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01   生物与生物圈

2024年中考生物一轮复习



生物中考复习希望同学们做到：

    1、拾起忘记的：回忆起来

    2、找到不会的：弄懂弄会 

    3、综合相关的：加深理解（形成体系）

关于中考复习



概念体系构建



考点突破一    认识生
物

生物的特征 生物现象

民以食为天；动物捕食

鲸喷水柱

落叶；动物排汗、排尿、呼气

含羞草叶片受触碰收拢；葵花向太阳

种子萌发；开花结果；动物产卵；蘑菇生长

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龙生龙,凤生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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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具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

除病毒外，生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不是所有的生物的呼吸都需要氧气；大多数生物的呼吸需要氧气。
一些厌氧细菌，如破伤风杆菌、甲烷菌、乳酸菌等在无氧条件下生存



考点突破一    认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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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的方法】【科学探究的方法】

常用的科学探究的方法包括： 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

（1）观察法：科学观察可以直接用肉眼，也可以借助                        

如            、            等仪器。

（2）调查法：调查首先要有明确的调查

         　　和            ，制定合理的                ，选取合适的            

，并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调查包括          调查（如人
口普查）和          调查（如抽查种子的萌发率）两种类型。

放大镜 显微镜

目的 对象 调查方案 样本

全面
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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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周边环境中的生物
调查时应注意的问题∶

①明确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

②注意保护生物及其生活的环境

③注意个人安全

调查我们身边的生物 对调查的生物进行归类∶

①按形态结构分为动物、植物和其他生物

②按生活环境分为陆生生物和水生生物等

③按用途可分为作物、家禽、家畜、宠物等



考点突破一    认识生
物

【探究实验】探究的一般过程：【探究实验】探究的一般过程：

一、提出问题： 光会影响鼠妇的生活吗？

二、作出假设： 光会影响鼠妇的生活

三、制定计划：

四、实施计划： 实验探究，获得实验数据

五、得出结论： 分析实验数据，获得结论

六、表达交流： 结论分析

确定实验研究方案

（对照实验)(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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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实验】【对照实验】

1.变量的判定
对照实验中，除了一种条件不同外，其他条件都相同，这种不同的条件就是
变量。
2.设计原则:

（1）单一变量原则；(2)重复性原则；（3）对照原则。
3.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判定
(1)对照组就是不接受变量处理的、常态下的那一组；实验组就是接受了变量
处理的，一般只控制研究因素，其他条件处于理想状态的那一组。
(2)在探究“土壤的潮湿程度对蚯蚓生活的影响”实验中，对蚯蚓来说潮湿是
不做处理的，是对照组，而干燥的实验装置是实验组。



（2022成都统考）生物兴趣小组根据鼠妇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这一现象，提出了“光会影响鼠
妇的分布吗？”这一问题，并制订和实施了如下实验方案。
步骤1：在一纸盒内撒上一层湿土，以盒的横轴中线为界分为A．B两区（如图）。
步骤2：选10只大小，健康状况相同的鼠妇，将其平均分成两组分别放在A、B两区的中央，A区盖
上纸板，B区盖上玻璃板。
步骤3：静置2分钟后，每隔1分钟观察统计1次鼠妇在两区的数量，连续统计6次，统计数据如下
表。
请你根据以上实验操作和实验统计数据，回答下列问题：

(1)该探究实验做出的假设是                                                                                   

。

(2)该实验是否设计了对照实验？               ，该实验的变量是            。

(3)根据实验现象，你得出的实验结论是                                                                       

。

典题训练典题训练

是
光会影响鼠妇的分布/光不会影响鼠妇的分布

光
鼠妇适宜生活在阴暗的环境中，光会影响鼠妇
的分布。  



（2022成都统考）生物兴趣小组根据鼠妇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这一现象，提出了“光会影响鼠
妇的分布吗？”这一问题，并制订和实施了如下实验方案。
步骤1：在一纸盒内撒上一层湿土，以盒的横轴中线为界分为A．B两区（如图）。
步骤2：选10只大小，健康状况相同的鼠妇，将其平均分成两组分别放在A、B两区的中央，A区盖
上纸板，B区盖上玻璃板。
步骤3：静置2分钟后，每隔1分钟观察统计1次鼠妇在两区的数量，连续统计6次，统计数据如下
表。
请你根据以上实验操作和实验统计数据，回答下列问题：

