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测（二十） “种群和群落”课前诊断卷

考点一 种群的特征和数量变化

1.有关种群的说法，错误的是( )

A．稻田中秧苗的均匀分布有利于产量提高

B．通常自然界中的种群增长曲线呈“S”型，达到 K 值时种群数量往往表现出明显上下

波动，因此 K 值总是固定不变的

C．池塘养鱼过程中为保持鲫鱼种群的增长需持续投放饲料等

D．预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数量未来动态的信息主要来自现有居住人口的年龄组成

解析：选 B 稻田中秧苗的均匀分布减少了种内斗争，有利于产量提高；通常自然界

中的种群增长曲线呈“S”型，达到 K 值时，由于种内斗争激烈，种群数量开始表现出一定的

波动，但不会明显，如果环境出现变化，K 值可能会发生改变；池塘养鱼过程中为保持鲫

鱼种群持续增长需定期投放饵料等增大环境容纳量；预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数量未来动

态的信息主要来自现有居住人口的年龄组成。

2．(2017·佛山市模拟)下列关于种群特征与数量变化的叙述，错误的是( )

A．样方法、标志重捕法均是估算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

B．与单子叶植物相比，样方法更适用于调查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

C．呈“S”型增长的种群在数量达到 K 值时，增长速率为 0

D．在理想条件下，种群数量呈“J”型增长，K 值逐渐增大

解析：选 D 样方法、标志重捕法均是估算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单子叶植物常常是

丛生或蔓生的，从地上难以分辨是一株还是多株；双子叶植物容易辨别个体数目，所以样

方法更适用于调查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S”型增长的种群，其增长速率是先增大后降低，

在 K/2时增长速率最大，在 K 值时增长速率为 0。“J”型增长的种群没有 K 值。

3．(2017·安阳市一模)某弃耕大豆田地的主要食物链由“植物→田鼠→鼬组成”，某生

态学家通过调查得知，田鼠种群密度为 80只/hm2。调查时，他在 1 hm2范围内，第一次捕

获标记 40只田鼠，第二次捕获 30只。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该弃耕地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主要为植物，次级消费者为鼬

B．弃耕农田里发生初生演替，和弃耕前相比该弃耕地群落结构发生了改变

C．该生态学家第二次捕获的田鼠中，有标记的田鼠有 20只

D．若标记的田鼠有部分被鼬捕食，则估算的种群密度大于 80只/hm2

解析：选 D 该弃耕地农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主要为植物，次级消费者除鼬外，还包

括其他动物；在弃耕地上形成的群落属于次生演替；标志重捕法估算种群密度的计算公式

是：该种群数量÷第一次捕获标记的个体数＝第二次捕获的个体数÷第二次捕获的个体中被

标记的个体数，则第二次捕获的个体中被标记的田鼠＝30×40÷80＝15(只)；若标记的田鼠

有部分被鼬捕食，第二次捕获的个体中被标记的个体数减少，会导致种群密度估算结果偏



高。

4．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一些池塘或湖泊水体发绿，为了改善水质，有人建议在池

塘或湖泊的水体发绿时投放一定量的鱼苗。常见鱼类的食性如表。你认为最适宜投放的鱼

的种类，以及投放后该鱼种的种群数量增长曲线为( )

类别 青鱼 鲢鱼 鲫鱼 鲤鱼

食性 螺蛳 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 杂食

A．青鱼，“S”型 B．鲢鱼，“S”型

C．鲫鱼，“J”型 D．鲤鱼，“J”型

解析：选 B 由表可看出，鲢鱼和鲫鱼的食性是浮游植物，因此适宜投放的鱼类是鲢

鱼和鲫鱼。由于水体内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则投放后该鱼种的种群数量增长曲线为“S”型。

5．(2017·梅河口市模拟)下列实践活动，利用了“环境容纳量”的相关原理的是( )

①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 ②科学确定捕鱼的时间和数量，保证捕鱼

可持续进行 ③向森林喷洒农药来防治某一虫害 ④禁止捕蛇来防治田间的鼠灾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②④

