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一、单选题

1．如图表示某生态系统一年中 CO2的释放和消耗状况，其中①是生产者呼吸释放量，②

是分解者呼吸释放量，③是消费者呼吸释放量，④是生产者光合作用消耗量。有关叙述

正确的是（ ）

A．流经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可用④表示

B．②的量越小，说明该生态系统施用的有机肥料越多

C．该生态系统中消费者同化量的多少可用③表示

D．该生态系统一年中 CO2的释放量与消耗量相等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流经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生产者固定太阳能的总量，可用④表示，A正确；

②的量越小，说明该生态系统施用的有机肥料越少，B 错误；该生态系统中消费者同化

量是呼吸释放量与储存量之和，不能用③表示，C 错误；该生态系统一年中 CO2的释放

量与消耗量不相等，D错误。

考点：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2．（2015 秋•宜昌校级月考）如图表示生物圈中碳元素的循环过程，下列有关叙述不正

确的是（ ）

A．温室效应主要是由⑦过程造成的

B．图中 A、B 分别代表分解者和生产者

C．③过程代表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D．农业生产中的中耕松土可以增大⑤过程

【答案】CD

【解析】

试题分析：1、碳元素在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之间循环的主要形式是 CO2；碳元素在生物

群落中的传递主要沿食物链和食物网进行，传递形式为有机物．大气中的碳元素进入生

物群落，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主要途径）或硝化细菌等的化能合成作用完成的．大

气中 CO2的主要来源：分解者的分解作用、动植物的细胞呼吸．

2、根据题意和图示分析可知：A 是分解者，B 是生产者，C 是消费者．④光合作用或者

化能合成作用，③⑤⑧分别表示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呼吸作用，⑦是化石燃料的



燃烧，⑥是消费者摄食．

解：A、温室效应是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骤然增多导致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来源有各

种生物的呼吸作用和化石燃料的燃烧，而化石燃料的燃烧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多的主要

原因，因此温室效应主要是由⑦过程造成的，A正确；

B、根据分析可知，图中 A 是分解者，B是生产者，B 正确；

C、③表示生产者的呼吸作用，C 错误；

D、图中⑤过程为消费者（动物）的有氧呼吸过程，动物一般在地面活动，所以农业生

产中的中耕松土对⑤过程几乎没有影响，D错误．

故选：CD．

考点：生态系统的功能．

3．若图是生命系统中常见的调节关系示意图，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

A. 图中表示的调节机制称为负反馈调节，其对维持生命系统的相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B. 若乙表示甲状腺激素，则甲可表示由垂体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

C. 若乙表示甲状腺激素，切除动物的甲状腺，甲所表示的物质分泌增多

D. 若图表示的草原生态系统中狼和羊两种群数量变化，则甲乙分别表示狼和羊

【答案】D
【解析】分析图示可知：乙的变化受甲的变化的制约，其作用结果是抑制和减弱最初发

生变化的那种成分所发生的变化，所以图中表示的调节机制称为负反馈调节，其对维持

生命系统的相对稳定具有重要意义，A 项正确；垂体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能够促进甲状

腺分泌甲状腺激素，当血液中甲状腺激素的含量过高时会抑制垂体分泌促甲状腺激素，

因此若乙表示甲状腺激素，则甲可表示由垂体分泌的促甲状腺激素，B 项正确；切除动

物的甲状腺，导致机体血液中甲状腺激素缺乏，对垂体的抑制作用减弱至消失，促使垂

体分泌更多的促甲状腺激素，所以若乙表示甲状腺激素，切除动物的甲状腺，甲所表示

的物质分泌增多，C 项正确；狼和羊的种间关系为捕食，其中狼在生态系统中所处的营

养级高于羊，若图表示的草原生态系统中狼和羊两种群数量变化，则甲乙分别表示羊和

狼，D项错误｡

【考点定位】反馈调节、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分级调节、种间关系、能量流动。

【名师点睛】本题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综合考查学生对反馈调节、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分

级调节、种间关系、能量流动的熟记和理解能力。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熟记并理解

相关的基础知识、形成知识网络，更主要的是①理解曲线横纵坐标的含义、曲线的变

化趋势及其各点所蕴含的生物学信息；②再运用所学的知识加以分析，进行图文转换、

实现对知识的整合和迁移。本题的易错点在于：对负反馈调节的作用结果存在认识上的

偏差。

4．下列有关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A．负反馈调节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

B．自我调节能力越强的生态系统其恢复力稳定性往往就越弱

C．不同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一般不同

D．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过度利用，可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

【答案】ABCD

【解析】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是负反馈调节，A 正确；自我调节能力越强的生

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越强，而恢复力稳定性往往就越弱，B正确；不同生态系统的营养

