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一、单选题

1．“发展经济不应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要保护生态系统，应走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人们在广大的山区进行人工植树造林，在许多城市建造

了湿地公园．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在一片山林地上通过人工管理提高某种速生树的产量并清除其他树种后，其抵抗力

稳定性提高

B．湿地公园是一个在物质和能量上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

C．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方法是就地保护

D．禁止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原则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物种越单一，其抵抗力稳定性越差，故 A 错；公园需要人为物质和能量的供

给，故 B 错；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就地保护，故 C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基本原则是不是绝对的禁止，而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影响子孙后代的需要，故

D错。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的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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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知识网络结构的能力。

2．甲为某清洁水体在遭受一次性有机物轻度污染后，污染物含量的变化。则水体中好

氧型微生物数量变化的曲线最可能接近于图乙中的哪一条曲线？

A. A B. B C. C D. D
【答案】D
【解析】根据题意和图示分析可知：有机物的分解主要靠好氧微生物，因为开始污染物

含量较多，所以微生物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逐渐增加，但随着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污染

物逐渐减少，导致微生物的斗争加剧，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增大，微生物数量减少．同

时还要注意甲乙两图之间横坐标上的时间对应关系，D正确。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3．下列关于生物实验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变化，取样计数前培养液应充分摇匀

B．探究酵母菌呼吸方式时，可用澄清的石灰水判断是否有 C02的生成

C．生态瓶内各营养级生物数量要合理搭配，制作完成后要对生态瓶进行密封处理

D．绿叶的色素提取与分离实验中，画滤液细线应沿铅笔线迅速重复 2﹣3 次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阅读题干可知本题是考查有关实验方法或试剂使用的相关知识，先阅读题干

找出实验目的，根据实验目的对相关知识进行梳理，并根据问题提示结合基础知识进行

回答．

解：A、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变化，取样计数前培养液应充分摇匀，A正确；



B、探究酵母菌呼吸方式时，C02可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故可用澄清的石灰水判断是否

有 C02的生成，B正确；

C、生态瓶内各营养级生物数量要合理搭配，制作完成后要对生态瓶进行密封处理，C

正确；

D、绿叶的色素提取与分离实验中，画滤液细线不应连续迅速重复划线而应干后重复划

线，D错误．

故选：D．

考点：叶绿体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探究酵母菌的呼吸方式；探究培养液中酵母种群

数量的动态变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4．假设在一个由草原、鹿和狼组成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把狼杀绝，则鹿的个体

数将会

A.迅速上升

B.缓慢上升

C.保持稳定

D.上升后下降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中，若把狼杀绝，鹿会因失去天敌而个体数增加，

而使食物数量不足，导致鹿大量死亡，数量又会下降，选 D。

考点：本题考查种群的数量特征、种群数量的变化的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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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5．某湖泊生态系统的食物网关系如图，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

①丙和丁存在着竞争关系 ②乙同化得到的能量一定比丁同化得到的能量多

③若湖泊中受到 DDT 污染，则体内 DDT 浓度最高的生物是甲

④此食物网中占有三个营养级的生物是丁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①丙和丁都以乙为食，存在竞争关系，正确；②乙和丁都占第二营养级，不

能判断谁同化能量多，错误；③DDT 沿食物链富集，丁的浓度最高，错误；④丁占第二、

第三、第四营养级，正确。故选 C。
考点：本题考查生物系统的结构等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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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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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叙述

不正确的是

演替阶段 群落类型
植物种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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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该地恢复过程中群落演替的类型为次生演替

B.自我调节能力最强的是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C.针叶林中的动物分层现象会比草丛更复杂

D.表中数据是在植物丰富的区域采用样方法获得的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该地恢复过程中群落演替因为有土壤条件的存在，其类型为次生演替，故 A

正确。营养结构较复杂的自我调节能力最强，由表中数据可知应是常绿阔叶林，故 B 正

确。针叶林因为分层现象比草丛更复杂，其动物分层也会比草丛复杂，故 C 正确。样方

法应随机取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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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下面是某生态系统的三个图形，图 1 中甲～庚代表不同的生物。下列有关叙述正确

