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一、单选题

1．下列有关生态系统信息传递及其应用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动物的特殊行为可在同种或异种生物之间传递信息

B. 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一样都是单向的

C. 信息能够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D. 利用昆虫信息素诱捕或警示有害动物，以降低害虫的种群密度

【答案】B
【解析】动物的特殊行为在同种或异种生物之间可以传递信息，这是行为信息，A正确。

生物系统中的信息传递通常是双向的，而能量流动是单向的，B错误。信息在个体、种

群和生态系统各个层次都有重要作用，能调节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C 正确。

利用昆虫信息素诱捕或警示有害动物属于生物防治，能降低害虫的种群密度达到控制害

虫的目的，D正确。

点睛：生态系统信息传递方式主要有物理信息、化学信息和行为信息，它们通常都是双

向传递的，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的防治属于生物防治。

2．据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的温暖海水中生活着一种致命的细菌，美疾

病控制中心称，这种名为创伤弧菌的细菌可通过人体表面伤口或者是游泳者吞咽海水而

进入人体内繁殖作乱。下列相关描述正确的是

A．创伤弧菌细胞内的 DNA 呈环状，而人体核 DNA 呈链状且与蛋白质缠绕在一起

B．人体被创伤弧菌感染后，创伤弧菌与人之间的种间关系为寄生，此时该菌属于分解

者

C．创伤弧菌能通过表面伤口进入人体内繁殖，可见皮肤在特异性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D．创伤弧菌生活在温暖的海水中，这可能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与变异无关

【答案】A

【解析】创伤弧菌是原核生物，细胞内的 DNA 呈环状，不和蛋白质结合，没

有染色体，真核生物的核 DNA 呈链状，且和蛋白质绕在一起，构成染色体，

A 正确；创伤弧菌与人之间的种间关系为寄生，该菌属于消费者，B 错误；皮肤是在非

特异性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C 错误；创伤弧菌生活在温暖的海水中能生存，发生了基

因突变，产生了抗热的性状，D 错误．

【考点定位】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形态和结构的异同．

3．如图是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部分图解，N1-N6表示能量数值。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自然生态系统（N2/N1）×100%的值一般在 10%左右

B．若 N6全部来自于 N4，则蜣螂未获得初级消费者所同化的能量

C．当某种初级消费者的种群数量达到 K 值时，此种群的增长速率最大

D．散失的热能重新用于合成有机物，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N1为太阳辐射能，N2为生产者的同化能量，N2/N1为生产者同化量占太阳能总

量的比例，一般在 1%左右，A 项错误；N6为流向蜣螂体内的能量，来自于初级消费者的

粪便量，N4为初级消费者的摄入量，而初级消费者的同化量=初级消费者的摄入量—粪

便量，因此 N4不会来自初级消费者的同化量，B 项正确；当某初级消费者的种群数量达

到 K 值时，该种群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增长速率为 0，C 项错误；散失的热能不能被

生产者重新利用，D项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学生的识图能力以及能理解

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

4．下列有关生物圈中碳循环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碳在无机环境中主要以 CO2和碳酸盐的形式存在

B．分解者不参与生物圈中碳循环过程

C．碳元素主要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进人群落

D．碳在生物群落中沿着食物链（网）进行流动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碳在无机环境中主要以 CO2和碳酸盐的形式存在，A 正确；消费者的呼吸作

用分解有机物释放二氧化碳，可见其参与了碳循环，B 错误；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固定

为生物体内有机物中的碳，碳元素主要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进人群落，C正确；碳

在生物群落中沿着食物链（网），以有机物的形式进行流动，D正确。

考点：本题主要考查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碳循环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能理解所学知