结构不同，属于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一般不同，C正确；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干

扰和过度利用，可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D正确。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稳定性

5．下列生态系统食物链（网）的特征的是

A.—种生物只能被另一种生物捕食

B. 食物链的环节数是无限的

C. 一种生物可能属于不营养级

D. 食物网中的生物之间都是捕食关系

【答案】C
【解析】在食物链中,由于能量在流动过程中逐渐被消耗,所以食物链的环节数不可能是

无限的,一般不会超过 5个营养级;同时一种生物可以捕食几种生物,所以一种生物所处的

营养级不是固定的;食物网上的生物之间除有捕食关系外,还有竞争等其他关系。

6．微山湖是山东境内的一个面积较大的湖泊，二十年前这里是碧波万顷、鱼儿满湖、

野鸭成群，还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丽景象。二十年来，湖区四

周县市的工业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急增，因而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垃圾涌人该

湖。湖水变得不仅很浑浊，而且腥臭难闻。据有关专家说，近几年来，微山湖中已消失

了一些物种，例如，四鼻孔鲤鱼、野鸭、水螅等。上述的现象说明的道理主要是（ ）

A．掠夺式的开发是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

B．外来物种入侵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C．环境污染是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D．环境教育缺乏是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根本原因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据题干可知，微山湖环境改变，生物多样性锐减是由于大量的工业废水、生

活废水、垃圾涌人该湖，造成生物栖息的环境被破坏，从而造成生物种类减少，故说明

了环境污染是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原因，故 C 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有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

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

7．关于生态系统，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海洋对于调节大气 CO2含量起重要作用

B．湿地生态系统有着丰富的种群基因资源

C．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系统恢复力稳定性越高

D．营养级越高的生物体内含的重金属越多

【答案】C

【解析】海洋的面积大，海水中还有大量的浮游植物和藻类，它们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海洋对调节大气 CO2含量起重要作用，A 正确；湿地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由水生

和陆生种类组成，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物种迁移与演变活跃，具有较高的生态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和生物生产力．因此湿地生态系统有着丰富的种群基因资源，B 正确；生物

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越高，恢复力稳定性越低，C 错误；由于生物的

富集作用，营养级越高的生物体内含的重金属越多，D正确．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名师点睛】海洋生态系统中存在大量浮游植物，浅海区还有大量藻类，这些植物光合

作用吸收 CO2，呼吸作用释放 CO2，势必对大气中 CO2起调节作用．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逐级递减，而且传递效率约为 10%～20%．消费者以取食的方式获得有机物，并将这些

有机物转变成自身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中，一种生物可以取食多种其他生物，其也可

以被多种其他生物所取食．因此，使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彼此相互交错连结，形成食物

网．

8．下列关于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叙述，正确的是

A. 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加强立法，禁止开发和利用生物资源

B. 湿地具有蓄洪防旱、调节气候等作用，属于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C. 栖息地总量减少和栖息地多样性降低是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重要原因

D. 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群落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答案】C
【解析】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加强立法，合理开发和利用生物资源，而不是禁止开发和

利用生物资源，A错误；湿地具有蓄洪防旱、调节气候等作用，属于生物多样性的间接

价值，B错误；栖息地总量减少和栖息地多样性降低是生物多样性降低的重要原因，C
正确；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D错误；

9．生态农业的最大优点是

A、能量的多级利用 B、物质循环再生

C、废物资源化 D、生态相互依存

【答案】C

【解析】生态农业的最大优点实现能量的多级利用，加速物质循环再生，新事物资源化，

所以 C 选项正确。

10．如图表示铜污染对形态、结构和生理特征相似的甲、乙两种水蚤的影响。在图 a 和
图 b 中，虚线左侧曲线表示它们在含铜浓度分布为 10μg/L 和 30μg/L 的培养液中的水

蚤数目变化情况，虚线右侧曲线表示它们在无铜的适宜培养液中的数量变化情况。下列

说法错误的是（ ）

A．环境改变可以改变两种生物之间原有的种间关系

B．在有铜污染的情况下,5天后甲、乙种群的抗铜基因频率都増大

C．在有铜污染的情况下，乙生态优势明显；在无铜污染的情况下，甲生态优势明显

D．在铜污染加大的情况下，乙生态优势更明显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甲、乙两种水蚤，为了争夺资源和空间而产生竞争关系，

这种竞争关系不会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A 项错误； 铜污染对甲、乙种群的抗铜基因