的是（ ）

A．图 1 共有 5 条食物链，其中的甲和己均代表的是第二营养级

B．调查图 1 中的戊和庚的种群密度时一般分别采用标志重捕法和样方法

C．若图 2 中的曲线 Y 代表的是该生态系统中丙的数量变化，则 b 点对应的是图 3 中的

t2 时刻，此时可适当捕获

D．当丙刚迁入到这个生态系统的短期内，数量变化如图 2 中的曲线 X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图 1中以戊为起点，以丙为终点共有 6条食物链，其中甲和己均代表的是第

二营养级，A 项错误；由于图 1中的戊是生产者，庚是消费者，所以调查种群密度应分

别采用样方法和标志重捕法，B 项错误；图 2 中曲线 Y表示 S 型增长曲线，其中 c 表示

K值，b 表示 K/2，即此点种群增长速率最快，对应图 3 的 t1 值，此时可适当捕获，以

保持种群最大的增长速率，C 项错误；当丙刚迁入到这个生态系统的短期内，由于生态

系统缺乏丙的天敌、资源充足，其种群数量变化如图 2 中的曲线 X 即 J 型曲线，D项正

确。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结构、种群增长曲线等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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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8．下列能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是（ ）

A. 为美化城市环境，随意从国外引进多种观赏性植物

B. 为保护草场，减少沙化，杀死所有危害草原的黄鼠

C. 为控制水葫芦在我国造成的严重灾害，将其天敌引入我国

D. 将东北虎迁入野生动物园繁殖,并进行部分野外回归实验

【答案】D
【解析】随意从国外引进多种观赏类植物可能会造成生态入侵，破坏生物多样性，A 错

误；杀死所有危害草原的黄鼠会降低生物多样性，应该将有害生物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

围内，而不是消灭，B 错误；引进生物不当可能会造成生态入侵，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到

破坏，C 错误；将东北虎迁入野生动物园繁殖，并进行部分野外回归实验，这样可以迁

地保护生物多样性，D正确。



【考点定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措施

【名师点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1）就地保护（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是保护物种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

（2）易地保护：动物园、植物园。

（3）利用生物技术对生物进行濒危物种的基因进行保护．如建立精子库、种子库等。

（4）利用生物技术对生物进行濒危物种进行保护．如人工授精、组织培养和胚胎移植

等。

9．下列有关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的叙述错误的是（ ）

A．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是指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并使自身结构与功能保持原状

的能力

B．增加生态系统内的各生物种类有利于提高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

C．抵抗力稳定性高低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小无关

D．不同的生态系统，其抵抗力稳定性高低一般不同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1、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1）抵抗力稳定性：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并使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保持原状的能力．

（2）恢复力稳定性：生态系统在遭到外界干扰因素的破坏以后恢复到原状的能力．

2、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的关系：抵抗力稳定性的大小取决于该生态系统的生

物物种的多少和营养结构的复杂程度．生物种类越多，营养结构越复杂，生态系统的抵

抗力稳定性就越高；而恢复力稳定性则是生态系统被破坏后恢复原状的能力，恢复力稳

定性的大小和抵抗力稳定性的大小往往存在着相反的关系．

解：A、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是指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并使自身结构与功能保持

原状的能力，A正确；

B、抵抗力稳定性的大小取决于该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种的多少和营养结构的复杂程度．生

物种类越多，营养结构越复杂，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就越高，B正确；

C、抵抗力稳定性高低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小有关，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越多，

营养结构越复杂，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就越高，自动调节能力就越强，C错误；

D、不同的生态系统，器物种数目一般不同，其抵抗力稳定性高低一般不同，D 正确．

故选：C．

考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0．下列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A. 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的保证

B. 各种中药材的药用功能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

C. 大量引进国外物种是增加当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D. 混合树种的天然林比单一树种的人工林更容易被病虫害毁灭

【答案】A
【解析】试题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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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的保证，A 正确；各种中药材的药用功能体现了生物多样

性的直接价值，B 错误；大量引进国外物种可能造成生物入侵，使生物多样性降低，C
错误；混合树种的天然林比单一树种的人工林生物种类多，稳定性高，自我调节能力强，

更不容易被病虫害毁灭，D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及保护。

11．某同学绘制了下图所示的能量流动图解。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D1＝A2＋C2＋D2

B．由生产者到初级消费者的能量传递效率为 D1/（A1＋B1＋C1）

C．生产者固定的总能量可表示为（A1＋B1＋C1＋D1）

D．初级消费者摄入的能量为（A2＋B2＋C2＋D2）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依据能量守恒定律及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过程图解可知，输入第一营养级的