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

5．下列一组数据是几种类型生态系统的植物地下部分重量（R）和地上部分重量（S）

的比值：①R/S＝1．0 ②R/S＝11 ③R/S＝3 ④R/S＝0．213；下列根据数字分析回答正

确的是（ ）

A．对贫瘠恶劣环境适应能力最强的是④类型生态系统的植物

B．对太阳能利用率最高的是④类型生态系统的植物

C．若③为高产农作物，则③作物收获的可能是它的地上部分

D．若④为高产农作物，则④作物收获的可能是它的地下部分

【答案】B

【解析】对贫瘠、恶劣环境适应能力最强的是根系最发达的②类生态系统的

植物，A 错误；由于④类植物地上部分占的比例高，故对太阳能利用率最高

的是④类型生态系统的植物，B 正确；由于③类植物地下部分比例大，故③

为高产农作物，则③作物收获的可能是它的地下部分，C 错误；由于④类植

物地上部分占的比例高，故若④为高产农作物，则④作物收获的可能是它的

地上部分，D 错误。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的结构

【名师点睛】植物的地上部分主要有茎、叶、花、果实和种子，其中叶是利用

太阳能将无机物制造成有机物的器官；地下部分主要吸收水分和无机盐，地

下部分越发达，越有利于植物生活在贫瘠的土壤中；有的如块根、块茎还有

贮存营养物质的功能。

6．自然生态系统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生产者获得的能量必然大于消费者得到的

B．群落演替过程中，生物数量、贮存的能量、积累的有机物均不断增多

C．在食物和空间充裕的条件下，种群的数量呈“J”型增长

D．生态系统稳定性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自然生态系统中，能量单向流动，逐级递减，A正确。群落演替过程中，生

物数量、贮存的能量、积累的有机物不一定增多，与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有关，如果生

态系统的物种增多，则有机物不多增多，反之减少，B 错误。在食物和空间充裕，没有

敌害，气候适宜的条件下，种群的数量呈“J”型增长，C 错误。负反馈调节是生态系

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种群数量变化和群落演替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

能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能力。

7．在江苏盐城，人们将丹顶鹤的栖息地建成了丹顶鹤自然保护区。采取这 一措施的目

的（ ）

A.迁地保护 B．就地保护

C.恢复生态与环境 D.防止滩涂被破坏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主要有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就地保护：建立自然保

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是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迁地保护：将灭绝的物种提供最后的生

存机会；将丹顶鹤的栖息地建成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属于就地保护。

考点：本题考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识。意在考查能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

的内在联系的能力。

8．在生物圈中连接生命世界和无机自然界的两个重要成分是

A. 生产者和非生物成分 B. 消费者和非生物成分

C. 生产者和消费者 D. 生产者和分解者

【答案】D

【解析】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

进入到生物群落里，同时分解者能够把有机物又分解为二氧化碳释放

回无机自然界中，因此生产者和分解者是连接生命世界和无机自然界

的两个重要环节，在生态系统中两者必不可少，缺一不可。因此正确

答案选 D。

9．森林生物群落不包括．．．森林中的（ ）

A．细菌和真菌 B．所有植物 C．所有动物 D．落叶和土壤

【答案】D

【解析】生物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中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所有生物。

10．蝙蝠捕虫时的“回声定位”、雄鸟的“求偶炫耀”、用黑光灯诱杀害虫分别体现出动

物的什么信息传递

A．行为信息、化学信息、物理信息

B．化学信息、行为信息、物理信息

C．物理信息、行为信息、物理信息

D．行为信息、物理信息、化学信息

【答案】C

【解析】

11．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使用价值是（ ）

A．表现不出来的价值 B．没有发现的价值

C．具有重要科学研究的价值 D．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答案】D
【解析】

12．关于“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叙述，正确的是（ ）

A. 地球上所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全部基因共同组成生物多样性

B. 许多野生生物的使用价值目前还不清楚，说明生物多样性具有间接价值

C. 建立植物园、动物园等措施属于就地保护

D.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反对对野生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答案】D
【解析】生物圈内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所拥有的全部基因以及各种各样的

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生物多样性。即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A 项错误；许多野生生物的使用价值目前还不清楚，由此说明生

物多样性具有潜在的使用价值，B 项错误；建立植物园、动物园等措施属于易地保护，

C 项错误；保护生物多样性，只是反对盲目地、掠夺式地开发利用，而不反对对野生生

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D项正确。

【考点定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措施

【名师点睛】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 3 个易错点

（1）从不同角度分析生物多样性的原因

基因（DNA）多样性―→蛋白质多样性→生物性状多样性

（根本原因） （直接原因） （体现生物多样性）

（2）就地保护和易地保护两种方法中保护的对象不同：就地保护除了保护区域内的物

种，还应保护相应的生态环境，而在物种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不再适于物种生存后，

就只能实行易地保护。

（3）外来物种的入侵不一定会引起本地物种数目的增加：如果入侵的物种对当地生物

的生存是不利的，则会引起本地物种数目锐减。

13．大气中 CO2 过多与碳循环失衡有关。根据下图所做出的判断不正确的是

（ )