起到了定向选择的作用，因此在有铜污染的情况下,5 天后甲、乙种群的抗铜基因频率都

増大，B 项正确；比较图 a 和图 b：虚线的左侧，有铜污染时，乙水蚤的数量多于甲水

蚤，说明乙生态优势明显，而虚线右侧，无铜污染时，甲水蚤的数量逐渐增多乙水蚤的

数量逐渐减少，说明甲生态优势明显，C 项正确；分析比较图 a 和图 b 的虚线左侧可推

知，在铜污染加大的情况下，乙生态优势更明显，D项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种间关系、环境因素对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意在考查学生能从课外材

料中获取相关的生物学信息，并能运用这些信息，结合所学知识解决相关的生物学问题

的能力。

11．人工繁殖的濒危野生动物在放归野外前通常要进行野化训练。如果将人工繁殖的濒

危大型食肉森林野生动物放在草原环境中进行野化训练，通常很难达到野化训练目的。

对于这一结果，下列解释最合理的是

A．野化训练的时间太短，不足以适应森林环境

B．草本植物矮小，被野化训练的动物无法隐藏身体



C．没有选择正确的野化训练环境，训练条件不合适

D．草原上食肉动物与被野化训练动物激烈争夺食物

【答案】C

【解析】人工繁殖的濒危大型食肉森林动物应在森林环境中进行野化训练，在草原环境

中进行野化训练不能使其适应森林生活。

【考点定位】生物与环境

【名师点睛】生物与其生活的无机环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即生物适应环境，环境

影响生物，故将某生物转移至新环境中，可能会导致生物无法生存。

12．下列关于自然条件下的种群和生态系统的描述，正确的是

A. 只要种群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种群数量就会增加

B. 自养生物一定是生产者

C. 生态金字塔包含生物量、能量、数量及年龄金字塔

D. 用标志重捕法调查某种成蛙数量可获得该蛙的种群密度

【答案】B
【解析】种群的数量变化取决于出生率、死亡率及迁入率和迁出率，所以种群的出生率

大于死亡率，种群数量不一定会增加，A 错误；自养生物一定是生产者，B 正确；生态

金字塔把生态系统中各个营养级有机体的个体数量、生物量或能量，按营养级位顺序排

列并绘制成图，其形似金字塔，故称生态金字塔，不包括年龄金字塔，C 错误；调查种

群密度应该调查所有蛙的个体，而不是只有成蛙，D错误。

【考点定位】种群和生态系统

【名师点睛】种群的特征包括种群密度、出生率和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年龄组成

和性别比例。其中，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出生率和死亡率对种群数量起

着决定性作用；年龄组成可以预测一个种群数量发展的变化趋势。

13．如图食物网中的猫头鹰体重每增加 20g，至少需要消耗植物

A. 200g B. 250g C. 500g D. 1000g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至少增重按照最短的食物链，最大的传递效率，所以猫头鹰增重

20g 最少需要消耗植物 20*5*5=500g，故 C 正确，A、B、D 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能量流动相关知识，意在考察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程度和计算能力。

14．如图是描述某种生命活动的模型，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若 A 代表兔同化的能量，a 代表兔摄入的食物，则 b、c可分别代表被下一营养级摄

入和排便的能量流动途径

B．若 A 代表叶绿体基质，a 代表光，则 b、c可分别代表该场所产生的[H]和 ATP

C．若 A 代表人体 B 细胞，a为抗原刺激，则 b、c可分别代表浆细胞以及记忆细胞的形

成

D．若 A 为调节中枢，a 为渗透压升高，则 b、c可分别代表抗利尿激素的减少和产生渴

觉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粪便属于未同化的能量，故 A 错误；[H]和 ATP 是光反应的产物，形成于叶



绿体的类囊体膜，故 B 错误；B细胞受抗原刺激，能增殖分化形成记忆细胞和浆细胞，

故 C 正确；当细胞外液渗透压升高时，下丘脑分泌的抗利尿激素量增加，故 D 错误。

考点：本题主要考查能量流动、免疫调节、光合作用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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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用文字、图表以及数学方式等多种表达形式准

确地描述生物学方面的内容的能力。

15．如图表示草原上几种生物间的食物关系（“→”表示被食关系，如“草→兔”表示

草被兔吃）。现因某种原因，蝗虫突然大量死亡，由此可能出现的现象是( )

A.鹰数量会减少 B.蜥蜴数量会明显减少

C.小鸟数量会增加，青虫会减少 D.小鸟数量减少，青虫会减少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由于鹰的食物来源较多，蝗虫突然大量死亡，鹰数量不会有太大变化，故 A

错误；蜥蜴因为缺少食物会明显减少，故 B 正确；当蝗虫突然大量死亡，蜥蜴和蛇数量

减少，鹰捕食小鸟增多，短时间内小鸟数量减少，青虫数量增多，故 C、D 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结构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识图能力和能运用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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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合理的

