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二十一） “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稳定性”主

观题课前高考真题诊断卷

1．(2016·全国卷Ⅲ)冻原生态系统因其生物的生存条件十分严酷而独具特色，有人曾将

该生态系统所处的地区称为“不毛之地”。回答下列问题：

(1) 由 于 温 度 的 限 制 作 用 ， 冻 原 上 物 种 的 丰 富 度 较 低 。 丰 富 度 是 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与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相比，通常冻原生态系统有利于土壤有机物质的积累，其原因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通常，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不会很长，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丰富度是指群落中物种数目的多少。(2)冻原生态系统中温度低，分解者的分

解作用弱，有利于土壤中有机物质的积累。(3)能量在沿食物链流动的过程中是逐级递减的。

因此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营养级越多，在能量流动过程中消耗的能量就越多，生态系

统中的食物链一般不超过 4～5个营养级。

答案：(1)群落中物种数目的多少

(2)低温下，分解者的分解作用弱

(3)能量在沿食物链流动的过程中是逐级减少的(合理即可)

2．(2015·全国卷Ⅰ)现有一未受人类干扰的自然湖泊，某研究小组考察了该湖泊中处于

食物链最高营养级的某鱼种群的年龄组成，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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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187 121 70 69 62 63 72 64 55 42 39 264

注：表中“1＋”表示鱼的年龄大于等于 1、小于 2，其他以此类推。

回答下列问题：

(1)通常，种群的年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表明：该鱼在 3＋时达到性成熟(进入成年)，9＋时丧失繁殖能力(进入老年)。根据表中

数据可知幼年、成年和老年 3 个年龄组个体数的比例为________，由此可推测该鱼种群数

量的变化趋势是________。

(2)如果要调查这一湖泊中该鱼的种群密度，常用的调查方法是标志重捕法。标志重捕

法常用于调查______强、活动范围广的动物的种群密度。



(3)在该湖泊中，能量沿食物链流动时，所具有的两个特点是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种群的年龄结构包括增长型、衰退型和稳定型三种类型。从表格中的数据可

知，幼年个体数为 92＋187＋121＝400，成年个体数为 70＋69＋62＋63＋72＋64＝400，老

年个体数为 55＋42＋39＋264＝400，所以三个年龄段的个体数比例为 1∶1∶1，则该种群

的年龄结构为稳定型，该鱼种群数量将保持相对稳定。(2)标志重捕法常用于调查活动能力

强、活动范围广的动物的种群密度。(3)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具有单向流动和逐级递减的特

点。

答案：(1)增长型、衰退型、稳定型 1∶1∶1 保持稳定

(2)活动能力 (3)单向流动、逐级递减

3．(2015·全国卷Ⅱ)某生态系统总面积为 250 km2，假设该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为甲种植

物→乙种动物→丙种动物，乙种动物种群的 K 值为 1 000头。回答下列问题：

(1)某次调查发现该生态系统中乙种动物种群数量为 550头，则该生态系统中乙种动物

的种群密度为__________；当乙种动物的种群密度为______________时，其种群增长速度

最快。

(2)若丙种动物的数量增加，则一段时间后，甲种植物数量也增加，其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甲种植物→乙种动物→丙种动物这一食物链中，乙种动物同化的能量________(填

“大于”“等于”或“小于”)丙种动物同化的能量。

解析：(1)该生态系统中，乙种动物种群数量为 550头，该生态系统的总面积为 250 km2，

则乙种动物的种群密度为 550÷250＝2.2头·km－2。乙种动物种群的 K 值为 1 000头，当种群

数量为 K/2时，种群的增长速度最快，此时乙种动物的种群密度为 500÷250＝2头·km－2。(2)

若丙种动物的数量增加，则乙种动物被丙种动物捕食的概率增加，导致乙种动物数量减少，

而乙种动物数量减少将导致被捕食者甲种植物的数量增加。(3)在甲种植物→乙种动物→丙

种动物这一食物链中，乙种动物同化的能量主要有三个去路：被下一营养级(丙种动物)同化、

自身呼吸消耗和被分解者利用。因此，乙种动物同化的能量要大于丙种动物同化的能量。

答案：(1)2.2头·km－2 2头·km－2 (2)由于乙种动物以甲种植物为食，丙种动物的数量

增加导致乙种动物的数量减少，从而导致甲种植物数量的增加 (3)大于

4．(2015·海南高考)回答下列关于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问题：

(1)红树林具有调节气候、保护海岸的作用。从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角度分析，这种作用

