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七八年级生物知识点总结 

第一章 

一、各种动物的特征： 

1. 腔肠动物：身体呈辐射对称；体表有刺细胞；有口无肛门（如

海葵、海蛰、珊瑚虫）2.扁形动物：身体呈两侧对称；背腹扁平；有

口无肛门（如涡虫、华枝睾吸虫、日本血吸虫） 

3. 线性动物：身体细长，呈圆柱形；体表有角质层；有口有肛

门（如蛔虫、蛲虫、钩虫、丝虫） 

4. 环节动物：身体呈圆筒形，有许多彼此相似的体节组成；靠

刚毛或疣足辅助运动（如沙蚕、5.软体动物：柔软的身体表面有外套

膜，大多具有贝壳；运动器官是足（如缢蛏、石鳖、蜗牛、鱿鱼、章

鱼，乌贼、扇贝、蛾螺等） 

6. 节肢动物：体表有坚韧的外骨骼；身体和附肢都分节（节肢

动物门包括昆虫纲、甲壳纲、蛛形纲、多足纲） 

7. 鱼类：生活在水中；体表常有鳞片覆盖；用鳃呼吸；通过尾

部和躯干部的摆动以及鳍的协调作用游泳 

8. 两栖类：幼体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成体大多生活在陆地

上，也可在水中游泳，用肺呼吸，皮肤辅助呼吸 

9. 爬行类：体表常有角质的鳞片或甲，有肺呼吸，卵生，卵 

表面有坚硬的外壳 



10. 鸟类：体表覆羽；前肢变成翼；有喙无齿；有气囊辅助

肺呼吸 

11. 哺乳类：体表被毛；胎生、哺乳；牙齿有门齿、犬齿、

臼齿的分化 

二、常考的典型动物： 

1. 蚯蚓 

（1）前后、背腹面的区分：前端有环带，而后端没有；背面

颜色较深，腹面的颜色较浅。 

（2）用手抚摸蚯蚓的体节腹面处，有粗糙不平的感觉。因为

腹部有刚毛，可以与肌肉配合运动。 

2. 蝗虫 

（1）全身结构分头部、胸部、腹部三部分，其中头部负责感

觉和摄食（1对触角，一对复眼，三个单眼，口器），胸部为运动

中心（三对足，两对翅），腹部容纳内脏器官（气管为呼吸器

官）。 

（2）身体和附肢分节，好处：运动更加的灵活、精巧，从而

增强生存能力。 

（3）体表有外骨骼，好处:①保护体内柔嫩的器官②防止体

内水分的蒸发。 

（4）具有三对足，两对翅，好处：扩大了昆虫的活动和分布

范围，对于昆虫寻觅食物、躲避敌害、繁殖后代十分有利。 



3. 鱼 

（1）鱼的结构：鳃盖、侧线（感知水流和测定方向）、胸鳍（1

对），腹鳍（1对）、背鳍（1个）、臀鳍（1个）、尾鳍（1个） 

（2）鱼的体型呈流线型，体表有鳞片覆盖，可以减小鱼在水

中运动时遇到的阻力。 

（3）鱼呼吸的器官是鳃，最外面是鳃盖，内部是许多鳃丝组

成，它的颜色是鲜红色，因为含有大量的毛细血管，有利于进行气

体交换。 

（4）鱼的运动：通过躯干部和尾部的摆动以及鳍的协调作用

来完成。 

4、鸟 

鸟适于飞行的特征 

① 外部特征：身体呈流线型；体表覆羽，前肢变翼 

② 内部结构：胸肌发达，附着胸骨上，胸骨有突起；骨轻、

薄、坚固，有些内部中空 

③ 其他特征：视觉发达-消化能力强-双重呼吸（见课本 33页

图 5-28,有气囊辅助肺）-心跳快，体温高而恒定 

5、哺乳类食肉,食草、食虫动物牙齿图食肉：除了有门齿和臼

齿外,还有发达的犬齿,用于撕裂食物。 

食草：只有门齿和臼齿，无犬齿；消化管很长，盲肠发达。食

虫：门齿尖锐，犬齿不发达，臼齿上有锋利的齿尖第二章 



一、动物的运动 

1. 运动系统由骨、关节和肌肉组成，其中骨__杠杆；关节__支

点；肌肉__动力 

2. 肌肉结构：包括中间较粗的肌腹和两端较细呈乳白色的肌

腱， 

肌肉特性：肌肉受神经刺激后有收缩的特性，骨骼肌只能收缩

牵拉骨而不能推开骨，所以与骨相连的肌肉至少有两组相互配合活

动的。 

3. 运动的产生过程：在其它系统（消化、呼吸、循环系统）

的配合下，当骨骼肌受神经（神经系统）传来的刺激收缩时，会牵

动骨头绕关节活动，于是躯体就会产生运动 

4. 关节的结构图：关节分三部分：关节囊、关节面（关节

头、关节窝）、关节腔关节既牢固又灵活：①关节囊外有韧带

可加固关节； 

②关节腔内有滑液可减少摩擦，关节软骨可减少骨与骨的摩擦

和缓冲运动带来的震荡。 

5. 骨、关节、肌肉的协作 

屈肘：肱二头肌收缩，肱三头肌舒张； 

伸肘：肱三头肌收缩，肱二头肌舒张。 

（双手自然下垂同时处于舒张状态，双手有重物同时处于收缩

状态） 

二、动物的行为 



1. 动物行为：按功能来分：取食行为、攻击行为、防御行为、

繁殖行为、迁徙行为等 

2. 区分动物的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先天性行为学习行为

获取途径：生来就会的后天学习获得的决定因素：动物体内的

遗传物质决定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联系：①学习行为在先天性

行为的基础上形成 

②学习行为比先天性行为高等，能使动物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

环境 

3、尝试与错误是常见的学习行为。动物越高等，学习能力越强，

