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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写说明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是引领、指导和规范学生学习活动的

教学用书。《精讲精练》随着六盘山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而逐步成熟、完

善，是六盘山高级中学新课程改革的结晶，凝聚了新课程改革九年来六盘山高

级中学教师的智慧与创造。

自2004年秋季新课程实施以来，我们成立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课堂行动研

究课题组”，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新课程标准下课堂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寻

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追求教学活动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有效化，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几经修改，最

终形成了对学生学习行为具有引领、指导和规范作用的学习活动方案———宁夏

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专版《精讲精练》的编写，在充分考虑学情和贯彻新课

程理念的基础上，落实课程标准精神，注重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整体考虑知识与

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和谐发展，落实基础，强调能力，突出创

新。该丛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丛书体例

本丛书通过点拨具有启发性的学习技巧、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精心设

计研讨式的探究问题，帮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感悟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生物分册设

置以下几个板块：

学习目标 提示单元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和学习要求。

学法指导 提示单元学习思路，指导学习重点和难点的突破方法，点拨学

习技巧。

学习导读 提供本课学习准备知识，阐释学习重点和学习难点。引导学生

获取知识，夯实基础，形成能力。

例题精讲 针对学习重点和难点，选取符合学习目标，命制科学、规范的典

型试题进行剖析，点拨解题思路，提供探究所需的方法和技巧。

随堂精练 根据每节课的重点和难点设置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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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决问题，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认识。

达标测评 体现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针对学习目标设置新情景和新问

题，检测和巩固学习结果。

拓展延伸 着眼于课堂知识的拓展、延伸和深化。选取典型案例引导学生

实现新旧知识的整合与迁移以及认识的提升与发散。

趣味阅读 选择与本课内容相关的学科信息与资料链接，开拓学生视野，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另外，每章后附有单元测试卷，供学生自我检测之用。

◎使用建议

自主学习 新课程倡导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本丛书各板块的设置特别关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希望同学们借助这些板块，

在学习中主动观察、思考、表达、探究，逐步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习惯。

循序渐进 丛书力求遵照同步学习的客观规律，在板块设置、内容安排、方

法应用、能力考查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梯度性和渐进性，逐步从基本要求向较

高要求递进。学习中要充分关注这一特点，以学习板块为顺序，由浅入深，循序

渐进。这样，才能保证理想的学习效果。

学以致用 各板块的设置和习题的选取，充分考虑了其实用性、新颖性和

探究性，选用了大量与实际生产、社会生活、中外时事和科技发展相关的问题。

学习过程中要以此为契机，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实现书本、课堂向社会、生活的

延伸，将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

但愿本丛书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好帮手。

受水平所限，本丛书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使丛书的质量不断提高，日臻完善。

《精讲精练》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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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学习要求

1.说出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2.解释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3.知道光学显微镜的构造以及使用方法。

4.比较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

5.分析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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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胞

学法指导

本章是高中生物的开篇，介绍生物的基本生命系统———细胞，同学们可以回忆初中学过的相

关知识，结合身边的例子，理解生命活动离不开细胞，掌握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认同细胞是最基

本的生命系统。

第 1节 从生物圈到细胞

学习导读

学习准备

1.细胞是生物体 的基本单位（除病毒外）。

2.目前，我们对生物科学的研究已深入到 水平，但是这些生物大分子都没有生

命，生命和 难解难分。

第 1章 走近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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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讲精练 高中生物·必修 1

3.病毒的生命活动也离不开细胞，病毒本身虽然不具有 结构，但它所有的生命

活动都是在 内完成的。

4.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以龟为例）可分为 、 、 、 、

、 、 、 。其中最基本的结构层次是 。

5.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形式是 生物，原始的单细胞生物经过漫长的 过

程，演变为今天多种多样的生物 、 和 ；生物与环境长期的相互作用，形

成多姿多彩的 和生机勃勃的 。

破疑解难

细胞是整个生物学研究的一个基准点，也是本模块学习的一条主线，本节的内容是一个总的

导言和概括，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点：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细胞和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对这

两个要点的挖掘和拓展是重要的考查内容。

1.生命活动离不开细胞。

（1）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的生命活动都是在细胞内完成的，这体现了细胞是生物体基本

的功能单位。

（2）病毒一般是由核酸和蛋白质外壳组成，病毒之所以属于生物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宿主细胞

内可以进行增殖。病毒离开宿主细胞单独存在时，不具有新陈代谢、繁殖等生命特征。

2.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细胞：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如心肌细胞、神经细胞。