能量即生产者固定的总能量 W1被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在生产者的呼吸作用中以热能的

形式散失（A1），还包括现存的植物体（B1），流向分解者的能量（C1）,流向下一营养级

的能量（D1），因此 W1＝（A1＋B1＋C1＋D1），C 项正确；同理，输入第二营养级的能量 D1

即第二营养级的同化量＝（A2＋B2＋C2＋D2），A 项错误；由生产者到初级消费者的能量

传递效率＝输入到初级消费者的能量/生产者固定的总能量＝D1/W1＝D1/（A1＋B1＋C1＋

D1），B 项错误；初级消费者摄入的能量＝初级消费者的同化量＋粪便量，应大于 D1或（A2

＋B2＋C2＋D2）， D 项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能量流动的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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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题图中提取有效信息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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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在草→虫→青蛙→蛇→猫头鹰这条食物链中，猫头鹰体重每增加 1kg，至少消耗虫

约

A．1000kg B．44.5kg C．125kg D．15kg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图中只有一条食物链，“至少”提示应该按照 20%的传递效率计算，所以猫

头鹰体重每增加 1kg，至少消耗虫约 1kg÷20%÷20%÷20%=125kg。故选 C

考点：本题考查能量流动过程中的相关计算。

点评：已知高营养级的能量，求低营养级能量时：（1）至多：选最长食物链，按÷10%

计算；（2）至少：选最短食物链，按÷20%计算。

13． 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当狼吃掉一只兔子时，就获得了兔子的部分能量

B．当狼捕食兔子并经同化作用合成了自身的有机物时，能量从第一营养级流入第二营

养级

C．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合成了有机物，能量就从非生物环境流入生物群落

D．能量只能由兔子流向狼，不能由狼流向兔子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当狼吃掉一只兔子时，就获得了兔子的大部分能量，A 正确；当狼捕食兔子

并经同化作用合成了自身的有机物时，能量从第二营养级流入第三营养级，B选项错误；

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合成了有机物，能量就从非生物环境流入生物群落，C 正确；能量

只能由兔子流向狼，不能由狼流向兔子，捕食关系不可逆转，D正确。

考点： 考查能量流动的特点。

点评： 能量流动是单向流动，逐级递减，摄入的食物中获得大部分能量，能量流动起

点是从生产者固定太阳能开始。



14．下列组合中，依次属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一组是

①某池塘中所有的鱼

②某一湖泊中的全部生物

③培养皿中大肠杆菌菌落

④一片果园及其中的全部生物

A．①②④ B．②③ C．③②① D．③②④

【答案】D

【解析】某池塘中所有的鱼包括多种鱼，含有多个种群；某一湖泊中的全部生物属于群

落；培养皿中大肠杆菌菌落属于种群；一片果园及其中的全部生物构成了生态系统，所

以依次属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一组是③②④。

【考点定位】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

【名师点睛】种群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同时生活着的同种个体的集群 生物群落是指具

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多种生物种群的有规律的组合 生态系统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成

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

单位 也就是说种群是单一生物的集合，群落含有多种生物，生态系统还包括无机环境。

15．在 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上，科学家提供了 1000 年~2000 年地球

大气中的 CO2含量（ppm）和每平方米热量(w/m2)的关系图（如下图）CO2含量从 1860 年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前后迅速上升，至 1950 年前后，上升曲线已几乎成直线态势。下

列有关叙述中，正确的是（ ）

A．碳在生物群落与无环境之间的循环主要是以 CO2和有机物的形式进行的

B．从图中可以看出，温室效应与工业革命以后 CO2浓度的升高有直接关系

C．CO2含量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伐木毁林光合作用吸收 CO2减少引起的

D．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速生林是保持大气中 CO2含量稳定的唯一措施

【答案】B

【解析】

16．下列有关生态系统信息传递的叙述，错误的是

A. 生态系统的物理信息都来源于无机环境

B. 信息传递对生物种群的繁衍过程有影响

C. 生物之间的捕食离不开信息传递

D. 施放性引诱剂控制害虫，属于化学信息在生产中的应用

【答案】A
【解析】试题分析：生态系统中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物理信息、化学信息、行为信息．通

