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一化学必修一每章知识点总
结(汇总5篇)

学习总结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学习进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调整学习策略。推荐大家阅读以下总结范
文，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一化学必修一每章知识点总结篇一

二、细胞核的结构：

1、染色质：由dna和蛋白质组成，染色质和染色体是同样物
质在细胞不同时期的'两种存在状态。

2、核膜：双层膜，把核内物质与细胞质分开。

3、核仁：与某种rna的合成以及核糖体的形成有关。

4、核孔：实现细胞核与细胞质之间的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

生物必修一从生物圈到细胞知识点笔记

1病毒没有细胞结构，但必须依赖(活细胞)才能生存。

2生命活动离不开细胞，细胞是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
位)。

3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细胞)、(组织)、(器官)、(系
统)、(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物圈)。

4血液属于(组织)层次，皮肤属于(器官)层次。

5植物没有(系统)层次，单细胞生物既可化做(个体)层次，又



可化做(细胞)层次。

6地球上最基本的生命系统是(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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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成物。如果把化学生成物记住了，可以自己去配平，因
为每个化学元素都有自己的化合价，而且也有特定的公式口
诀可背，虽然有的化学元素化合价不确定，但是反应物和生
成物都有了，配平也并不麻烦，熟悉以后就会很快，甚至能
直接看出来。

直接背方程式。如果自己感觉配平比较困难，那么也可以直
接背化学方程式，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背的方程式
特别多，容易记混，而且当遇到需要自己配平的方程式时，
就会很浪费时间，很难搞定。

只记反应物。自己直接根据反应物去推测生成物，这个难度
是有所提升的，但是也不会太大，两种反应物时还是比较简
单的，而且生成沉淀和气体的物质也比较固定，只要把那些
常见的物质记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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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

（1）原子也是构成物质的一种微粒。例如少数非金属单质
（金刚石、石墨等）；金属单质（如铁、汞等）；稀有气体
等。

（2）原子也不断地运动着；原子虽很小但也有一定质量。对
于原子的认识远在公元前5世纪提出了有关“原子”的观念。
但没有科学实验作依据，直到19世纪初，化学家道尔顿根据
实验事实和严格的逻辑推导，在1803年提出了科学的原子论。



2、分子是保持物质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1）构成物质的每一个分子与该物质的化学性质是一致的，
分子只能保持物质的化学性质，不保持物质的物理性质。因
物质的物理性质，如颜色、状态等，都是宏观现象，是该物
质的大量分子聚集后所表现的属性，并不是单个分子所能保
持的。

（2）最小；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最小，而是；保持物质化学性
质的最小；

3、分子的性质

（1）分子质量和体积都很小。

（2）分子总是在不断运动着的。温度升高，分子运动速度加
快，如阳光下湿衣物干得快。

（3）分子之间有间隔。一般说来，气体的分子之间间隔距离
较大，液体和固体的分子之间的距离较小。气体比液体和固
体容易压缩，不同液体混合后的总体积小于二者的原体积之
和，都说明分子之间有间隔。

（4）同种物质的分子性质相同，不同种物质的分子性质不同。
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若口渴了，可以喝水解渴，同时
吃几块冰块也可以解渴，这就说明：水和冰都具有相同的性
质，因为水和冰都是由水分子构成的，同种物质的分子，性
质是相同的。

4、原子的构成

质子：1个质子带1个单位正电荷原子核(+)

中子：不带电原子不带电



电子：1个电子带1个单位负电荷

5、原子与分子的异同

（1）都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

（2）质量、体积都非常小，彼此间均有一定间隔，处于永恒
的运动中

（3）同种分子（或原子）性质相同，不同种分子（或原子）
性质不同

（4）都具有种类和数量的含义

6、核外电子的分层排布规律：第一层不超过2个，第二层不
超过8个；;最外层不超过8个。每层最多容纳电子数为2n2个
（n代表电子层数），即第一层不超过2个，第二层不超过8个，
第三层不超过18个；最外层电子数不超过8个（只有1个电子
层时，最多可容纳2个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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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高一化学必修二知识总结，第四章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海水是人类尚未利用的宝库，从海水中人类可以得到大量资
源，淡水、溴、碘、镁甚至黄金。在化石能源日益减少的今
天，能源的综合利用和新能源开发，将是新的课题。