组织：形态相似，结构、功能相同的细胞联合在一起。如心肌组织。

器官：不同的组织按照一定的次序结合在一起。如心脏、眼睛。

系统：能够完成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的多个器官按照一定的次序组合在一起。如人的循环系

统、呼吸系统。

个体：由各种器官或系统组成。单细胞生物由一个细胞构成生物体。

种群：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是一个种群。如一个池塘中的所有鲤鱼。

群落：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所有的种群组成一个群落。如一片草原中所有的生物是一个群落。

生态系统：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如一片草原、一片森林、一个池

塘都是生态系统。一个森林生态系统包括森林中所有的生物，还包括阳光、温度、水分等各种生物

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生物圈：由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和这些生物生活的无机环境共同组成。

（1）一般多细胞动物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包括：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种群、群落、生态

系统、生物圈。如果是植物，则其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中没有系统，是由器官直接形成个体；如果是

单细胞生物，则其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中不形成组织、器官和系统，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

（2）在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中，细胞是最基本的层次，细胞内的不同物质只有构成细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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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现出生命现象，单独的各种物质不具有生命特征，如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不属于生命

系统。

（3）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层层相依，又各自有特定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4）生命系统既体现了细胞到个体的发育历程，也体现了由个体到生物圈的进化历程。

例题精讲

例 1：以下关于病毒增殖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病毒没有细胞结构，所以病毒的生命活动不是在细胞中完成的

B.病毒只能生活在宿主的活细胞中，营专性寄生

C.病毒的遗传物质也是 DNA

D.在培养细菌的培养基上同样也可以培养病毒

解析：病毒虽然没有细胞结构，但是病毒的生命活动也是在细胞中完成的，病毒的新陈代谢、

增殖等生命活动必须在宿主的活细胞中才能完成。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DNA或 RNA；病毒只能进

行活体培养，用一般的培养基是不行的。

答案：B

例 2：在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中，能表现出各种生命活动的最小层次是什么？简述理由。

解析：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答案：细胞层次；其他层次都是建立在细胞层次的这一基础上的，没有细胞就没有组织、器

官、系统等层次，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细胞中进行的。

随堂精练

1.下列生物在结构上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是 （ ）

A. SARS病毒 B.细菌 C.草履虫 D.海带

2.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形式是 （ ）

A.复杂的多细胞动物 B.病毒 C.细菌 D.原始的单细胞生物

3.在生命系统的各个层次中，能够完整表现出各种生命活动的最小层次是 （ ）

A.生物群落 B.种群 C.器官 D.细胞

4.草履虫和小麦的区别主要是 （ ）

A.草履虫的生命系统中没有组织、器官和系统

B.草履虫的生命系统中没有组织、器官

C.草履虫和小麦的生命系统完全相同

D.草履虫和小麦的生命系统的最基本层次不同

5.将特定的培养基装入锥形瓶，培养酵母菌。由于操作不慎，培养基受到污染，不仅长出了

酵母菌，还长出了细菌和霉菌等微生物。瓶中的一切构成了一个 （ ）

第 1章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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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讲精练 高中生物·必修 1

A.种群 B.群落 C.生态系统 D.生物圈

6.分析下列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以刺槐为例），回答有关问题。

叶肉细胞→叶→刺槐→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物圈

（1）以上生命系统中属于器官层次的是 。

（2）该地区的刺槐可以称为一个 。

达标测评

1.下列关于细胞与生命活动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细胞

B.病毒不具细胞结构，所以它的生命活动与细胞无关

C.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D.多细胞生物依赖高度分化的细胞密切协作，才能完成生命活动

2.调查一个池塘中某种青蛙近几年的数量变化状况，研究的是生命系统的 （ ）

A.个体水平 B.种群水平 C.群落水平 D.生态系统

3.下列环境中的生物，属于种群的是 （ ）

A.一个公园中的花卉 B.一个牧场里的家畜

C.一条河里的鱼 D.一个蜂巢里的蜂

4.下列属于群落的是 （ ）

A.一座水库里的全部鱼 B.一片草原上的昆虫和小鸟

C.一棵枯树以及上面的苔藓、真菌等 D.一个湖泊中的藻类、鱼类、蚌等全部生物

5.在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中，既是细胞层次，也是个体层次的是 （ ）

A.水螅 B.心肌细胞 C.变形虫 D.卵细胞

6.可能构成一个生态系统的实例是 （ ）

A.一个池塘中的各种生物 B.一个人血液中的所有血细胞

C.一罐鲜酵母菌培养液 D.一片森林

7.在子女与父母之间充当遗传物质的“桥梁”作用的细胞是 （ ）

A.生殖细胞 B.神经细胞 C.血细胞 D.受精卵

8.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 （ ）

A.陆地生态系统 B.海洋生态系统 C.草原生态系统 D.生物圈

9.写出下列各项对应的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

（1）一片草原上的一只鸟。

（2）一片草原上的蜂鸟。

（3）一片草原上的蜂鸟、翠鸟、麻雀、羊、细菌等全部生物。

（4）一片草原及生活在这里的鸟、蛇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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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株玉米所处的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是