过物理过程传递的信息称为物理信息，可来自环境，也可来自生物；依靠化学物质传递

的信息称为化学信息．动物的特殊行为，对于同种或异种生物也能传递某种信息，称为

行为信息．信息传递的作用：（1）生物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2）种群的繁衍；（3）
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解：A、生态系统的物理信息可来源于生物群落，如动物发出的声音，A 错误；

B、生物种群的繁衍离不开信息传递，B 正确；

C、信息传递可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生物之间的捕食离不开信

息传递，C 正确；

D、性激素属于化学物质，施放性引诱剂控制害虫，属于化学信息在生产中的应用，D
正确．



故选：A．
考点：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

17．生物多样性有利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禁止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B．森林对水土的保持作用属于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

C．建立动物园、植物园等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措施

D．生物圈内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明显大于它的直接价值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可持续发展不是禁止开发和利用，而是要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故 A 错误。森

林对水土的保持作用属于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故 B错误。建立动物园、植物园是易

地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即就地保护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故 C错误。生物圈内生物多

样性的间接价值，即生态价值是大于其直接价值的，故 D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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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下列关于生态系统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抵抗力稳定性高的生态系统，其恢复力稳定性也一定高

B．一般来说，食物网越复杂，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就越强

C．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是两个独立的过程

D．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循环利用，逐级递减的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抵抗力稳定性越强的生态系统，其恢复力稳定性越弱，故 A 错误；食物网越

复杂，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越高，故 B 正确；物质是能量的载体，能量是物质循环

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故 C 错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特点是单向流动、

逐级递减，故 D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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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19．被钓上钩的鲤鱼往往会释放一种化学物质留在钓钩上，从而使钓鱼人长时间钓不到

鲤鱼。这种现象在生物学上属于

A. 种内斗争 B. 种内互助

C. 竞争 D. 互利共生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1、种内关系：

①种内互助：同种生物的个体或种群在生活过程中互相协作，以维护生存的现象．很

多动物的群聚生活方式就是常见的种内互助现象．

②种内斗争：同种生物之间由于争夺食物、空间、水分、养料等也会发生斗争．

2、种间关系：

①竞争：两种或两种以上生物相互争夺资源和空间等；

②捕食：一种生物以另一种生物为食；

③寄生：种生物寄居于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摄取寄主的养分以维持生活；

④互利共生：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彼此有利．

解：该鲤鱼上钩后，释放的遗留在钓钩中的化学物质能够给同种鲤鱼提供信息，从而使

同种鲤鱼避免诱骗上钩，这种习性属于种内互助．

故选：B．
考点：种间关系；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

20．2011 年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11 年的主题是“森林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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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和他们组成的生态系统，以及拥有的全部基因共



同组成生物多样性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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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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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价值

D．建立植物园、动物园等措施属于就地保护

【答案】B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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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表明物种多

样性和基因多样性，A 错误；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反对对野生生物资的合理开发和利

用，只是禁止掠夺性的开发利用，B正确；许多野生生物的使用价值目前还不清楚，说

明生物多样性具有潜在价值，C 错误；建立自然保护区等措施属于就地保护，建立植物

园、动物园属于迁地保护，D错误。

【考点定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措施

【名师点睛】1、生物的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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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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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物多样性的价值：（1）直接价值：对人类有食用、药用和工业原料等实用意义，

以及有旅游观赏、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等非实用意义的；（2）间接价值：对生态系

统起重要调节作用的价值（生态功能）；（3）潜在价值：目前人类不清楚的价值；

3、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保护措施：（1）就地保护（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是保护物种

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2）易地保护：如建立动物园、植物园．易地保护是就地保护

的补充，它为行将灭绝的物种提供了最后的生存机会；（3）利用生物技术对生物进行濒

危物种的基因进行保护．如建立精子库、种子库等。（4）利用生物技术对生物进行濒危

物种进行保护．如人工授精、组织培养和胚胎移植等。

21．如图是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示意图，“→”表示碳的流动方向，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 图中 A是生产者， B、D、E 是消费者，C 是分解者

B. 该生态系统的成分包括 A、B、

C. 该生态系统中食物网可表示为：A→D→E→B

D. E 每增加 1 kg 的体重，至少需要 25 kg 的 A

【答案】D
【解析】由图分析可知 A 有三个箭头指出，说明 A 是生产者，C 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库，

B 是分解者，D 和 E 是消费者，A 错误。该生态系统的成分包括 A、B、D、E 和非生物

的物质和能量，B 错误。B 分解者不能存在于食物链中，C 错误。E 增加 1 千克的体重，

按照最大的传递效率 20%计算至少需要 A 为 5*5=25 千克，D 正确。

【考点定位】本题考查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相关知识，意在考察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