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论的能力。

16．某自然生态系统中有四种生物构成的一条食物链：甲→乙→丙→丁，其中甲是自养

型生物，在某一时间分别测得这四种生物所含的有机物中能量分别为 a、b、c、d．下

列叙述正确的是（ ）

A．a 即流经此生态系统的总能量

B．若 b＞0.2a 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影响

C．甲种群的一个个体所含有机物的总量在四种生物单一个体中最多

D．这四种生物个体的总和构成一个自然生物群落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流经此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指的是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太阳能，而 a指

的是所含有的有机物，还应加上甲生物呼吸作用分解消耗的有机物、被下一个营养级同

化和流向分解者的能量，故 A错误；当 b＞0.2a，意思是指能量的传递效率大于了百分

之二十，说明能量过度利用，易导致前一个营养级受到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遭到破

坏，故 B 正确；能量金字塔是以营养级为单位，以种群为单位，只能说甲种群含有的能

量比乙多，但个体方面无法比较，故 C错误；生物群落包含该地区相互之间有着直接或

间接关系的所有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故 D 错误。

考点：考查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种群、群落的概念．对于某条食物链来说，能量流

动的时候只能从上一个营养级流到下一个营养级，并只有 10%～20%能够传给下一个营

养级，其他的能量都损耗掉了．只有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协调，生态系统才可以稳态。

17．某地由于围湖造田导致水域面积大量减少，实行退耕还湖丁程后湿地面积不断增加。

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A．湖泊中所有的鱼类构成一个种群

B．湿地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农田强

C．退耕还湖引发的群落演替属于初生演替

D．湖泊中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构成食物链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湖泊中的所有鱼包括了很多种鱼，属于多个种群，A 错误；与农田生态系统

相比，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丰富，营养结构复杂，所以自我调节能力较强，B正确；

退耕还湖引发的群落演替属于次生演替，C 错误；湖泊中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

属于食物链的一部分，还应该有生产者，D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工程的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

的内在联系的能力。

18．植被的破坏是引起下列哪种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A. 土地荒漠化 B. 酸雨 C. 海洋污染 D. 臭氧层破坏

【答案】A
【解析】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是植被被大面积破坏，A 正确；二氧化硫是引起酸雨的

主要物质，B错误；各种污染物进入海洋造成海洋污染，如石油泄漏、污水排放，C 错

误；氟利昂等物质的大量排放，引起臭氧层的破坏，D错误。

19．物种的丰富程度跟纬度呈明显的反比关系，下列物种丰富度最高的是（ ）

A．海南岛南部的热带雨林 B．新疆北部的常绿针叶林

C．武夷山的常绿阔叶林 D．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答案】A

【解析】物种的丰富度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生物种类和数量多少。环境越适宜生物种类和

数量就越多，所以 A 选项正确。

20．我国北方处于平衡状态的某森林生态系统，其碳素循环如右图所示，箭头和字母分

别表示碳素传递方向和转移量。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A．夏季，a>b+c+e B．秋季，e+f<g

C．春季，g=b+e+f D．冬季，d>c+f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图示为碳循环示意图，a 为光合作用过程，储存的能量可用于自身呼吸、生

长发育，还有一部分（c）流向下一营养级，一部分（e）流向分解者，还有相当一部分

留在植物体内，A 正确。秋季，温度降低，分解者活跃性降低，e+f>g，B 错。C 中 b是

植物的呼吸作用，g 是分解者的分解作用，等式本身不成立，C 错。c 是动物获取的食

物，c>d+f，D 错。

考点：生态系统能量流动

点评：解答本题要从“能量流经某一营养级时的去路”去分析。

21．近年来，我国针对某些鱼类自然种群衰退的现象，采取了将人工培育的育苗投放如

河流、海洋等自然水体中等措施，以利于( )

A. 消除水环境的污染 B. 降低环境的碳排放

C. 防止这些种群消亡 D. 增加生态环境的食物链

【答案】D
【解析】投放人工培育的育苗不能消除水环境的污染，A 错误；投放人工培育的育苗不

能降低环境的碳排放，反而会增加碳排放，B 错误；投放人工培育的育苗能增加各营养

级生物的种类及数量，即增加生态环境的食物链，这样可以减缓某些鱼类自然种群衰退

的现象，但不能防止这些种群消亡，C错误、D 正确。



22．以下关于最多或最少的计算正确的是（ ）

A．显微镜下观察同等直径的单行排列细胞，如果放大 50 倍时最多可看到 20 个完整的

细胞，放大 100 倍时，最多可看到 40 个完整的细胞

B．正常情况下，玉米（2n=20）细胞内染色体数最多可为 60 条

C．120 个碱基组成的人体 DNA 分子片段，其种类最多可达 4

D．如果草原上生产者所接受照射的总光能为 a，那么次级消费者所获能量最多是 0．04a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是针对边长来说的，当放大 100 倍时，观察到的