，其中最基本的层次是 。酵母菌

所处的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是 。

拓展延伸

某科研小组分离出完整的叶肉细胞，一部分放在适宜条件下培养，能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淀

粉，另一部分搅碎后放在同样条件下培养，发现没有产生淀粉。

（1）此科研小组研究的内容是生命系统中的 水平。

（2）此实验的结论是 。

（3）生命系统中最大的层次是 ，最小的层次是 。

第 2节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学习导读

学习准备

1.细胞的多样性体现在细胞的大小、形态和功能的差别，细胞的统一性体现在细胞都具有相

似的 ，如 、 和 等。

2.细胞按细胞内有无以 为界限的细胞核分为 细胞和 细

胞两大类，由 细胞构成的生物叫原核生物，例如 、 等；由

真核细胞构成的生物叫真核生物，例如 等。

3.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具有相似的细胞膜和细胞质，没有由核膜包被的细胞核，也没有

，但有一个 分子，位于无明显边界的区域，这个区域称为 。

真核细胞染色体主要成分是 。

4. 19世纪，由两位德国科学家 和 共同创立了细胞学说，细

胞学说的内容：①细胞是一个有机体，一切动植物都是由 发育而来的，并

由 和 所构成。②细胞是一个 的单位，既有它自己的

生命，又对与其他细胞共同组成的整体的生命起作用。③新细胞可以从 中产生。

破疑解难

细胞包括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细胞的大小、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体现了生物界细胞的多

样性；各种不同的细胞又具有大致相同的基本结构，这又体现了细胞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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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病毒、原核生物的区别。

（1）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仅有蛋白质和核酸（每种病毒只有一种核酸，DNA或 RNA），病毒既

不是真核生物又不是原核生物。

（2）原核生物：种类较少，仅有细菌、蓝藻、放线菌、支原体（一种最小的原核细胞）、衣原体等。

3. 细胞学说的意义。

细胞学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被称为现代生物学的三大基石，而实际上可

以说细胞学说又是后两者的“基石”。恩格斯把细胞学说、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列为 19世

纪的三大科学发现。此后，在细胞学说的基础上，人们对生物界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发现了细胞

的全能性，即任何细胞都具有发育成完整个体的潜在能力。

4. 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1）细胞的多样性表现在细胞的形态、大小、种类、结构等方面的差异，细胞的多样性是细胞

分化的结果。

（2）细胞的统一性表现在不同的细胞具有基本相似的结构：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同时还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不同的细胞具有基本相同的化学组成———组成元素基本一致，化合物种类也非常相似；

②细胞的增殖方式基本相似———细胞分裂；

③细胞中的某些生命活动相似———DNA复制、蛋白质合成等；

④遗传物质都相同，遗传密码都是通用的。

（3）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体现了科学探究的过程，从中我们将领悟到科学发现的特点：

①科学发现是很多科学家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

②科学发现离不开技术的支持；

③科学发现需要理性思维和实验的结合；

④科学学说建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开拓、继承、修正和发展的过程。

1.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区别。

类 别 原核细胞 真核细胞

细胞大小 较小 较大

细胞壁 主要成分是肽聚糖 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和果胶

细胞膜 附着很多酶，是某些生理生化反应的场所 附着的酶较少

细胞质 仅有核糖体，无其他的细胞器 有多种细胞器

细胞核 无成形的细胞核，无核膜、无核仁、无染色体
有成形的细胞核，有核膜、有核仁、
有染色体

生物类群 细菌、蓝藻、放线菌、支原体、衣原体等 各种动物、植物、原生生物和真菌等

最主要的区别 有无成形的细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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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精讲

例 1：下列具有细胞壁的一项是 （ ）

A.花粉 B.红细胞 C.胰岛 A细胞 D.流感病毒

解析：病毒没有细胞结构，红细胞、胰岛 A细胞等动物细胞没有细胞壁。

答案：A

例 2：下列叙述中，不属于细胞学说主要内容的是 （ ）

A.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B.细胞学说是在观察了大量的动、植物细胞的结构后提出的