解析：选 B 环境容纳量是指在环境资源不受破坏的情况下，特定环境所能容许的种

群数量的最大值。若要保护珍稀动物，就要提高环境容纳量，如建立自然保护区；若要消

灭有害生物，就要降低环境容纳量，如放养天敌；科学确定捕鱼时间和数量是控制种群数

量维持在 K/2，以保证最大的种群增长速率；喷洒农药杀死害虫并未改变害虫的环境容纳量。

6．(2018届高三·宁德十校联考)图 1 和图 2 表示出生率、死亡率、净补充量(为出生率

与死亡率之差)和种群密度的关系，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图 1中曲线 a代表死亡率，曲线 b代表出生率

B．海洋鱼类捕捞后应使鱼类的数量保持在图 1的 E点

C．图 2中在 F点控制有害动物最有效

D．图 2中 G点代表种群的环境容纳量

解析：选 D 图 1 中曲线 a 代表出生率，曲线 b 代表死亡率；海洋鱼类捕捞后应使鱼

类的数量保持在 K/2 时，E 点为 K 值；在 F点时种群数量增长最快，不利于控制有害动物

的数量；图 2中的 G点对应图 1中的 E点，均表示种群的环境容纳量。



7．科研人员用模型构建的方法研究某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时，绘制出下图，图中的λ＝

某一年的种群数量

上一年的种群数量
。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2008～2010年，λ保持不变，说明种群数量没有发生变化

B．2010～2015年，该种群数量先增大后减小

C．根据图中数据，不能确定相应环境对这个种群的环境容纳量

D．该图直观地反映出种群数量的增长趋势，是一种概念模型

解析：选 C 2008～2010年，λ保持为 2，即后一年的种群数量总是前一年的两倍，数

量一直在增加；2010～2015年，λ一直大于 1，即后一年的种群数量总是比前一年多，因此

种群数量一直在增加，λ先变大后变小体现的是种群增长速率先增大后减小；图中λ一直保持

大于 1，因此种群数量一直在增加，不能确定环境容许的种群数量最大值；高中生物中的概

念模型通常是指以文字表述来抽象概括出事物本质特征的模型，数学模型是用来描述一个

系统或它的性质的数学形式，该图是数学模型。

考点二 群落的结构和演替

8.下列有关群落丰富度的叙述错误的是( )

A．丰富度是区分不同群落的重要特征

B．种群中个体数量增多是群落丰富度增大的重要原因

C．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可能会导致群落的丰富度下降

D．森林群落区别于草原群落显著的特征是森林群落的丰富度髙

解析：选 B 不同群落物种数目不同，生物的丰富度不同，所以丰富度是区分不同群

落的重要特征；种群中个体数量增多说明种群密度增加了，而丰富度是指群落中生物种类

数目的多少，并不是生物个体数目的多少；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可能会导致群落的丰富度

下降；森林群落区别于草原群落显著的特征是森林群落的丰富度高。

9．(2017·昆明市检测)“生物与环境是一个统一整体”是生物学基本观点之一。根据这

一观点和生态学知识判断，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喜光的桉树下栽种半阴性植物菠萝运用了群落的空间结构原理

B．发生在裸岩上的初生演替一定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C．某有翅昆虫种群中出现的无翅类型一定不利于其生存

D．森林中狼和兔间的信息传递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解析：选 C 喜光的桉树下栽种半阴性植物菠萝，运用了群落的空间结构原理；发生



在裸岩上的演替为初生演替，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变异的有利与不利是由环境

决定的，所以某有翅昆虫种群中出现的无翅类型不一定不利于其生存；森林中狼和兔间的

信息传递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10．浮萍(一种被子植物)在环境污染治理和能源生产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研究发现，浮

萍不但能净化水质，还能分泌有关物质促进水中藻类叶绿素的分解，并覆盖在水体表面，

使藻类处于遮光状态，从而降低水华的发生。以下推论正确的是( )