A. 增加自养生物种类和数量有利于降低大气中的 CO2含量

B. 大气中 CO2的增加主要与异养生物②的数量增加有关

C. 该生态系统中的自养生物与所有异养生物构成了生物群落

D. 该图能表示物质循环过程，不能准确表示能量流动方向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自养生物能利用环境中的 CO2合成自身生命活动所需的有机物，有

利于降低大气中的 CO2含量，A 项正确；大气中 CO2的增加主要与人类大量燃烧化学燃

料有关，B 项错误；生态系统中的自养生物为生产者，所有异养生物包括消费者和分解

者，这些生物共同构成了生物群落，C 项正确；因能量流动是单向的、逐级递减的，而

无机环境中的物质可以被生物群落反复利用，所以该图能表示物质循环过程，不能准确

表示能量流动方向，D项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群落、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学生能理

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

14．下列有关几个生态学概念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A. 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特征

B. 群落是一定区域中各种生物种群的集合

C. 生态系统是由种群和无机环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



D. 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生态系统成分和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A、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A 正确；

B、群落是一定区域中各种生物种群的集合，B 正确；

C、生态系统是由群落和无机环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C 错误；

D、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生态系统成分和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D 正确．

故选：C．
考点：生态系统的概念；种群的特征；群落的结构特征．

15．下列属于生态系统功能过程描述的是

①生产者的遗体、残枝、败叶中的能量被分解者利用，经其呼吸作用消耗

②在植物→鼠→蛇这条食物链中，鼠是初级消费者、第二营养级

③蜜蜂发现蜜源时，就会通过“跳舞”动作“告诉”同伴去采蜜

④植物将大气的 CO2转化成为含碳有机物进入生物群落，最后又重新回到大气中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生态系统的功能：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①体现能量流动功能，

②为营养结构，③体现信息传递功能，④体现物质循环功能。答案选 B。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功能，意在考查对知识的理解应用。

16．以下各项中，不能构成图中关系的是 ( )

A．①代表年龄组成、②代表种群数量特征

B．①代表细胞核体积增大、②代表细胞衰老的特征

C．①代表酶、②代表蛋白质

D．①代表生产者、②代表生态系统

【答案】C

【解析】图中①属于②，种群的数量特征包含年龄组成；细胞衰老的特征之一是细胞核

体积增大；绝大多数酶属于蛋白质，少数酶属于 RNA；生产者是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之

一。

17．假若某自然生态系统仅有一条食物链甲→乙→丙→丁。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 单位时间内生物数量最多的一定是丁

B. 长期在受汞污染环境生物体内汞浓度最高的是乙

C. 四种生物体内的能量直接或间接来自于甲固定的能量

D. 该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可被循环利用

【答案】C
【解析】根据能量流动的特点，丁含有的能量最少，一般来讲数量也比较少，A 错误；

根据生物富集作用，随着营养级的增高，重金属富集得越多，所以长期在受汞污染环境

生物体内汞浓度最高的是丁，B错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从生产者甲固定太阳能开

始的，所以四种生物体内的能量直接或间接来自于甲固定的能量，C正确；该生态系统

中物质可以循环利用，而能量只能单向流动，D错误。

【点睛】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掌握食物链中能量流动是单向传递、逐级递减的，而重金属



和有机农药是生物富集的。

18．如图为生物圈中碳循环的主要途径,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 A 为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分

B. B、D 之间碳是以有机物的形式传递的

C. C 为食物链中的第三营养级

D. A、B、C、D 之间为捕食关系

【答案】D
【解析】试题分析：由图分析可知，A 是生产者，B 是初级消费者，C 是次级消费者，D
是分解者．

解：A．A 是生产者，A 为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分，A 正确；

B．B、D 之间碳是以有机物的形式传递的，B 正确；

C．C 次级消费者是第三营养级，C 正确；

D．食物链不包括分解者，D 错误．

故选：D．
考点：生态系统的功能．

19．下列说法与图示不相符的是

A．若 A 表示血糖的浓度，则 B 可以代表胰岛素的浓度

B．若 A 表示甲状腺激素的浓度，则 B 表示促甲状腺激素的浓度

C．若 A 表示血液中的 CO2浓度，则 B 可以表示呼吸频率的变化

D．若 A 表示轻度污染后水体中的有机物含量，则 B 可以表示微生物的数量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胰岛素能降低血糖浓度，高浓度的血糖也可促进胰岛素分泌，所以 A 正确；

促甲状腺激素能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但甲状腺激素抑制促甲状腺激素的分泌，B错

误；血液中的 CO2浓度升高可促进呼吸频率加快，呼吸频率加快可降低血液中的 CO2浓

度，C正确；轻度污染后水体中的有机物含量升高可促进微生物繁殖，微生物繁殖数量

增多可通过分解作用降低污水中有机物含量，D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血糖调节、甲状腺激素分级调节、内环境 CO2浓度调节及污水净化等相

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能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能从图形中获