1、煤的组成

煤是由有机物和少量无机物组成的复杂混合物，主要含碳元
素，还含有少量的氢、氧、氮、硫等元素。

2、煤的综合利用



煤的综合利用包括煤的干馏、煤的气化、煤的液化。

煤的干馏是指将煤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加强使其分解的过程，
也叫煤的焦化。煤干馏得到焦炭、煤焦油、焦炉气等。

煤的液化是将煤转化成液体燃料的过程。

煤的气化是将其中的有机物转化为可燃性气体的过程。

3、石油的组成

石油主要是多种烷烃、环烷烃和芳香烃多种碳氢化合物的混
合物，没有固定的沸点。

4、石油的加工

石油的加工有：分馏、催化裂化、裂解。

环境问题主要是指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而
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所造成的
环境污染。

1、环境污染

（1）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物：颗粒物（粉尘）、硫的氧化物（so2和so3）、氮的
氧化物（no和no2）、co、碳氢化合物，以及氟氯代烷等。

大气污染的防治：合理规划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布局;调整能
源结构;运用各种防治污染的技术;加强大气质量监测;充分利
用环境自净能力等。

（2）水污染



水污染物：重金属（hg2+、pb2+等）、酸、碱、盐等无机物，
耗氧物质，石油和难降解的有机物，洗涤剂等。

水污染的防治方法：控制、减少污水的任意排放。

（3）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物：城市污水、工业废水、生活垃圾、工矿企业固
体废弃物、化肥、农药、大气沉降物、牲畜排泄物、生物残
体。

土壤污染的.防治措施：控制、减少污染源的排放。

2、绿色化学

绿色化学的核心就是利用化学原理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工业
生产对环境的污染。按照绿色化学的原则，最理想的“原子
经济”就是反应物的原子全部转化为期望的最终产物（即没
有副反应，不生成副产物，更不能产生废弃物），这时原子
利用率为100%。

3、环境污染的热点问题

（1）形成酸雨的主要气体为so2和nox。

（2）导致全球变暖、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是co2。

（3）破坏臭氧层的主要物质是氟利昂（ccl2f2）和nox。

（4）引起赤潮的原因：工农业及城市生活污水含大量的氮、
磷等营养元素。含磷洗衣粉的使用和不合理使用磷肥是造成
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5）“白色污染”是指聚乙烯等塑料垃圾。



（6）光化学烟雾的主要原因是汽车排出的尾气中氮氧化物、
一氧化氮、碳氢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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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及其它易燃有机物小面积失火立即用湿布扑盖

钠、磷等失火迅速用砂覆盖

少量酸（或碱）滴到桌上立即用湿布擦净，再用水冲洗

较多量酸（或碱）流到桌上立即用适量nahco3溶液（或
稀hac）作用，后用水冲洗

酸沾到皮肤或衣物上先用抹布擦试，后用水冲洗，再
用nahco3稀溶液冲洗

碱液沾到皮肤上先用较多水冲洗，再用硼酸溶液洗

酸、碱溅在眼中立即用水反复冲洗，并不断眨眼

苯酚沾到皮肤上用酒精擦洗后用水冲洗

白磷沾到皮肤上用cuso4溶液洗伤口，后用稀kmno4溶液湿敷

溴滴到皮肤上应立即擦去，再用稀酒精等无毒有机溶济洗去，
后涂硼酸、凡士林

误食重金属盐应立即口服蛋清或生牛奶

汞滴落在桌上或地上应立即撒上硫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