对图形分析能力。

【名师点睛】模型法判断碳循环中的各种成分

（1）首先找出两个成分之间具有双向箭头的，一个为生产者，一个是大气中的 CO2库。

其他各个成分都有箭头指向大气中的 CO2库。

（2）然后观察剩余的几个成分，其中其他生物部分的箭头都指向的是分解者，剩余的

成分为消费者。

模型一



分析：E为生产者；F、D、B 都为消费者；C 为分解者；A 为大气中的 CO2库。

模型二

分析：A 为生产者；B 为消费者；C 为分解者；D 为大气中的 CO2库。

模型三

分析：A 为生产者；C 为消费者；B 为分解者；D 为大气中的 CO2库。

模型四

分析：A 为生产者；B、C 都为消费者；D 为分解者。

22．假设在一定时间内，某个生态系统的全部生产者所固定的太阳能总值为 A，全部消

费者所利用的能量总值为 B，全部分解者所利用的能量总值为 C。那么，A、B、C 三者

之间的关系是

A. A>B＝C B．A＝B＋C

C. A>B＋C D．A<B＋C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能量流动的特点是单向流动，逐级递减，所以 A>B+C，选 C

考点：本题考查能量流动相关知识，意在考查考生从文字中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对信息进

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能力。

23．下列措施不属于．．．生态系统中信息传递的应用是 （ ）

A. 利用黑光灯诱捕昆虫，调查昆虫的种群密度

B. 利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诱杀害虫，破坏正常的性别比例

C. 芦苇生长期用一定浓度的赤霉素处理，增加纤维长度

D. 利用电子仪器产生与蜜蜂跳圆圈舞相同的频率诱惑蜜蜂采蜜传粉

【答案】C
【解析】利用黑光灯诱捕昆虫，调查昆虫的种群密度，是生态系统的物理信息在生产中

的应用．A 错误．利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诱杀害虫，破坏正常的性别比例，这是生态

系统的化学信息在生产中的应用．B 错误．芦苇生长期用一定浓度的赤霉素处理，增加

纤维长度，这是植物 生长调节剂在生产中的应用，不是生态系统信息传递功能的应用．C
正确．利用电子仪器产生与蜜蜂跳圆圈舞相同的频率诱惑蜜蜂采蜜传粉，这是生态系统

的行为信息在生产中的应用．D 错误．故应选 C．
24．《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第 25 条规定，政府应当设立自然保护区对典型自然生态系

统、自然景观、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原生态林区等加以保护。下面列

举了我省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主要保护对象，其中错误的是



A．海口市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珊瑚礁及生态环境

B．三亚市珊瑚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珊瑚礁及生态环境

C．东方市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坡鹿及生态环境

D．昌江县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南黑冠长臂猿及生态环境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海口市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有沿海红树林生态系统，以

水禽为代表的珍稀濒危物种及区内生物多样性，A项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环境的保护，意在考查学生识记建立不同自然保护区的意义。

25．下列有关生态学观点的叙述，错误．．的是

A．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能量固定

B．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体现了生态工程的物质循环再生原理

C．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只发生在生物之间，不会发生在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

D．无机环境中的物质可被生物群落反复利用，形成物质循环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流经生态系统的能量是生产者做固定的太阳能，最主要的就是绿色植物通过

光合作用固定下来的，还有一些可以通过如化能合成细菌等自养型生物固定下来，因此

A正确；桑基鱼塘中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结合，实现

了物质往复、分层分级利用，因此 B 正确；生态系统中信息传递可以发生在生物与生物

之间也可以发生在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如光、温度、湿度等对生物的影响，因此 C错

误；组成生物体的 C、H、O、N、P 和 S 等元素，都不断进行着从无机环境到生物群落，

又从生物群落到无机环境，例如 C 元素可以通过光合作用从无机环境到生物群落，在生

物群落之间以有机碳的形式被反复利用，因此 D 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和生态工程的基本原理相关知