取有效信息，运用所学知识与观点，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对某些生物学问题进

行解释、推理，做出合理判断或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20．在生态系统中，碳元素在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间循环的主要形式是（ ）

A．碳酸盐 B．二氧化碳

C．碳酸 D．碳水化合物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碳元素在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之间主要是以二氧化碳形式进行循环的，故 B

正确。在生物群落之间主要是含碳有机物，故 D 错误。碳酸盐和碳酸主要是在无机环境

中，故 A、C 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物质循环相关知识，意在考察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程度。

21．右图所示是一个陆地生态系统食物网的结构模式图。下列各项叙述,不正确的是( )

A.此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有 2 个,是该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分

B.若丙种群数量下降 20%,辛种群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C.在该食物网中辛占有 3 个营养级

D.既存在竞争关系又有捕食关系的只发生在丁和辛、丙和乙之间

【答案】D

【解析】从题图中可以看出,甲、戊都是生产者。与丙处于同一营养级的生物还有乙和

丁,因此丙的数量减少,辛可以从乙和丁处获得能量,因此辛种群数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辛在食物网中占有 3 个营养级。除丁和辛、丙和乙存在竞争和捕食关系外,乙和丁之间

也存在竞争和捕食关系。

22．下列有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观点中，科学合理的是

A．只有禁止开发利用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

B．引入新物种以抑制珍稀生物的天敌是有效的保护措施

C．保护具有特殊性状的野生水稻就保护了基因多样性

D．保护濒危动物的根本措施是进行人工圈养

【答案】C

【解析】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是完全禁止开发利用，而是要合理开发利用，A 错误；引

入的新物种如果缺乏天敌或者其他抑制增长的机制，极有可能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破坏身生态平衡，B 错误；保护任何一个物种都保护了生物的基因多样性，C 正确；保

护濒危动物的最有效的措施就地保护，D错误。

【考点定位】保护生物多样性

23．下表为北方某地不同植被带植物多样性的调查结果，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各植被带人工林的各种群密度均大于天然林

B. 各植被带的天然林抵抗力稳定性均高于人工林

C. 人工林的物种数和种群密度变化与人为干扰有关

D. 人工林与天然林都有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

【答案】A
【解析】种群密度是指种群在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中的个体数，表中的数值只反映出被

调查区域内植物的物种数和所有植物种群的个体数，没有反映出每种植物的个体数，据

此无法判断种群密度的大小，A项错误；各植被带的天然林的物种数均高于人工林，说

明各植被带的天然林的自我调节能力均大于人工林，所以各植被带的天然林的抵抗力稳



定性均高于人工林，B项正确；人工林是人为建立的，其物种数和种群密度变化与人为

干扰有关，C项正确；群落的结构包括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因此人工林与天然林都有

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D项正确。

【点睛】本题以“实验数据”为素材，考查学生对种群特征、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稳定

性等知识的识记和理解能力。解答此题的关键是结合题意并采取对比法，认真分析表格

数据，找出数据、现象的变化规律，并将“变化规律”与“所学知识”有效地联系起来，

进行知识的整合和迁移。

24．下列有关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A. 如果用鸡粪来养猪，则猪正常可以获得鸡同化能量的 10% -20%

B. 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能量就从非生物环境流入生物群落

C. 兔子同化能量等于“自身呼吸消耗、自身生长发育繁殖、被分解者利用、传给下一

营养级、未被利用”之和

D. 生态系统的能量是伴随物质而循环利用的

【答案】B
【解析】鸡粪中的能量不属于鸡的同化能量，而是属于鸡的上一营养级的同化能量的一

部分，A项错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除极少数特殊空间外，起源于生产者通过光合

作用固定的太阳能，因此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能量就从非生物环境流入生

物群落，B项正确；兔子同化能量＝自身呼吸消耗的能量＋自身生长、发育、繁殖的能

量，自身生长、发育、繁殖的能量＝被分解者利用的能量＋传给下一营养级的能量＋未

被利用的能量，C项错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单向的、不能循环利用，D项错误。

【点睛】熟记并理解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解题的前提，正确理顺某营养级获取能量的

过程及该能量的去向是解题的关键。易错点在于: 不清楚自身粪便不属于自身所同化的

能量,而应属于上一营养级的能量。

25．在碳循环过程中，使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相联系的生理作用是

A、光合作用 B、蒸腾作用 C、呼吸作用 D、化能合成作用

【答案】ACD

【解析】本题考查碳循环的知识。呼吸作用是指细胞内的有机物在氧的参与下被分解成

二氧化碳和水，同时释放出能量的过程，是碳从生物群落进入无机环境的过程。 光合

作用、化能合成作用是指绿色植物、硝化细菌等生物利用光能或化学能，把二氧化碳和

水转化为储存着能量的有机物，并且释放出氧气的过程，是碳从无机环境进入生物群落

内的过程。蒸腾作用是指水分以气体的形式从植物体内散发到体外的过程，与碳的循环

无关。

26．科学工作者在某地观察，记录了四种野生动物一天中的平均活动时间(h)如下表所

示。假设北美郊狼因被大量捕杀而数量锐减，则短期内将发生的变化是( )