实际长和宽均为放大 50 倍时的一半，即缩小为原来的 1/2，由于观察的是同

等直径的单行排列细胞，因此最多可看到 10 个完整细胞，A 错误；在有丝分

裂后期时细胞中的染色体数目最多（着丝点分裂，染色体数目加倍），因此

正常情况下，玉米（2n=20）细胞内染色体数最多可为 40 条，B 错误；120

个碱基组成 60 个碱基对，因此 120 个碱基组成的人体 DNA 分子片段，其种

类最多可达 4
60
，C 错误；如果草原上生产者所同化的总光能为 a，按照能量

传递率最大 20%计算，那么次级消费者所获能量最多是 0．04a，D 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了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有丝分裂、DNA 分子的多样性以及生态

系统能量流动等有关的计算问题，要求考生能够掌握有关的计算方法，进而

进行相关判断。

23．（2014 秋•济南校级期末）如图是一个生态系统各成分关系图，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字母代表生态系统成分，e为三级消费者，f 为分解者

B．如果大量捕杀 e，则 d的数量变化是先增多后减少

C．c 的能量一部分通过呼吸消耗，约 10%的能量传给 d，另一部分传给 f

D．由于长期使用 DDT，使 c 类群产生了对 DDT 的抗药性，c类群抗药性增强的主要原因

是变异的结果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据图分析：图中 c 为植食性动物为初级消费者，e 为三级消费者，f 为分解

者．

生态系统的组成：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生态系统：由生物

群落与它的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生物系统中能量的输入、传递、转化和散失的过程，输入生态系

统总能量是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传递沿食物链、食物网，散失通过呼吸作用以热能形

式散失的． 特点：单向的、逐级递减的（中底层为第一营养级，生产者能量最多，其

次为初级消费者，能量金字塔不可倒置，数量金字塔可倒置）．能量传递效率为 10%﹣

20%．

生物的变异与生物的进化关系：生物变异是生物进化的重要原因．

解：A、图中生态系统的成分中，e 在小型食肉类（次级消费者）之后，故为三级消费

者，f为细菌真菌，属于分解者，A 正确；



B、如果大量捕杀 e，则被捕食者 d 的数量会增多，后由于食物和空间等条件，会继而

减少，B正确；

C、进入 c 的能量一部分通过 c 的呼吸作用被消耗，约有 10%～20%的能量传给下一营养

级 d，另一部分被 f分解者分解，C 正确；

D、c 类群产生了对 DDT 的抗药性，c类群抗药性增强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D错误．

故选：D．

考点：生态系统的结构．

24．下图为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示意图，下列等式中不可能成立的是 （ ）

A. B2＝A×（10%～20%）
B. A＝F＋B1＋C1＋D1＋E1
C. A－（B1＋B3）＝C1＋C2＋C3

D. C2＝B2×（80%～90%）
【答案】D
【解析】B2为初级消费者同化的能量，其为 A 的 10%-20%，即 B2=A×（10%-20%），A
正确；A 为生产者固定的能量，是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而输出生态系统的能量有：

F、B1、C1、D1、E1．生态系统能量的输入与输出应该是平衡的，即 A=F+B1+C1+D1+E1，B
正确；根据能量输入与输出平衡，A-（B1+B3）=B2，而 B2=Cl+C2+C3，所以 A-（B1+B3）=Cl+C2+C3，

C 正确；C2为次级消费者同化的能量，其为 B2的 10%-20%，即 C2=B2×（10%-20%），D
错误。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的功能

25．要使生态系统长期存在，至少必须具有

A．生产者 B．消费者

C．分解者 D．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

【答案】ACD

【解析】生态系统中，绿色植物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有机物中储存着来自阳

光的能量。植物制造的有机物，不仅养活了植物自身，还为动物的生存提供食物，因此，

植物是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动物不能自己制造有机物，直接或间接地以植物为食，叫

做消费者；细菌和真菌能够把有机物分解成简单的无机物，供植物重新利用．是生态系

统中的分解者．因此，生态系统除了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外，还必须具有生产者和分解

者，故选 ACD。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的成分

26．下列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叙述，不完全合理的是

A. 捕食者的存在有利于维持物种多样性

B.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C. 农田中清除杂草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原则不矛盾

D.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答案】B
【解析】捕食者的存在，客观上对被捕食者起到了选择作用，有利于维持物种多样性，