识点，意在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点，意在考察考生对所学知识点的识记掌握程度。

26．下列生命系统的活动，不是单向进行的是( )
A. 蛋白质合成过程中，核糖体在 mRNA 上的移动

B. 植物细胞发生质壁分离过程中，水分子的运动

C. 在食物链和食物网中，能量和物质的流动

D. 在两个神经元之间，兴奋的传递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动物细胞合成蛋白质时，核糖体在 mRNA 上的移动从起始密码子开

始，到终止密码子结束，是单向的；植物细胞发生渗透吸水时，水分子运动是双向的；

在食物链和食物网中，能量和物质的流动是单身的；在两个神经元之间，兴奋只能从上

一个神经元传递到下一个神经元。

考点：本题考查蛋白质合成及物质运输与信息传递的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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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五水共治”中治理污水时不可采取的措施为

A. 造纸厂工业用水封闭化 B. 养殖污水的沼气资源化利用

C. 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 D. 印染生产工艺无害化

【答案】C
【解析】造纸厂工业用水封闭化、养殖污水的沼气资源化利用和印染生产工艺无害化，

都是可有效的防治污水，A、B、D 三项均错误；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会造成水体

污染，C 项正确。

28．湿地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候、蓄洪防旱的功能，从干沙地开始的湿地演替过程为：

地衣阶段——苔藓阶段——草木阶段——湿地草本植物阶段。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 湿地生态系统能调节气候、蓄洪防旱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B. 人类活动可以影响湿地生态系统演替的速度，但不能改变其方向

C. 草本阶段比苔藓阶段丰富度高，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强

D. 草本植物的出现对地衣和苔藓植物的水平分布没有影响

【答案】D
【解析】湿地生态系统具有蓄洪防旱、调节气候的功能，这体现了它在生态系统中的调

节作用，为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A 错误；人类活动往往使群落演替按照不同于自然

演替的方向和速度进行，B错误；草本阶段的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苔藓阶段强，

但是与灌木阶段群落相比，草本阶段丰富度低，空间结构简单，自我调节能力差，为灌

木阶段群落形成创造了条件，C 错误；在群落演替过程中，一些种群取代另一些种群是

指“优势取代”，而非“取而代之”，如形成森林后，乔木占据了优势，取代了灌木的

优势，但森林中仍会有灌木、草本、苔藓等对其水平分布没影响，D正确。

29．
黄花蒿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植株高 100-200 厘米。关于黄花蒿的说法错误的是

A. 黄花蒿在生态系统成分中属于生产者

B. 调查某大面积草地上黄花蒿种群密度可采用样方法

C. 人为大量砍伐黄花蒿会影响群落演替的方向和速度

D. 黄花蒿固定的太阳能除自身呼吸外，剩余部分约 10%～20%传递给下一营养级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黄花蒿为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生态系统成分中属于生产者，A 正确；调查某

植物的种群密度可以用样方法，B 正确；人类活动可以改变群落演替的方向和速度，C
正确；生态系统能量流动传递效率为 10%～20%指的食物链中相邻营养级间的能量传递

效，是指上一个营养级同化量的 10%～20%能传递给下一个营养级，D 错误。

考点：考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规律及应用，意在考查基础知识的理解应用能力。

30．现有两个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 I 和 II，其中生产者含有的总能量相同。据图分析

正确的是

A. I 中现存分解者的总能量等于 II 中现存分解者的总能量

B. I 中生产者同化的总能量大于消费者的总能量，但 II 中的相反

C. II 中可能生产者生活周期很短或初级消费者个体很小

D. 由图中 I 可以看出，能量流动是单向的、逐级递减的

【答案】C
【解析】注：这个图实在是不清楚，换这个吧！



从两个图只能看出生产者、消费者的数量、能量情况，不能看出各自分解者的能量多少，

A错误；Ⅰ中的生产者同化的总能量大于消费者的总能量，Ⅱ中也是，B 错误；II 中生

产者的数量少，但是能量与Ⅰ相同，可能生产者生活周期很短或初级消费者个体很小，

C正确；从图中 I可以看出，营养极的数量是逐级递减，D 错误。

【点睛】本题结合柱形图，考查生态系统的功能，重点考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要求

考生识记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的过程及特点，掌握能量传递效率的相关计算，能结合图

中信息准确判断各选项，属于考纲理解和应用层次的考查。

二、非选择题

31． 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对农田生态系统做了两项专题研究。请根据有关信息和原理回

答问题：

（1）该小组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各种生态因素进行了认真考查。下面是他们有关的考察