物种 休息 与其他物种竞争 进食 寻找配偶

大鼠 4.8 h 3.6 h(追逐小鼠) 13.2 h(吃植物种子) 2.4 h

浣熊 18 h 0.0 h 3.6 h(吃大鼠) 2.4 h

北美郊狼 18 h 0.0 h 4.8 h(吃浣熊) 1.2 h



小鼠 4.8 h 6.0 h(被大鼠追逐) 10.8 h(吃植物种子) 2.4 h

A．植物种子数量不确定 B．浣熊数量减少

C．大鼠数量增多 D．小鼠数量增加

【答案】AD

【解析】

试题分析：此表对应的食物网为：植物种子→小鼠→（植物种子→）大鼠→浣熊→北美

郊狼。由于北美郊狼因被大量捕杀而数量锐减，导致浣熊数量增多；浣熊增多导致大鼠

数量减少，大鼠减少导致小鼠数量增多，因为不知道大鼠小鼠具体数量，具体进食比例

所以植物种子数量不确定。所以选 AD。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学生理解生态系统营养结构关系的知识

要点、图表分析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27．因盲目引入某种水生植物，导致在某湖泊中泛滥，水面被单一的该植物覆盖。针对

上述实例的分析，错误的是（ ）

A.该实例说明引入水生植物时没有遵循协调与平衡原理

B.该实例说明引入水生植物时没有遵循物种多样性原理

C.湖泊中的该水生植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承载力的限度

D.从最后结果来看，该植物的引入并没有增加物种的多样性

【答案】B

【解析】协调与平衡原理指处理好生物与环境的协调与平衡，需要考虑环境承载力，该

实例说明引入水生植物时没有遵循协调与平衡原理，A正确。B 错误。湖泊中的该水生

植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承载力的限度，C 正确。从最后结果来看，该植物的引入并没有

增加物种的多样性，D正确。

【考点定位】生态工程

28．下列有关“S”型曲线的变化与事实不符合的叙述是

A.x 轴为时间、y 轴为某种群个体数，在 b 点改变环境条件或种群遗传因素，k 值将改

变

B.x 轴为氧气分压，y 轴为水稻根细胞对 Si 的吸收速率，在 c 点时，中耕松土，k 值将

改变

C.x 轴为光照强度，y 轴为绿色植物实际光合作用量，在 b 点提高 CO2 的浓度，k 值将改

变

D.x 轴为时间，y 轴为生态系统中群落有机物的量，在 c 点时，改变生态系统的生态环

境，k值将改变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知识点为曲线分析能力。该曲线可用于表示种群数量与时间的关系，

其中 b 表示环境最大容纳量，当环境条件等因素改变时，K 值将发生变化，A 正确。水

稻根细胞对 Si 的吸收方式为主动运输，b 点之后限制吸收速率的因素为根细胞中载体

蛋白的数量，因此 B 错误。若 x 轴为光照强度，y 轴为绿色植物实际光合作用量，b点

之后显示光合作用的环境因素为二氧化碳浓度，C 正确。若 x 轴为时间，y轴为生态系

统中群落有机物的量，b点之后由于环境条件改善可以提高生物群落中有机物的含量，

D正确。

29．打人对某一湖泊进行了生态系统营养级和能量流动情况的调查，下表是调查结果。



表中的①、②、③、④分別表示不同的营养级，⑤为分解者。GP 表示生物同化作用所

固定的能量，NP 表示生物体储存的能量（NP =GP—R），R 表示生物呼吸消耗的能量。下

列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GP NP R

① 15.91 2.81 13.10

② 871.27 369.69 501.58

③ 0.88 0.34 0.54

④ 141.20 62.07 79.13

⑤ 211.85 19.26 192.59

A. 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渠道可能是②→④→①→③

B. 能量在第三营养级和第四营养级间的传递效率约为 5.5%

C. 若本生态系统维持现在的能量输入、输出水平，则有机物的总量会增多

D.④营养级 GP 的去向中，未被利用的能量有一部分残留在该营养级的粪便中

【答案】D
【解析】根据食物链中各营养级同化量逐级递减，可判断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渠道可能