尝试的次数越少。 

3. 社会行为特征：①群体内部往往形成一定的组织②成员之间

有明确的分工③有的还形成等级 

第三章 

1、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①维持自然界中生态平衡②促进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③帮助植物传粉、播种 

2、生态平衡：在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总

是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的现象。 

3、食物链和食物网中的各种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

制约的关系。其中任一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正

是由于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存在，使各种生物与环境成为一

个统一的整体。 



4、生物防治就是利用生物来防治病虫害。如用瓢虫杀灭、控

制棉蚜数量。主要方法有：以虫治虫、以鸟治虫、以菌治虫 

5. 仿生:科学家通过对动物的认真观察和研究，模方动物的某

些结构和功能来发明创造各种仪器设备，这就是仿生。 

第四、五章 

一、细菌和真菌的异同点； 

细菌真菌 

细胞结构：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DNA细胞壁、细胞

膜、细胞质、细胞核 

外部形态：是单细胞生物，外形可分菌体有许多细胞相互连 

接而成菌丝构成 

球菌、杆菌、螺旋菌 

营养方式：异养，大多利用现成的有机物异养，可利用现成的

有机物 

生殖方式：分裂生殖孢子繁殖，也可进行出芽繁殖 

生存条件：必备有水分、适宜的温度、有机物，有的还需氧气 

培养方法：①配制培养基②高温灭菌③接种④恒温培养 

二、细菌、真菌的其他要点： 

1. 腐生、寄生、共生的区别：腐生：细菌真菌生活在动植物尸

体上，获取有机物的生活方式； 

寄生:细菌真菌生活在活的动植物身上，获取有机物的生活方式； 

共生：细菌真菌和动植物之间是互助互利的关系。 



2. 芽孢和孢子的区别：芽孢：是细菌的休眠体，可适应不良的

恶劣环境。孢子：是真菌的生殖细胞，一般在菌丝的顶端。 

3. 常见食品与细菌、真菌： 

酿酒、制作馒头和面包__酵母菌（真菌）；酸奶、泡菜__乳酸菌

（细菌）； 

制醋__醋酸菌（细菌）；制酱__霉菌（真菌） 

4. “鹅颈瓶”实验： 

（1）实验前将肉汤煮沸的目的：杀灭肉汤中细菌、真菌；

（2）甲乙两组实验的变量为：细菌的有无； 

（3）乙变质的原因是：空气中的细菌进入到肉汤中。 

（4）这个实验证明：细菌是由原已存在的细菌产生的。 

5. 细胞的结构图：细胞壁：保护和支持；细胞膜:保护，控制物

质的进出；细胞 

质：加快物质交换； 

DNA：内含遗传物质；鞭毛：运动；荚膜：保护； 

6. 青霉和曲霉图： 

（1）A:青霉 B：曲霉 1•抱子 2•直立菌丝 3•营养菌丝 

（2）青霉孢子：呈扫帚状，颜色为青绿色 

曲霉抱子：呈放射状，颜色为黑色 

三、病毒的基本特征：大小：比细菌还小，需借助电子显微镜

观察；结构：只有蛋白质外壳和内部遗传物质组成，无细胞结构生

活方式：不能独立生存，只能寄生在细胞体内繁殖方式：利用细胞



内物质合成蛋白质外壳，复制自己的遗传物质，形成新的病毒 

种类：根据寄生细胞不同可分：动物病毒、植物病毒、细菌病

毒（噬菌体） 

与人类的关系：有害：引起流感等疾病；有利：制造疫苗（人 

工处理的减毒或无毒的病毒） 

第六单元一、根据生物的特征进行分类 

1、生物分类主要是根据生物的相似程度（包括形态结构和生

理功能等）把生物划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从大到小的

七个等级，并对每一类群地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等特征进行科学的

描述，以弄清不同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关系。 

2、种是分类的最基本单位，同种生物的亲缘关系是最密切

的。 

3、分类单位越小，包含物种越少，而相似特征越多，亲缘关系

最亲密。 

4、植物的主要类群：藻类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裸子植

物、被子植物。（低等到高等、水生到陆生） 

5、被子植物的主要分类依据是：花、果实、种子 

二、生物的多样性 

1、生物多样性内涵：它包括三个层次：生物种类多样性（即物

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2、我国是裸子植物最丰富国家，被称为“裸子植物的故乡” 