内容和相关建议：

①调整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使能量更多地流向人类。农民对此具体会采取哪些措

施？ 。

②某同学通过分析蛇的食性，绘制了如图一所示的食物关系：假如一条 1kg 的蛇，4/5
的食物来自鼠，1/5 的食物来自蛙。按能量流动的最高效率计算，此蛇间接消耗的植物

为 kg。
③收获季节，不少农民在田里焚烧作物秸秆。针对这一现象， 该小组的同学向有关部

门建议，利用秸秆生产“再生纤维共混膜”，替代塑料地膜。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

于

。

④某农民因不慎使用了假化肥导致农作物迅速死亡。研究小 组的同学对农田中的植物

数量进行了统计并画出了如图二所示的曲线。请在图二中画出该农田中初级消费者和次



级消费者在数量上的变化趋势，并注明各曲线的名称。

（2）他们调查发现，农田生态系统有两个突出问题：鼠害严重，虫害频繁。

① 假 如 让 你 查 明 上 述 两 个 问 题 ， 应 采 取 的 调 查 方 法

是 。

② 有 人 尝 试 “ 引 蛇 灭 鼠 ” ， 取 得 较 好 的 效 果 ， 这 种 方 法 突 出 的 优 点

是 。

【答案】

【解析】

略

32．朱鹮是全世界最为珍稀濒危的鸟类之一。1981 年在陕西洋县朱鹮被重新发现时仅

有 7 只，随即开展了保护和拯救工作，并在洋县建立了自然保护区。请分析回答相关问

题。

（1）我国对朱鹮开展的这种保护属于 ，调查朱鹮种群数量的方法

是 。

（2）经过不断研究和努力，我国对朱鹮的人工繁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朱鹮种群数

量 2200 只。在此条件下，若朱鹮每繁殖一代种群数量比原来增加 m 倍，则繁殖 n 代以

后，朱鹮的种群数量为 。

（3）在繁殖期朱鹮主要通过“炫耀”的方式寻求配偶，这属于信息传递中的

信息；而另一种珍贵鸟类褐马鸡却以生死搏斗的方式争夺配偶，这将会导致褐马鸡种群

的 改变，生物发生进化。

（4）下图为保护区内沼泽地生态系统的主要食物链，处于第三营养级的生物有 。

若有 450kg 浮游植物，最多能使朱鹮增重 kg，朱鹦同化的碳主要通过自身的

（生理过程）释放到无机环境中。

【答案】（1）就地保护 标志重捕法

（2）2200 (1+ m )
n

（3）行为 基因频率（定向）

（4）小鱼、泥鳅、朱鹮 18 呼吸作用

【解析】

试题分析：（1）建立自然保护区属于就地保护，调查朱鹮种群数量的方法是标志



重捕法。

（2）对朱鹮来说，繁殖一代后原来个体还存在，个体总数应为 2200×（1+m）；

繁殖 n 代以后，朱鹮的种群数量为 2200×（1+m）
n
。

（3）通过试题分析可知：处于第二营养级的生物有浮游动物、小鱼、泥鳅，

若有 750kg 浮游植物，朱鹮获取能量最多时应该处于第三营养级，且相邻两

个营养级之间的传递效率为 20%．则朱鹮获取能量为 750×20%×20%=30kg．朱

鹮摄食同化的碳主要通过 自身的呼吸作用释放到无机环境中。

（4）在繁殖期朱鹮主要通过“炫耀”的方式寻求配偶，这属于信息传递中

的行为信息；而另一种珍贵鸟类褐马鸡却以生死搏斗的方式争夺配偶，这属

于自然选择，这将会导致褐马鸡种群基因频率的（定向）改变，生物发生进

化。

考点：本题主要考查群数量变化的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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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33．（18 分）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建立了该地特有的蔗基鱼塘和桑基

鱼塘。根据下图完成有关问题。

(1)这种人工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生物因素是 ,要使它长期稳定发

展,除了有稳定的 来源外,各类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要 。

(2)建立这一生态系统的目的是使生产者固定的能量 ,其能量利用

率高的原因是其在营养结构上具有 的特点。

(3)蚕粪、蔗叶进入鱼塘经过 的作用又被桑基、蔗基所利用,蚕粪中的氨经过硝

化细菌的作用,形成 被植物利用。

(4)根据图示,该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取决于它的 。

(5)这一模式优化了系统结构,体现了 的原理。

【答案】(1)桑基、蔗基 能量 保持相对稳定

(2)最大限度地流向对人类有益的部分 食物链短

(3)微生物（分解者） 硝酸盐

(4)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动态平衡

(5)系统结构决定功能

【解析】（1）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的生物因素是生产者。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逐级递减，