A项正确；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

的多样性只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方面，B项错误；农田中清除杂草，是人为地调整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关系，使能量持续高效地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这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原则不矛盾，C项正确；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药物资源、工业原料及



适宜的环境等，因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D项正确。

27．2017年 4月，中国“蚊龙”号载人潜水器在西北印度洋卡尔斯脊热液区新发现 27
处“海底黑烟囱”。“海底黑烟囱”是指海底富含硫化物的高温热液活动区，其热液喷

出时形似“黑烟”。曾经认为是生命禁区的地方却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奇异生物，包

括海葵、海蟹、管虫、蠕虫及类似硝化细菌的硫化细菌、嗜热古细菌等许多生物。下列

说法错误的是

A.“海底黑烟囱”对于人类研究生命的起源有重要参考价值

B.“海底黑烟囱”处生存的生物（A+T)/(G+C)较陆地上多数生物要小

C.“海底黑烟囱”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是这里特殊的生产者固定的热能

D.“海底黑烟囱”的微生物体内可分离出与 Taq类似的酶

【答案】C
【解析】“海底黑烟囱”是指海底富含硫化物的高温热液活动区，其热液喷出时形似

“黑烟”。曾经认为是生命禁区的地方却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奇异生物，所以“海底

黑烟囱”对于人类研究生命的起源有重要参考价值，A正确；“海底黑烟囱”处生存的

生物热稳定较高，所以其 DNA 中 G 与 C 的碱基对的比值较大，B正确；“海底黑烟囱”

生态系统的能量输入是这里特殊的生产者固定的化学能，C错误；海底黑烟囱”的微生

物体内可分离出与 Taq 类似的耐高温的酶，D正确。

28．下表是对某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情况的调查结果，表中甲、乙、丙、丁分别代表不同

的营养级，戊为分解者。（单位：102千焦/m2·年）。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同化固定的能量 体内贮存的能量 呼吸消耗的能量

甲 15.0 2.6 12.4

乙 870.7 369.4 501.3

丙 0.9 0.3 0.6

丁 141.0 61.9 79.1

戊 211.5 20.1 191.4

A．生产者是乙

B．初级消费者是丁和戊

C．能量从第三营养级到第四营养级的传递效率是 6%
D．该生态系统能量的总输入大于能量的总输出

【答案】ACD
【解析】由表格可知乙是生产者，第一营养级，丁是第二营养级，甲是第三营养级，丙

是第四营养级，第三营养级到第四营养级的传递效率是 0.9÷15=6%。
29．下列最可能用于描述同一生物的一组名词是( )
A. 一级消费者，第一营养级 B. 二级消费者，自养生物

C. 分解者，腐生生物 D. 生产者，异养生物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一级消费者是第二营养级，故 A 错误。二级消费者是第三营养级，

是异养生物，故 B 错误。分解者通常是腐生生物，故 C 正确。生产者是自养生物，故 D
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相关知识，意在考察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程度。

二、非选择题

30．某研究小组对某池塘的食性及整个生长季节流经个部分的能量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表一和表二。回答以下问题：



⑴请依据表一完善下图的食物网。泥鳅与水蚤的种间关系为 。

⑵该池塘生态系统中，小球藻同化的总能量为 kJ。

⑶能量传递效率的表达公式可书写为 ，从能量传

递效率的值可以得出，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具有 特点，生态

系 统 除 了 具 有 能 量 流 动 的 功 能 外 ， 还 具 有 的 主 要 功 能

有 。

【答案】⑴ 捕食和竞争

⑵10
8

1.1×10
6

⑶ 下一营养级同化量/上一营养级同化量×100% 逐级递减 物质循环和信

息交流

【解析】

试题分析：⑴根据表一数据可知，乌龟消化道中含有泥鳅，说明乌龟以泥鳅为食，同理

河蚌以小球藻为食，泥鳅以水蚤和小球藻为食，水蚤以小球藻为食，因此它们之间的食

物关系如图所示： ，从食物网中可以看出，泥鳅和水

蚤的种间关系是捕食和竞争。

⑵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总量，即 10
10
×1%＝10

8
。

⑶能量的传递效率是指下一营养级同化量/上以营养级同化量×100%；能量的传递效率

不是 100%，说明能量流动的特点是逐级递减，生态系统的功能有能量流动、物质循环

和信息传递。

考点：本题主要考查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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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识图、图文转化和计算的能力。