是②→④→①→③，A 项正确；能量在第三营养级和第四营养级间的传递效率为

0.88/15.91≈5.5%，B项正确；①②③④⑤的 NP均为正值，说明若本生态系统维持现在

的能量输入、输出水平，则有机物的总量会增多，C项正确；④粪便中的能量，属于上

一营养级同化的能量，不属于该营养级同化能量，D项错误。

30．生产者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下列关于生产者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一定能固定 CO2

B. 同化的能量主要来自太阳能

C. 都位于同一营养级

D. 一定是绿色植物

【答案】D
【解析】自养是指直接将 CO2等无机物合成有机物的过程，A正确；自养的方

式主要是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同化所需的能量来自太阳能，B正确；在食物

链中所有生产者均居第一营养级，C 正确；生产者是指能进行自养生活的生

物，如绿色植物、蓝藻(光合细菌)等，D错误。

二、非选择题

31．pH 小于 5.6 的雨水被称为酸雨， SO2、NOX 是大气中主要的致酸气体。有关酸雨对

生态系统影响的部分研究如下，请回答：

（1）酸雨在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中属于_________。NOX沉降后变为硝酸盐，在土壤中

可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变为 N2、N2O 等返回空气中，这体现了生态系统的__________功能。

（2）严重的酸雨影响后，植物细胞 K+、Mg2+等离子会大量外渗，这表明细胞的______

（结构）可能被破坏。受酸雨影响的森林吸附 SO2、NOX等气体的能力减弱，间接加剧了

雨水酸化，这体现了生态系统的__________调节机制。当水体 pH 降到 5.0 以下时，会

抑制某些淡水鱼产卵，其种群的年龄组成可能会变为________型。

（3）酸雨减少土壤微生物的数量，这导致植物生长受抑制，据此推测原因可能是



________。酸化土壤中某些种类细菌的数量会上升，可用固体培养基从土壤中筛选该类

细菌。培养基配制过程中除灭菌之外的另一项重要处理措施是_________，用________

（方法）接种后可估算此类细菌的数量。

【答案】（1）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物质循环

（2）细胞膜；反馈（正反馈）；衰退型

（3）微生物将土壤中的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供植物利用，微生物减少则该作用减弱；

调低培养基的 pH； 稀释涂布平板法

【解析】（1）生态系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酸雨属于

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生态系统的功能是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而题干中的

N元素进行着从无机环境到生物群落，又从生物群落到无机环境的循环过程，体现了物

质循环的特点。（2）强酸使得细胞膜失去选择透过性，无机盐离子大量外渗。题中介绍

了一个因污染所致，最终进一步破坏了生态系统稳态，这是一个在高中生物课程中不多

见的“正反馈”调节。水体 PH 降低，抑制淡水鱼产卵，使出生率降低，种群密度减少，

其年龄组成会变成衰退型。（3）微生物将土壤中的有机物分解为无机物供植物利用，酸

雨减少土壤微生物的数量，则植物生长受抑制。调低培养基的 pH 进而选出目的菌，这

种培养基属于选择培养基。用稀释涂布平板法接种后可估算细菌的数量，原因是当样品

的稀释度足够高时，培养基表面生长的一个菌落，来源于样品稀释液中的一个活菌，通

过统计平板上的菌落数，就能推测出样品中大约含有多少活细菌。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成分、生态系统的功能、细胞膜的功能特点、正反馈、年龄

结构、微生物的培养技术，意在考查考生的识记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解应用能力。

32．下图为某生态系统的碳循环部分过程示意图，据图分析回答：

（1）生态系统的必备生物成分是____________（用图中相关信息表示），图中乙和丙之

间的关系为_______________。乙和丙之间传递的信息种类可能有__________________。
（2）图中漏画了一个箭头，该箭头是_________________（用“××→××”格式表示）。

（3）若该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所固定的太阳能总量为 A，相邻两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

效率按 10%计算，据此条件能否计算出第三营养级所获得的能量___________。说明你

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请用箭头和文字表示此时该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途径___________（生物的呼吸

耗能不做要求）。

【答案】 甲和丁 竞争和捕食 物理、化学和行为信息 甲→大气中的 CO2 不能 生

产者传递给乙和丙的比例未知

【解析】本题结合图形考查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及三大功能，要求考生准确识记生态系

统的三大功能，能根据所学知识解读图形，判断出图中甲是生产者，乙和丙都是消费者，

丁是分解者；能根据图中的营养关系建立食物链和食物网，并确定如何计算相关营养级

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

（1）生态系统的成分包括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其中生产



者是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石，分解者能将动植物遗体和动物的排泄物分解成无机物，