所具有的价值属于______(填“间接”或“潜在”)价值。

(2)某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如图所示。图中 A是一种气体，B、C、D、E和 F表示

生物成分，箭头表示碳流动的方向。



图中 A 表示________，生物成分 E 表示________。生物成分 F 表示____________，

________表示初级消费者。

解析：(1)红树林具有调节气候、保护海岸的作用，属于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也叫

生态功能。(2)分析图形可知，A是大气中 CO2库，E与 A之间为双向箭头，说明 E是生产

者；C以 E 为食是初级消费者，B 是次级消费者，D是三级消费者；各种生物的能量均流

向 F，且 F能将生物群落的有机碳分解为 CO2释放到大气中，所以 F是分解者。

答案：(1)间接(也叫生态功能) (2)大气中 CO2库

生产者 分解者 C

5．(2014·全国卷Ⅱ)某陆地生态系统中，除分解者外，仅有甲、乙、丙、丁、戊 5个种

群。调查得知，该生态系统有 4 个营养级，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为 10%～20%，且

每个种群只处于一个营养级。一年内输入各种群的能量数值如下表所示，表中能量数值的

单位相同。

种群 甲 乙 丙 丁 戊

能量 3.56 12.80 10.30 0.48 226.50

回答下列问题：

(1)请画出该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

(2)甲和乙的种间关系是________；种群丁是该生态系统生物组分中的________。

(3)一般来说，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此外还具有信

息传递等功能。碳对生物和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碳在________和________之间的循环

主要以 CO2的形式进行。

解析：(1)根据“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为 10%～20%”可知，戊中能量最多，处

于第一营养级，乙和丙中能量相差不多，都处于第二营养级，甲处于第三营养级，丁处于

第四营养级，因此可得出该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网。(2)根据(1)中的食物网简图可以看出甲和

乙之间的关系为捕食，戊是生产者，而甲、乙、丙和丁都为消费者。(3)生态系统的主要功

能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碳在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之间是以 CO2的形式进行

循环的。

答案：(1) (2)捕食 消费者

(3)物质循环 能量流动 生物群落 无机环境

6．(2013·全国卷Ⅱ)回答与草原生态系统相关的问题：



(1)草原上鼠的天敌从鼠获得的能量最终来自______固定的能量。

(2)草原上，某种鼠的种群密度除了受迁入率和迁出率的影响外，还受该鼠种群的

________、________、年龄组成和性别比例等因素的影响。

(3)用样方法调查某种双子叶植物种群密度时，为避免调查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要做到

________。

(4)草原生物群落的空间结构包括________和________。

解析：(1)草原生态系统的能量最终来自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2)种群数量受迁入率和

迁出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年龄组成和性别比例等因素的影响。(3)用样方法调查植物种群

密度时，要做到随机取样。(4)群落的空间结构包括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

答案：(1)生产者 (2)出生率 死亡率 (3)随机取样 (4)垂直结构 水平结构

7.(2013·全国卷Ⅰ)南方某地的常绿阔叶林曾因过度砍伐而遭到破坏。停止砍伐一段时间

后，该地常绿阔叶林逐步得以恢复。下表为恢复过程中依次更替的群落类型及其植物组成。

演替阶

段
群落类型

植物种数/种

草本植物 灌木 乔木

1 草丛 34 0 0

2 针叶林 52 12 1

3 针阔叶混交林 67 24 17

4 常绿阔叶林 106 31 16

回答下列问题：

(1)该地常绿阔叶林恢复过程中群落演替的类型为________演替。常绿阔叶林遭到破坏

后又得以恢复的原因，除了植物的种子或者繁殖体可能得到保留外，还可能是原有的

________条件也得到了基本保留。

(2)在由上述群落构成的相应生态系统中，恢复力稳定性最强的是________生态系统，

抵抗力稳定性最强的是________生态系统。

(3)与草丛相比，针叶林中的动物分层现象较为______(填“简单”或“复杂”)，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常绿阔叶林遭到砍伐后，原有植被虽然已经不存在，但原有土壤条件基本保

留，甚至还保留了植物的种子或其他繁殖体，在该条件下发生的演替属于次生演替。(2)由

题表知，草丛生态系统中动植物种类最少，营养结构最简单，抵抗力稳定性最弱，但恢复

力稳定性最强；同理，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中组分最多，食物网最复杂，自我调节能力最

强，抵抗力稳定性最强。(3)群落中植物的垂直结构为动物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栖息空间和食