A．浮萍能分解水中有机污染，属于分解者

B．浮萍通过影响叶绿体的生理功能抑制的蓝藻生长

C．浮萍与藻类是竞争关系

D．浮萍可用于能源生产，体现了其在生态系统中的间接价值

解析：选 C 浮萍属于生产者；浮萍通过分泌有关物质促进水中藻类叶绿素的分解，

并覆盖在水体表面，从而抑制的蓝藻生长；浮萍与藻类会争夺光照和空间等，属于竞争关

系；浮萍可用于能源生产，体现了其在生态系统中的直接价值。

11．(2017·赣州市一模)在圣露西亚岛有两种植物靠一种蜂鸟传粉。一种植物的花蕊蜜

管直而短，另一种则弯而深。雌鸟的长鸟喙适于在弯曲的长筒状花蕊蜜管中采蜜，雄鸟短

鸟喙适于在短小笔直的花蕊蜜管中采蜜。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雌雄蜂鸟在不同植物上采蜜缓解了雌雄蜂鸟间的种内斗争

B．花蕊蜜管形态与鸟喙长度相适应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C．两种植物花蕊蜜管形态的差异是因蜂鸟采蜜导致的变异

D．蜂鸟的性别比例和种群密度会影响两种植物的种群密度

解析：选 C 同种雌雄蜂鸟采蜜不同植物，食物来源不同，可缓解种内斗争；现存的

生物之间的适应关系是共同进化的结果，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两种植物花蕊蜜管形态

的差异是可遗传变异，蜂鸟采蜜只属于环境因素；蜂鸟采蜜的同时会帮助植物传粉，不同

性别蜂鸟采蜜不同植物，所以蜂鸟的性别比例及其种群密度对于两种植物的种群密度会有

影响。

12．森林群落中由于老龄树木死亡造成林冠层出现空隙，称为林窗。研究者调查了某

森林中林窗与林下的土壤动物群落，得到如图所示的结果。据此不能推断出( )

A．在各层次中林窗的土壤动物丰富度均高于林下

B．光照明显影响了土壤动物群落的垂直结构

C．林窗和林下土壤动物种类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少



D．林窗和林下不同层次的土壤动物种群密度相同

解析：选 D 由图可知，在各层次中林窗的土壤动物丰富度均高于林下；随着枯落物

层的深度增加，土壤动物种类数逐渐减少，由此可知光照明显影响了土壤动物群落的垂直

结构；由图可知，林窗和林下土壤动物种类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少；由图中信息不能得出种

群密度的大小。

13．(2017·南京市三模)研究者调查了大别山不同海拔高度的 9 个马尾松林群落的物种

丰富度，结果如图(注：字母 A～I代表不同群落类型，A为发育早期的群落，B、C、D、E

为发育中期的群落，F、G、H、I为发育晚期的群落)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大别山的全部马尾松可称为一个种群

B．调查马尾松的年龄组成，可以预测种群数量的变化

C．群落 G的垂直结构中不同层的物种丰富度都是最低

D．在群落发育晚期，物种丰富度减少的原因是种间竞争加剧

解析：选 C 种群是一定区域内同种生物所有个体的总和，大别山的全部马尾松称为

一个种群；年龄组成是预测种群数量变化的主要依据；群落 G的垂直结构中乔木层的物种

丰富度大于多数群落；群落发育晚期，空间资源有限，种间竞争加剧导致物种丰富度降低。

14．科研人员以果蝇为材料研究进化时发现，野生种群中个体刚毛平均数为 9.5根，科

研人员从中选出刚毛最多的 20%个体为起始种群，从起始种群开始进行多代选择，在每一

代中选出刚毛最多的 20%个体来繁殖子代，反复进行 86代后，种群中个体刚毛的平均数接

近 40根。对此现象描述正确的是( )

A．多刚毛果蝇与少刚毛果蝇存在竞争关系

B．20%的小种群与原种群存在地理隔离

C．实验过程中，人工培养 20%的小种群数量呈“J”型曲线增长

D．最后的多刚毛种群和起始种群不存在生殖隔离，说明果蝇没有进化

解析：选 B 竞争关系属于种间关系，多刚毛果蝇与少刚毛果蝇属于种内斗争关系；

科研人员将选出的 20%的小种群作为起始种群，不与其他种群进行基因交流，存在地理隔

离；人工培养时，果蝇的食物和空间资源是有限的，不会呈“J”型曲线增长；生物进化的实

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但不一定会导致生殖隔离的产生。最终种群中个体刚毛的平均

数接近 40根，说明发生了进化。

15．生物群落演替过程中，P 为生产者同化的总能量，R 为所有生物的总呼吸量。下列

叙述错误的是( )