3、生物种类多样性，基因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三者关系。 



初中七八年级生物知识点总结 

七年级生物知识重点 

1、光学显微镜，其结构及各部件功能：目镜（越短放大倍数越

大）物镜（越长放大倍数越大）、镜筒、转换器（安放和调换物镜）、

载物台、压片夹、通光孔（光线通过）、遮光器（有大小不等光圈，

调节光线强弱）、粗准焦螺旋、细准焦螺旋（调焦距，顺流而下，逆

流而上，前者升降幅度大，后者升降幅度小）转动方向和升降方向的

关系：顺时针转动准焦螺旋，镜筒下降;反之则上升。反光镜（有平

面镜和凹面镜两面，调节光线亮度）、镜臂、镜柱、镜座。 

2、显微镜使用步骤：①取镜和安放②对光③观察④收镜 

3、显微镜成像时光的的途径：光线—反光镜—遮光器—通光

孔—标本（薄而透明物镜—镜筒—目镜—眼 

4、从目镜内看到物像是倒像，上下颠倒、左右相反。 

放大倍数为目镜与物镜放大倍数的乘积。 

放大倍数越大，视野中的细胞数目越少，体积越大，视野较

暗。 

光线较弱时，用大光圈和凹面镜，光线较强时，用小光圈和平

面镜。 

物像移动的方向和移动玻片标本的方向之间的关系：方向相反

（即偏哪就向哪移）。 

载玻片上写着‘上下'，视野里看到的方法：把写着‘上下'的纸片



左旋（或右旋）1800。 

5、玻片标本分类，（1）按照材料分：①切片②涂片③装片，

非常微小的片（2）按保存时间分：①临时玻片②永久玻片生物可直

接做成装切片、涂片、装片的区别 P42 

注意：1、玻片标本的制作，需要载玻片（托载标本的玻璃

片）和盖玻片（覆盖标本的玻璃片） 

6、制作植物细胞临时装片的步骤：①擦②滴：用滴管在载玻

片中央滴一滴清水③撕④展：⑤盖：盖上盖玻片，从水滴一边逐渐

放下，防止产生气泡⑥染：把一滴碘液滴在盖玻片的一侧⑦ 

洋葱鳞片叶表皮细胞临时装片制作：准备（擦干净、滴清

水）;制作（撕下内表皮、展平;盖盖玻片）;染色（滴碘液、吸水） 

染色：使细胞结构更清楚，但影响活细胞的生物活性，甚至使

活细胞死亡;观察活的细胞及其生物活性时不应染色。 

7、植物细胞结构及功能：细胞壁:保护和支持，细胞膜:保护

并控制物质的进出，细胞核:内含遗传物质 DNA（脱氧核糖核

酸），控制着生物的发育和遗传。叶绿体:能量装换器，将光能-化

学能,贮存在有机物中，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细胞质：缓缓流动，

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液泡：含细胞液，其内溶解有多种物质和色

素。线粒体：能量装换器，分解有机物将化学能释放出来，呼吸作

用场所,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 

注意：（1）植物细胞最外层是细胞壁，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



到的部分是细胞膜（2）西瓜汁在生物学上被称为细胞液，存在于

液泡中。（3）不是所有绿色植物细胞中都有叶绿体，只有绿色部

分的细胞含有叶绿体。（4）给细胞染色中，染色最深的是细胞核 

8、制作人的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①擦②滴：把载玻片放

在实验台上，用滴管在载玻片的中央滴一滴 0.9%的生理盐水（在

这样的生理盐水中，动物细胞形态、功能可保持正常。③刮：用凉

开水把口漱净。用消毒牙签从口腔侧壁处轻轻刮几下，牙签上就附

着了一些碎屑。④涂⑤盖⑥染⑦吸 

人口腔上皮细胞临时装片制作：准备（擦干净、滴生理盐

水）; 

制作（刮几下、涂抹;盖盖玻片）;染色（滴碘液、吸水） 

9、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结构：①相同点：都有细胞膜、细胞

质、细胞核、线粒体②不同点：绿色植物细胞有细胞壁、液泡、叶

绿体 

10、细胞中的物质可以分成两类（1）无机物：包含有水、无

机盐、氧（2）有机物（大分子，一般含有碳可燃烧）包含有糖类、

脂类、蛋白质、核酸。注意：小麦燃烧实验，烧掉物质是有机物，

剩下灰烬是无机盐。 

11、细胞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统一体。细胞的生活需要物质

和能量细胞是构成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基本单位。细胞通过分裂产

生新细胞。 

八年级生物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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