酸之间相互连接的部位DNA复制的“精确性”DNA复制
的过程DNA复制有关计算的规律（三）基因的结构与表达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基因组基因密码子原核
细胞基因结构真核细胞基因结构原核细胞基因结构与真核细胞基因结构的比较RNA聚合酶与RNA聚合
酶结合位点编码区和非编码区人类基因组研究DNA两大功能的比较基因、染色体、蛋白质、性状的关
系真核生物中氨基酸数目小于基因中碱基数的六分之一的原因RNA的种类中心法则（四）基因工程基
因工程的概念基因的操作工具“鸟枪法”不适于真核生物基因的获得的原因基因操作四个基本步骤即
“四步曲”DNA分子杂交DNA探针基因治疗超级菌工程菌第二单元遗传的基本定律：细胞质遗传、伴
性遗传与性别决定（一）遗传的基本定律遗传的基本定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表现型与基因型孟德尔获
得成功的原因遗传定律的适用范围及实质遗传图解中的常用符号分离定律中的解题思路基因自由组合
定律中的有关数量关系基因分离定律与自由组合定律的细胞学基础显、隐性性状的判断方法基因分离
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比较（二）细胞质遗传和性别决定与伴性遗传细胞质遗传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
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母系遗传伴性遗传性别决定线粒体和叶绿体是半自主细胞器细胞质遗传与细胞
核遗传的比较伴性遗传与常染色体上基因的传递特点比较伴性遗传与遗传基本定律的关系性染色体及
其基因“色盲男孩”和“男孩色盲”几率的计算第三单元生物的变异、人类遗传病与优生（一）基因
重组和基因突变基因突变基因重组基因突变的本质基因突变是生物变异的根本来源基因突变的时间基
因重组的细胞基因突变疑难解释（二）染色体变异缺失重复倒位易位染色体组二倍体单倍体多倍体单
倍体育种多倍体育种生物体细胞中染色体组的数目的确定方法染色体组和单倍体、二倍体、多倍体单
倍体高度不育的原因遗传学上常用的育种方法的比较基因突变与染色体变异的区别在人工诱导多倍体
时，用秋水仙素处理的必须是萌发的种子或幼苗的原因（三）人类遗传病与优生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
遗传病优生优生学染色体异常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的特点及遗传理论三代以内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表
禁止近亲结婚的理由三体综合征形成的原因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遗传咨询如何推算后代发病的风险率
高龄产妇所生子女易为痴呆、畸形儿的原因第四单元生物的进化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种群和物种基因
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现代生物进化论的基本观点基因频率的计算方法现代生物进化
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比较第六部分生物与环境第一单元生态因素非生物因素对生物的影响种内关系
种间关系生态因素的综合作用第二单元种群和生物群落决定种群个体数目变动的因素种群增长的“J”
型曲线与“S”型曲线的区别及其应用生物群落结构的概念及分析第三单元生态系统（一）生态系统
的类型、结构及稳定性食物链食物网稳定性的概念抵抗力稳定性恢复力稳定性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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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其特点生产者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分解者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分析食物网时应注意的问题生态系
统稳定性原理的主要内容生态平衡与生态系统稳定性水体富营养化及其危害（二）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动和物质循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有关能量流动中的一些问题能量流动的过程生
态金字塔的类型物质循环的要点分析物质循环过程（以碳循环为例）物质循环的各种形式能量流动和
物质循环的区别与联系第四单元人与生物圈（一）生物圈的稳态生物圈的概念生物圈稳态的概念生物
圈稳态的自我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温室效应及其防治措施酸雨的概念及其危害与防治措施（二）生
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生物多样性形成的原因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现状外来物种入侵引发生态危机的机
理及其预防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的主要原因自然保护区第七部分实验与设计第一单元高考必考实验（一
）生物组织中还原糖。
脂肪和蛋白质的鉴定实验成功的关键本实验中斐林试剂可以用班氏试剂代替斐林试剂与双缩脲试剂的
正确使用（二）用高倍显微镜观察叶绿体和细胞质的流动材料选取观察部位及提高细胞质流动性的方
法装片始终保持有水状态的原因（三）观察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本实验的注意事项（四）比较过氧化
氢酶和Fe+催化效率本实验的注意事项实验改进（五）探索淀粉酶对淀粉和蔗糖的作用本实验的注意
事项（六）温度对酶活性的影响本实验的注意事项实验探究提示（七）叶绿体中色素的提取和分离本
实验的注意事项（八）观察植物细胞的质璧分离与复原材料及细胞外液的选择（九）檀物向性运动的
实验设计和观察本实验的注意事项植物的向光性实验设计植物的向重办性实验设计（十）设计实验观
察生长素或生长素类似物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生长素或生长素类似物对扦插植物生根的影响（十一
）DNA粗提取与鉴定本实验的注意事项获取较纯净的DNA的关键步骤（十二）调查人群中的遗传病本
实验的注意事项（十三）种群密度的取样调查本实验的注意事项常用的取样调查法（十四）设计制作
小生态瓶，观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本实验的注意事项材料分析（十五）观察二氧化硫对植物的影响本
实验的注意事项如何测量放入植物幼苗后玻璃罩的容积（十六）调查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本实验的
注意事项第二单元实验设计（一）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变量的概念及种类严格控制无关变量，遵循单
一变量原则实验组与对照组对照组的类型（二）实验设计的基本内容（三）实验设计的基本思路（四
）高考实验设计的题型（五）常规实验方法（六）高中生物教材中常用的同位素第八部分知识归类与
题型解题方法第一单元知识归类（一）高中教材中出现的“酶”的作用（二）有关“基础”的归纳（
三）常用的“化学试剂”及作用（四）物质代谢的产物（五）高中生物中出现的“细胞”（六）高中
生物中的“素”（七）人体的稳态中的有关液体（八）高中生物之“最”（九）高中生物中的“主要
”与“次要”（十）激素的化学本质（十一）高中生物学结论的“例外性”（十二）生物中有关的能
源绿色植物新陈代谢中各生理过程的关系第二单元题型解题方法（一）选择题的类型以及常用的解题
方法选择题的类型选择题的解题方法（二）图表曲线题的类型和解题方法单曲线类型曲线题解题思路
（三）计算专题归类有关蛋白质分子中的计算细胞分裂中的计算有关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计算有关
被子植物个体发育的计算关于DNA结构中碱基的计算规律有关遗传基本规律的计算关于基因频率的计
算有关生态系统能量问题的计算附“概念回归应用与检测”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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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中生物概念地图》从设计结果上看，它是分层级梳理概念的知识导源图，类似大脑分层记忆
的模板，展示概念之间的关联，揭示学习时新、旧知识整合的路线，有利于提高概念学习、记忆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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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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