31．东方田鼠不同于家鼠，喜野外环境。2007 年 6 月下旬以来，栖息在洞庭湖区 400

多万亩湖洲地中的约 20 亿只东方田鼠，随水位上涨部分内迁。它们四处打洞，啃食庄

稼，严重威胁沿湖防洪大堤和近 800 万亩稻田。

（1）生态学家研究发现，东方田鼠种群是在围湖造田期间迁入湖洲地的，迁入初期种

群数量很少，一个月内随着水稻和芦苇等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而迅速增长。为研究



东方田鼠种群数量的变化规律，生态学家构建了数学模型，其过程如下表。

①请填写表中Ⅱ和Ⅲ空白之处的内容。

构建数学模型的一般方法 构建东方田鼠种群增长模型的主要步骤

Ⅰ．观察对象，搜集现实信息 Ⅰ．东方田鼠繁殖能力很强，在最初的一个月内，

种群数量每天增加 1．47%

Ⅱ．根据搜集到的现实信息，

用适当的 对事物的性

质进行抽象表达

Ⅱ．Nt＝N0·λt（其中，Nt代表 t 天后东方田鼠的

数量，t 表示天数，λ表示倍数，N0表示最初的东

方田鼠的数量）

Ⅲ．通过进一步实验或观察等，

对模型进行检验或修正

Ⅲ． 跟踪统计东方田鼠的数量，对所建立的数学

模型进行检验或修正

②表中 Nt＝N0·λ
t
成立的前提条件是 。

（2）若该生态系统的总面积为 400 平方公里，某次调查时调查了 2 平方公里，第一次

捕获并标记了 36 只东方田鼠，第二次捕获的东方田鼠中被标记的占 18%，由此估算出

东方田鼠的种群密度为 。若在调查期发现，有少数东方田鼠身上的标志掉了，

那么该计算结果与真实值相比 （偏大，偏小，无变化）

（3）喜食田鼠的臭鼬遇到危险时会用它那特殊的黑白体色警告敌人不要攻击它，如果

敌人靠得太近，臭鼬会低下来，竖起尾巴，用前爪跺地发出警告。如果这样的警告未被

理睬，臭鼬便会转过身，向敌人喷出一种恶臭的液体，其强烈的臭味在约 800 米的范围

内都可以闻到，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了臭鼬传递信息类型是 。

（4）岭南民间流传“吃一鼠，当三鸡”的说法，形容田鼠的营养价值比鸡肉高。中医

指田鼠肉可入药，有补虚扶正、补益气血的功效。从生物多样性角度分析，这个事实体

现了田鼠具有 价值。

【答案】（1）①Ⅱ．数学形式

②湖洲地的资源空间充足、缺乏天敌、气候适宜

（2）100 只/平方公里 偏大

（3）物理信息，行为信息，化学信息

（4）直接

【解析】

试题分析：（1）①构建数学模型就是用适当的数学形式如公式、坐标曲线对事物的性质

进行抽象表达。

②Nt＝N0·λ
t
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湖洲地的资源空间充足、缺乏天敌、气候适宜。

（2）标志重捕法假设两次捕捉中标记个体比例相同。第一次捕获并标记了 36 只东方田

鼠，第二次捕获的东方田鼠中被标记的占 18%，则 2平方公里范围内东方田鼠的数量为

36÷18%=200（只），由此估算出东方田鼠的种群密度为 100 只/平方公里，若在调查期

发现，有少数东方田鼠身上的标志掉了，则使第二次捕捉中标记个体比例下降，计算结

果与真实值相比偏大。

（3）体色属于物理信息，动作属于行为信息，臭味属于化学信息。

（4）田鼠的食用、药用价值属于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考点：本题考查种群特征、种群的数量变化、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生物多样性及其价

值。

32．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它不仅具有改善和维护区域生态环境的

功能，而且在全球碳平衡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如下图所示，请

回答：



（1）碳在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之间的循环是以 的形式进行的。碳循环不仅仅

局限在某一生态系统，而是具有全球性，原因是 。

（2）森林中自上而下分别有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决定这种现象的主要环境因素

是 。森林植物的这种分布能增强图中的 过程，从而提高群落

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

（3）伴随着图中 过程的进行，太阳能就输人到了生态系统的第 营养级中。

图中分解者参与的过程是 过程。

（4）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请利用

上图某一个过程中的物质变化和能量变化对此加以说明 。

【答案】（1）CO2 大气中的 CO2能够随着大气环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2）光照 ①

（3）① 一 ③和④

（4）①过程中，光能作为动力，使 CO2转化成有机物的反应得以进行（或②或③或④过

程中，有机物氧化分解的同时，进行着化学能的释放和转移）

【解析】

试题分析：如图①表示生产者光合作用固定的 CO2，②表示生产者呼吸作用释放的 CO2，

③表示分解者呼吸作用释放的 CO2，④表示土壤中的生物（绝大多数为分解者）呼吸作

用释放的 CO2 ．

（1）碳在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之间的循环是以 CO2的形式进行的。碳循环不仅仅局限在