物条件，导致动物也具有分层现象。与草丛相比，针叶林中植物群落的垂直结构更复杂，

故动物分层现象较复杂。



答案：(1)次生 土壤 (2)草丛 常绿阔叶林

(3)复杂 针叶林中植物群落的垂直结构更复杂

8．(2017·江苏高考)某地因采矿导致地表下沉，成为无法利用的荒地。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有关部门因地制宜，通过引水等措施，将该地改造成湿地生态公园，一些生物陆续迁

入，并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生物群落。如图是该公园生态系统食物网的一部分，请回答下

列问题：

(1)该公园生物群落的变化属于________演替。

(2)图中昆虫与杂食性鱼类之间的种间关系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在黑斑蛙的繁殖季节，雄蛙通过叫声这种________信息求偶；雌蛙通常在近岸水深

10～30 cm的草丛间产卵，可采用________________法了解该蛙卵块的密度。

(4)因该水域有些渗漏，补水时曾不慎引入含除草剂的水，导致一些水草死亡。水草腐

烂后，图中所示的生物类群中最先快速增殖的是____________。

(5)图中既含有初级消费者，又含有次级消费者的生物类群有________________。若蛙

类与猛禽之间还存在 1个营养级，请写出该营养级中 2类不同纲的生物：_______________。

解析：(1)荒地改造成湿地生态公园属于次生演替。(2)杂食性鱼类捕食昆虫，昆虫和杂

食性鱼类都以水草为食，故昆虫和杂食性鱼类之间的种间关系为捕食和竞争。(3)叫声是通

过物理形式来传递信息的，属于物理信息。因“雌蛙通常在近岸水深 10～30 cm 的草丛间

产卵”，故可用等距取样法调查雌蛙的卵块密度。(4)水草与浮游生物类具有竞争关系，水

草腐烂产生的无机物又可被浮游生(植)物利用，故浮游生物类最先快速增殖。(5)由题图可知，

杂食性鱼类既是初级消费者(第二营养级)又是次级消费者(第三营养级)。浮游生物包括浮游

植物和浮游动物，则底栖动物类和滤食性鱼类也是既含初级消费者又含次级消费者。以蛙

为食的不同纲的生物有蛇、肉食性鱼类、鼠类等。

答案：(1)次生 (2)捕食和竞争 (3)物理 等距取样 (4)浮游生物类 (5)底栖动物类、

杂食性鱼类、滤食性鱼类 蛇类、肉食性鱼类、鼠类(任写其中两类)

9．(2017·天津高考)大兴安岭某林区发生中度火烧后，植被演替过程如图。



据图回答：

(1)该火烧迹地上发生的是________演替。与①相比，③中群落对光的利用更充分，因

其具有更复杂的______结构。

(2)火烧 15年后，草本、灌木丰富度的变化趋势均为____________________，主要原因

是它们与乔木竞争时获得的________________。

(3)针叶林凋落物的氮磷分解速率较慢。火烧后若补栽乔木树种，最好种植________，

以加快氮磷循环。

(4)用样方法调查群落前，需通过逐步扩大面积统计物种数绘

制“种—面积”曲线，作为选取样方面积的依据。如图是该林区

草本、灌木、乔木的相应曲线。据图分析，调查乔木应选取的最

小样方面积是________。

解析：(1)由图中信息可知，火灾后群落中迅速出现了多种草本植物和灌木，这说明大

火后还保留原有土壤条件，甚至还可能保留了植物的种子或其他繁殖体，所以该火烧迹地

上发生的是次生演替。群落中植物的垂直结构有利于群落对光能的充分利用。(2)从图中可

以看出，火烧 15年后草本和灌木丰富度下降，到 40 年后基本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原因是

草本和灌木在与乔木的竞争中得到的光逐渐减少。(3)火烧后若补栽乔木树种，最好种植阔

叶树，因为针叶树的凋落物不易被分解，物质循环速度慢，而由题知乔木中除了针叶树就

是阔叶树，因此应该种植的是阔叶树。(4)据植被演替过程图可知，该林区物种数为草本>

灌木>乔木，因此，坐标曲线中最下面的曲线为乔木对应的曲线，从该曲线可以看出，当样

方面积为 S3时乔木的物种数才达到最大，所以调查乔木应选取的最小样方面积为 S3。

答案：(1)次生 垂直 (2)下降后保持相对稳定 光逐渐减少 (3)阔叶树 (4)S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