(4)有同学认为该结论不科学，因为该实验只进行了一次，没有遵循                 原则，
无法避免偶然性。

(5)兴趣小组想利用该套装置探究土壤湿度对鼠妇分布的影响，设计了如表方案。但指导老师认

为该方案有一定的问题，需要改进，你认为应该将              改为              ，实验

效果会更科学。

典题训练典题训练

重复性

玻璃板 纸板

纸板



典题训练典题训练

解析：（1）假设是发现问题后，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对问题的答
案作出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实验生物兴趣小组根据鼠妇生活在阴暗潮湿的
环境这一现象，提出了“光会影响鼠妇的分布吗？”这一问题，因此作出的
假设是：光会（或不会）影响鼠妇的分布。
（2）A区盖上纸板，不透光；B区盖上玻璃板，透光。因此该实验的A、B两区
就形成了黑暗与明亮两种环境，形成了一组对照实验，实验的变量是光。
（3）据实验结果可知，鼠妇适宜生活在阴暗的环境中。
（4）有同学认为该结论不科学，因为该实验只进行了一次，没有遵循重复实
验原则，无法避免偶然性。
（5）在探究某种条件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时，对研究对象进行的除了该条件不
同以外，其他条件都相同且适宜的实验叫做对照实验。兴趣小组想：探究土
壤湿度对鼠妇分布的影响，变量就只能是土壤湿度。因此该方案有一定的问
题，需要改进，应该将玻璃板改为纸板，实验效果会更科学。



跟踪训练跟踪训练

1.下列属于生命现象的是（　　）
  A．“阿尔法狗”下围棋
  B．虚拟学生“华智冰”（机器人）在清华求学
  C．小鱼游来游去寻找食物
  D．木马病毒入侵电脑
2.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下列不属于生命现象的是（
　）
  A．蚂蚁搬家 B．破茧成蝶   C．蜻蜓点水 D．铁钉生锈
3.为探究“种子萌发的环境条件”，小红设计了如下实验，下列叙述不正确的
是（　）
  A．本探究共设置了4组对照实验
  B．2号和4号作对照，变量是温度
  C．一般情况下1号瓶种子不会萌发
  D．实验不足之处是种子数量太少

C

D

A



跟踪训练跟踪训练

山药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山药多糖是其中的主要活性成分。为研究山药

多糖对大鼠血糖浓度的影响，某科研小组用大小及患病程度基本相同的20

只糖尿病大鼠和10只健康大鼠，进行如下实验。12天后，在各组大鼠进食

等量馒头后测定血糖浓度，实验结果如下：

(1)实验用大小及患病程度基本相同的大鼠目的是                 。

(2)B组和C组进行对照，变量为               。

(3)分析以上实验结果，你得出的结论是                     。研究者推测，

长时间食用山药可适当恢复人体        （填一种内分泌腺）的功能。该腺体能

分泌的激素，可调节                         ，维持血糖浓度正常水平。

保持实验变量的唯一

山药多糖

山药多糖可降低血糖浓度 

胰岛 

血糖的吸收、利用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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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物圈生物圈

生存 一薄层
10 10 大气圈底部 水圈的大部 岩石圈

的表面
关联

种子

鸟类 鱼类

人
阳光 空气

大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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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生态因素生态因素
生态因素

非生物 生物

非生物因素

生物因素

光

温度

水

生物

捕食

竞争

合作

寄生



考点突破二   生物与环
境 解读种间关系曲线图：解读种间关系曲线图：

捕食 竞争

寄生 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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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生物与环境关系生物与环境关系

（1）生物       环境：现在生存的每一种生物，都有与其生活环境相适应的形
态结构和生活方式，说明生物的适应性具有普遍性；当环境急剧变化时，如果
生物没有适应能力，可能被淘汰掉，说明生物适应环境也具有相对性。       

（2）生物       环境：如绿色植物可以防风固沙
（3）环境       生物：一棵小麦的生活受水分、光照等非生物因素的影响，也
受其他生物的影响。       

适应

影响

影响



拓展延伸拓展延伸

生物适应环境
生物适应环境

环境影响生物

生物适应环境

环境影响生物

环境影响生物

生物影响环境

生物适应环境、
生物影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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