某一生态系统，而是具有全球性，原因是大气中的 CO2能够随着大气环流在全球范围内

流动。

（2）森林中自上而下分别有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描述的是群落空间重的垂直结构，

则决定这种现象的主要环境因素是光照。森林植物的这种分布能增强图中的①生产者光

合作用固定的 CO2的过程，从而提高群落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

（3）伴随着图中①生产者光合作用固定的 CO2过程的进行，太阳能就输人到了生态系统

的第一营养级——生产者中。图中分解者参与的过程是③和④过程。

（4）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请利用

上图某一个过程中的物质变化和能量变化对此加以说明：①过程中，光能作为动力，使

CO2转化成有机物的反应得以进行（或②或③或④过程中，有机物氧化分解的同时，进

行着化学能的释放和转移）。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重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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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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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33．某地建设了以沼气池为核心的生产自净农业生态系统，图 1 是该生态系统的结构模

式图，图 2 是厌氧沼气池的结构模式图。请回答下列问题：



（1）该生态系统主要是根据生态系统的 原理来设计的。与传统农业生态

系统相比，该生态系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有较多的产出，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和

效益的全面提高。

（2）图 1 中若要生产 3 kg 鸡肉最多需要水稻和大豆共 kg。

（3）图 2 中的进料口下端开口位于沼液层的目的是保持沼气池中 的环境。

独立的沼气池不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理由是 。

【答案】（1）物质循环再生 生态

（2）30

（3）无氧 没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等成分(生态系统的结构不完整)[

【解析】

试题分析：（1）以沼气池为核心的自净农业生态系统的设计主要根据生态工程

的物质循环再生原理．与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相比，该生态系统能减轻环境污

染的主要原因一是减少了秸秆的焚烧；二是减少了动物粪便的污染，减少了

化肥的使用等。

（2）生态系统的基石是生产者，故图 1 中的基石是水稻、大豆，若要生产

3kg 鸡肉最多需要水稻和大豆的总质量=3÷10%=30kg。

（3）图 2 中进料口下端开口位于沼液层的目的是保持沼气池中无氧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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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沼气

池没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等成分，不能看作一个生态系统。

考点：本题主要考查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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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研究人员对草原生态系统进行了相关的生态学调查，在无迁入迁出的情况下绘制出

某昆虫种群数量λ值的变化曲线。分析回答：

（1）该昆虫种群在前 5 年数量变化类型是 型增长；若调查该昆虫卵的密度，一般

采用 法。

（2）若使用性引诱剂诱杀该昆虫雄性个体来进行生物防治，此防治利用 作

用，降低种群密度；若使用药物进行化学防治，则该种群抗药基因频率较大的是

（10/15/20）年。

（3）若该草原发生火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体现了生态系统具有

稳定性。



（4）该草原喷施 XL 化肥来提高牧草产量。若探究 XL 化肥是否影响昆虫的存活，完善

实验步骤：

①将生理状况相似的昆虫分成数量相等的两组。

②实验组应用 （喷洒适量 XL 化肥/喷洒等量清水）的牧草饲喂。

③将两组昆虫置于 环境中饲养。

④一段时间后，统计两组昆虫的存活率。

【答案】(1)J 样方法（2）信息传递 20(3)恢复力 (4)② 喷洒适量 XL 化肥 ③

相同、适宜

【解析】

试题分析：(1)昆虫种群在前 5 年λ为恒值 1.25，故在前 5年数量变化类型是 J型增长。

昆虫卵不动，可以用样方法调查密度。

（2）性引诱剂会发出和雌性昆虫的性信息相似信息，诱杀该昆虫雄性个体会降低性别

比例，达到降低出生率而降低种群密度，利用信息传递功能。在第 10 年使用性引诱剂，

经过 5 年选择，第 15 年种群数量下降到最低，此时该种群个体经过选择基本是抗药性

强个体，再经过 5 年繁殖，种群抗药性强个体数量最多，抗药基因频率最大。

（3）生态系统遭受外来因素破坏后恢复到原状的能力，为恢复力稳定性。

（4）实验目的为探究 XL 化肥是否影响昆虫的存活，自变量为 XL 化肥，实验组喷用洒

适量 XL 化肥牧草饲喂，对照组用喷洒等量清水的牧草饲喂。无关变量要均衡控制，故

两组要在相同适宜环境饲养。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相关知识和实验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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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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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合理的判断或得出正确的结

论能力；具有对一些生物学问题进行初步探究的能力，包括运用观察、实验与调查、假

说演绎、建立模型与系统分析等科学研究方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