所以要使生态系统稳定发展，需有稳定的能量来源，同时各类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要保护

相对稳定。

（2）建立生态农业的目的是使生产者固定的能量最大限度地流向对人类有益的部分，

由于在营养结构上食物链短，所以生态农业中能量利用率高。

（3）蚕粪、蔗叶中有机物经过微生物（分解者）的分解形成无机物，被桑基、蔗基所

利用。硝化细菌经过硝化作用将氨还原成硝酸盐，被植物利用。

（4）生态系统的功能取决于它的结构，即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能量流动和

物质循环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动态平衡。

（5）生态农业体现了系统结构决定功能的原理。

34．为防治荔枝蝽等植食性害虫，减少农药的使用，有人尝试在荔枝园的株间种植矮小



的山绿豆。对比研究荔枝-山绿豆复合种植园和荔枝单一种植园中各类昆虫所占的百分

比，结果如图。

（1）调查各类昆虫的种群密度不能都用样方法，理由是_______________。对于趋光性

的昆虫，还可以用__________诱捕的方法调查。

（2）据图甲分析，复合种植园中害虫的明显减少，是通过____________两种种间关系

来消灭害虫。 与单一种植园相比，复合种植园生物的种类增加，因而其生态系统的

_______结构更为复杂，_______稳定性更高。

（3）山绿豆耐阴性好，营养丰富，可作为饲料。选它跟荔枝搭配种植，有利于提高生

群落对_____的利用率。无论哪种种植模式，荔枝园里都要定期清除杂草，从能量流动

的角度分析，其目的是_____________。

【答案】（1）有些昆虫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 黑光灯

（2）捕食和寄生 营养 抵抗力

（3）光能 调整能量流动关系，使能量持续高效地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

【解析】（1）有些昆虫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可以通过标志重捕法来调查种群密

度，而不适合用样方法。调查趋光性昆虫的种群密度还可以用黑光灯诱捕的方法，

（2）据图分析，复合果园中蝽虫等植食性害虫明显减少，生态稳定性得以提

高。从种间关系的角度分析原因，这可能是随着肉食性和寄生性昆虫的比例

增加，通过捕食和寄生等种间关系来消灭害虫。与单一种植园相比，复合种植园

生物的种类增加，营养结构更为复杂，抵抗力稳定性更高。

（3）生物群落的垂直分布有利于提高生物群落对光能的利用率．荔枝园里定期清除杂

草，其目的是调整能量流动方向，使能量尽可能多的流向对人类有益的部分。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的结构；群落的结构特征

35．（共 10 分）某山区于 25 年前发生森林火灾，焚毁所有林木。该地区 25 年间没有人

类活动的干扰，经过演替形成相对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请回答下列问题：

（1）火灾后，群落的演替类型是____________。整个过程中，生物种类、数量及有机

物含量的变化趋势是__________(填“增加”、“减少”或“不变”)，生态系统的

____________稳定性提高。

（2）严重的森林火灾会破坏生态平衡，但适当的“地面火”能烧掉枯枝落叶，对该生

态 系 统 是 有 利 的 ， 其 原 因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调查人员在该地区发现了有药用价值的五味子，可食用的榛蘑、榆黄蘑，以及矮

鹿、狼等多种生物。若要调查五味子的种群密度，应该采用__________法进行调查。

（4）该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合成的有机物除了供自身呼吸作用消耗外，还能够提供给

____________和流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次生演替（1分） 增加（1 分） 抵抗力（1分）

（2）加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2分） （3）样方（1 分）

（4）分解者（2分）下一营养级（或初级消费者）（2 分）

【解析】



试题分析：（1）火灾后的草原因为有土壤条件甚至有繁殖体，其上的演替属于次生演替。

整个演替过程中随着营养结构的复杂生物种类、数量及有机物含量的变化趋势是增加的，

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是提高的。

（2）“地面火”能烧掉枯枝落叶实质是加速了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

（3）五味子属于植物，调查植物的种群密度应采用样方法。

（4）生产者同化的能量除了自身细胞呼吸消耗还能够流向下一营养级，还可以流向分

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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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理解掌握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