C.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D.细胞只能由细胞分裂而来

解析：18世纪 30年代，德国科学家施莱登和施旺分别在观察了大量的动、植物细胞的结构

后提出了细胞学说，细胞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三点：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

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细胞只能由细胞分裂而来。因此，B项不属于细胞学说的内容。

答案：B

随堂精练

1.下列四组生物中，细胞结构最相似的是 （ ）

A.变形虫、水绵、香菇 B.烟草、草履虫、大肠杆菌

C.小麦、番茄、大豆 D.酵母菌、灵芝、豌豆

2.噬菌体、蓝藻、酵母菌都具有的物质或结构是 （ ）

A.细胞壁 B.细胞膜 C.线粒体 D.核酸

3.下列生物中哪一组属于原核生物 （ ）

A.病毒和支原体 B.衣藻和细菌 C.细菌和念珠藻 D.放线菌和霉菌

4.在下列生物中，没有叶绿体，但具有细胞壁的是 （ ）

A.噬菌体 B.大肠杆菌 C.衣藻 D.草履虫

5. 在 19世纪，细胞学说和以自然选择学说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分别是由谁提出的 （ ）

A.孟德尔和达尔文 B.施莱登、施旺和达尔文

C.沃森和克里克 D.施莱登和孟德尔

6. 下列七种生物都比较低等，在结构上有很多相同点和不同点，请你根据所学知识完成下面问题。

A.变形虫 B.衣藻 C.酵母菌 D.乳酸菌 E.噬菌体 F.蓝藻 G.烟草花叶病毒

（1）没有细胞膜的生物是 。

（2）有细胞膜但没有核膜的生物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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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测评

1.水绵、蓝藻、黑藻全部 （ ）

A.是真核生物 B.含有叶绿体

C.含有 DNA D.是原核生物

2.下列有关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叙述中哪一项是错误的 （ ）

A.蓝藻和水绵细胞中都含有核糖体

B.最大的区别是原核细胞没有由核膜包围的典型的细胞核

C.它们都有染色体

D.原核细胞细胞膜的化学组成和结构与真核细胞的相似

3.下列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结构不同于其他三种的是 （ ）

A.蓝藻 B.衣藻 C.苔藓 D.玉米

4.衣藻和颤藻都是藻类，都能进行光合作用，但它们在细胞结构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主要是

（ ）

A.细胞的外部形态不同 B.细胞膜化学组成不同

C.前者有核膜，后者无核膜 D.前者有鞭毛，后者无鞭毛

5.“所有的细胞都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细胞”是谁的名言 （ ）

A.施莱登 B.施旺 C.达尔文 D.魏尔肖

6.细胞学说揭示了 （ ）

A.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的区别

B.生物体结构的统一性

C.细胞为什么要产生新细胞

D.人们对细胞的认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7.关于细胞的多样性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不同生物的细胞不完全相同 B.许多生物体由多种细胞构成

C.两个相同生物的体细胞完全相同 D.动植物的器官是由不同细胞构成的

8． 下列有关蓝藻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

A. 蓝藻属于真核生物

B. 发菜属于蓝藻

C. 蓝藻以细胞群体形式大量繁殖会导致水华

D. 蓝藻能进行光合作用

9.研究人员对分别取自 3种不同生物的部分细胞（甲、乙、丙）进行观察和实验，获得的结果

如下表（表中“√”表示“有”，“×”表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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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膜 光合作用 核糖体 细胞壁

甲 √ √ √ √

乙 √ × √ ×
丙 × √ √ √

（1）甲、乙、丙 3种细胞最可能取自哪类生物？

甲 ，乙 ，丙 。

A.杨树 B.山羊 C.蘑菇 D.蓝藻

（2）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区别是 。

（3）用显微镜观察大肠杆菌的结构与洋葱表皮细胞结构，最主要的区别是

，说明细胞的 性；它们的相同点是都具

有 、 、 ，说明细胞的 性。

10.右图是某细胞结构的模式图，请根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该细胞为 类细胞，判断的依据是

。

（2）该细胞与植物细胞相比，所共有的结构包括

。

拓展延伸

19世纪的罐藏技术是由法国人古拉阿培尔于 1804年发明的。当时拿破仑发动战争，战线越

拉越长，给养供给已成难题，拿破仑便拿出了 12000法郎作为奖金，在法国征集能保持食品长时

间不变质的储藏保鲜技术。这一技术正好被当时开食品加工坊的阿培尔研制成功了，他成功地研

制了密封罐头食品的制作工艺。

请问罐头保鲜技术的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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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体 DNA

细胞质

鞭毛细胞壁
细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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