如果没有分解者，动植物的遗体和动物的排泄物会堆积如山，生态系统就会崩溃，所以

生产者（甲）和分解者（丁）是生态系统必备的生物成分。图中乙和丙都以甲为食，且

丙又捕食乙，因此乙和丙之间的种间关系为竞争和捕食；生态系统中不同消费者乙和丙

之间传递的信息种类可能有物理、化学和行为信息三大类。

（2）碳循环中生产者和分解者是沟通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的桥梁，其中生产者可通过

光合作用将无机环境中的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生物体内的含碳有机物，同时生产者还可

通过细胞呼吸将体内含碳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归还到无机环境中，结合题图分析可知，

图中漏画了一个箭头，该箭头是甲（生产者）→大气中的 CO2。

（3）图中存在两条食物链，即甲→乙→丙和甲→丙，若该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所固定的

太阳能总量为 A，相邻两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按 10%计算，由于生产者甲传递给

乙和丙的能量比例未知，故不能准确计算出第三营养级丙所获得的能量。

（4）该生态系统中光能可通过生产者甲的光合作用进入生物群落，并沿食物链和食物

网流动，同时甲、乙、丙的能量都有一部分流向分解者丁，若不考虑各种生物的呼吸耗

能，因此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途径为 。

【点睛】解题思路点拨：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中，生产者可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

作用固定到生产者体内，并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流向各级消费者，还能通过细胞呼吸将

生产者体内有机物分解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还会将其残枝败叶中的有机物和能量提

供给分解者，即生产者和无机环境间存在双向交换的箭头；各级消费者和分解者都可以

通过细胞呼吸将有机物分解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消费者还能将尸体及粪便等含有的

有机物提供给分解者；分解者能通过分解作用将生产者的残枝败叶、消费者的尸体及粪

便等含有的有机物分解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上述分析可用图 表示，

则可先根据双向箭头 A D确定 A、D 两者肯定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库、生产者，

再根据箭头指向：A有三个指出，应为生产者；D有三个指入，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库；

B和 C，一个为消费者，另一个为分解者，A(生产者)和 B均指向 C，则 C为分解者。

33．为验证生态系统成分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性，某生物课外活动小组在老师的指导下

进行如下实验设计。

（一） 实验过程如下图、下表所示：

1 号瓶 2 号瓶 3 号瓶

1 各加入等量的水

2 不加河泥 加少许河泥



3 不加金鱼藻 加入等量的金鱼藻

4 加入相同状况的金

鱼

5 置于相同光照下

6 置于室温 20℃条件

下

金鱼生存时间（天） 3 11 25

（1）1、2、3 号瓶相比较，相同的非生物因素有________________（至少答出 2条）。

（2）2号和 3 号瓶相比较，2号瓶中金鱼存活的时间短，说明了________是生态系统中

不可缺少的成分。

（3）能说明生产者是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成分的一组对照实验是____________。

（4）3 号瓶中的金鱼一段时间后也会死亡，这说明生态系统的____________ 能力是有

一定限度的。

（二）请继续设计实验，探究阳光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1）实验设计思路：

取同样形状、同样体积的 4 号瓶，进行____________处理，与 3 号瓶作对照。

（2）推测最可能的实验结果是________。

【答案】（一）（1）阳光、水分、温度 、空气等

（2）分解者

（3）1号瓶和 2号瓶

（4）自我调节能力

（二）（1）遮光（或黑暗）

（2）4号瓶中金鱼生存的时间比 3号瓶中金鱼生存的时间短

【解析】

试题分析：本题是一道实验探究题，考查的是生态因素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的知识：各

个非生物因素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动物和绿色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光合作用和

呼吸作用的相互作用．生态因素包括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非生物成分包括阳光、空

气、水和土壤等，为生物提供能量、营养和生存空间．生物成分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

分解者 ；（一）（1）生态因素包括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非生物成分包括阳光、空气、

水和土壤等，为生物提供能量、营养和生存空间．

（2）生物成分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3）在这个探究实验中装置 1、2、3 中相同的非生物因素是水、阳光、温度、空气等，

与小鱼存活时间有关的是水藻和河泥．比较 1、2 结果可知水藻的作用是进行光合作用

释放氧气，为小鱼提供氧气．

（4）3 号锥形瓶的金鱼最后也死亡，其主要原因是金鱼藻固定的太阳能不足以满足金

鱼生存所需的能量，说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二）水藻在有光的环境下才能释放氧气．若 4号瓶进行遮光处理，其他条件与 3 相同；

存活时间最短的金鱼应是 4 装置中的金鱼，原因是装置中无光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

气，且金鱼藻和小鱼均呼吸消耗氧气．

考点：生态系统、探究实验的设计与分析

34．(9 分)下图表示一个草原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中没有显示的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优良牧草与杂草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于人口压力，

许多草原存在过度放牧的现象，这种现象首先会导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减少，若长期如此，草原将退化。

(3)为控制草原鼠害，欲调查田鼠种群密度。在 2 hm2范围内，第一次捕获并标记 52 只

田鼠，第二次捕获 45 只，其中有标记的 10 只。该种群密度是_______________只／hm2。

若标记的田鼠有部分被狐狸捕食，则会导致种群密度估算结果______________。
(4)动物为保证食物等资源所占据的空间范围称为动物的领地，草原上同等体重的动物，

高营养级的个体比低营养级的个体的领地范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大’，或“小”)。
草原上具有捕食关系的生物之间不断传递着捕食和被捕食的信息，这些信息传递具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作用。

（5）轻度放牧不会对草原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原因是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________能
力。如果将摹上的杂草全部除去，草原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将______________（填

“增强”或“减弱”）。

【答案】（1）分解者 （2）竞争 牲畜喜食的牧草 （3）117 偏大 （4）大 调节

生物的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5）自我调节 减弱

【解析】

试题分析：（1）生态系统的生物成分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图中只有生产者和

消费者，还缺少分解者。（2）优良牧草与杂草之间的关系主要为竞争；如过度放牧，牲

畜喜食牧草首先被食而减少，如长期如此，草原将退化。（3）设种群密度为 x只／hm2。

52/2x=10/45,x=117.如标记的田鼠有部分被狐狸捕食，则捕捉带标记的数量下降，种群

密度增大。（4）营养级越高，能量损失越多，领地越大。信息传递能调节生物种间关系，

维持生态系统稳定。（5）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如将杂草去除，生物种类

减少，抵抗力稳定性减弱。

考点： 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识记所列知识点，并能运用所学知

识做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能力。

35．高密度水产养殖常会引起池塘水体富营养化，影响养殖。下图为利用稻田生

态系统净化鱼塘尾水的示意图，箭头所指为水流方向请回答下列问题:

(1)鱼塘大量投饵后，水体常会出现有害的硫化物，这些硫化物最可能是饵料中

的_________分解产生的。鱼塘的塘边和塘中央生长着不同的生物类型，这体现



了群落___________结构。

(2)“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出自宋朝诗人辛弃疾的古诗词，句中的

“蛙声”体现了生态系统的_______功能。为调查图中稻田害虫的发生状况，采

用五点取样法法，分别统计___________的种群密度。

(3)通过稻田净化，B 处水样中可溶性有机物浓度比 A 处显著下降，同时溶解氧

也显著降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稻田中存在____________(填新陈代谢类型)微

生物分解了大量有机物。

(4)出现藻类水华的鱼塘尾水通过 A流经稻田后，B 处水样中藻类数量大大减少。

从生态学角度分析，藻类数量减少的原因有________________(至少答两点)。

(5)若调查稻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情况，要明确它的__________________；分析

__________，并作出评价；同时对所调查的稻田生态系统提出能量流动方面的改

进建议。

【答案】 蛋白质 水平 信息传递 各种害虫 异养需氧型 竞争光照和营养、

动物摄食、微生物等产生杀藻物质 组成成分 稻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情况

【解析】（１）S是蛋白质中的特征元素，微生物分解产生的硫化物是蛋白质

分解的结果。鱼塘的塘边和塘中央属于不同地势（地段）影响生长着的生物

类型，这体现了群落水平结构。

（２）青蛙的叫声是雄蛙吸引雌蛙前来交配产卵繁殖后代，所以体现生态系

统中生物个体间有信息传递功能。该稻田呈正方形，可采用五点取样法调查

稻田害虫的发生状况，等距取样法一般用于随机生长的种群，分别统计各种

害虫的种群密度。

（３）能直接分解有机物的微生物都是异养型微生物，其中又尤其以需氧型

微生物分解最彻底，所以稻田中有机物的分解主要通过异养需氧型微生物的

分解作用。

（４）水稻与藻类均为生产者，竞争光照和营养、同时动物摄食、微生物等

产生杀藻物质，导致藻类数量减少。

（５）调查稻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情况，必须要明确它的组成成分；分析

稻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情况，并作出评价。

【点睛】本题有几个关键点：一是蛋白质的标志元素“Ｓ”；二是根据蛙声

确定生态系统中信息传递功能；三是合理分析分解者的代谢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