A．群落演替到顶极群落的过程中，P/R逐渐减小，到顶极群落时，P/R<1

B．群落演替到顶极群落的过程中，有机化合物多样性逐渐增多

C．退耕还林属于次生演替，该过程体现了人类对群落演替的影响

D．群落演替到顶极群落的过程中，碳循环的量趋于增多

解析：选 A 群落演替到顶极群落的过程中，P/R逐渐减小，到顶极群落时，P/R＝1；

群落演替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有机化合物多样性逐渐增多；退耕还林属于次生演

替，该过程体现了人类活动可以影响群落演替的方向和速度；演替过程中，由于群落结构

和功能不断复杂化和完善化，物质循环量逐渐增大。

[非选择题—综合应用练通]

16．(2017·淄博市模拟)“植物 A→动物 B→动物 C”是某草原的一条食物链，生态学家

对该草原生态系统进行以下几方面的研究。请回答下列问题：

(1)调查动物 B种群密度：在 1 hm2范围内，第一次捕获 72只，标记并放归；几天后第

二次捕获了 60 只，其中有 9 只带有标记，则该种群密度是___________只/hm2。若被标记

的动物更容易被天敌捕食，则动物 B种群密度估算值比种群密度实际值___________。

(2)研究人员调查并绘制动物 C种群的年龄组成如图甲。2016年 6月 C种群的年龄组成

是_________型。可以预测，2017 年 6 月后 C 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最可能是________，直

接原因是种群的_____________。

(3)研究人员监测了 C种群几年间的数量变化并绘制出数量变化曲线，见图乙。监测过

程中为控制 C 种群的数量，引入了以 C 为食的种群 D。据图分析，D 最可能是在图中

___________点对应的时间引入，该时间点___________(填“是”或“不是”)控制 C种群数

量增长的最佳时期。

(4)动 物 B 和 动 物 C 都 是 恒 温 动 物 ， 它 们同 化 的 能 量 中 有 不 足 10%用 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而其余的能量则在呼吸作用中以热能的形式散失。C能够

依据 B留下的气味去猎捕 B，B同样也能够依据 C的气味或行为躲避猎捕。可见信息能够

________________，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解析：(1)根据标志重捕法计算公式可得出该种群密度是 480只/hm2；若被标记的动物

更容易被天敌捕食，则动物 B种群密度估算值比种群密度实际值偏大。(2)据图可知，2016

年 6月 C种群的生育前期和生育期的个体较多，生育后期个体较少，可推知 C种群的年龄

组成是增长型；而 2017年 6月 C种群的情况正好相反，可推知其年龄组成是衰退型，所



以该种群在 2017年 6月后的出生率小于死亡率，种群数量变化趋势最可能是下降。(3)据

图分析，D最可能是在图中 b点对应的时间引入；控制 C种群数量增长的最佳时期应在 K/2

之前，即种群数量较少时，而 b 点已经远远大于 K/2，所以不是控制 C种群数量增长的最

佳时期。(4)信息能够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答案：(1)480 大 (2)增长 下降 出生率小于死亡率 (3)b 不是 (4)自身的生长、

发育和繁殖 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

17．(2017·全国卷Ⅱ)林场中的林木常遭到某种山鼠的危害。通常，对于鼠害较为严重

的林场，仅在林场的局部区域(苗圃)进行药物灭鼠，对鼠害的控制很难持久有效。回答下列

问题：

(1)在资源不受限制的理想条件下，山鼠种群的增长曲线呈________型。

(2)在苗圃进行了药物灭鼠后，如果出现种群数量下降，除了考虑药物引起的死亡率升

高这一因素外，还应考虑的因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理论上，除药物灭鼠外还可以采取生物防治的方法控制鼠害，如引入天敌。天敌和

山鼠之间的种间关系是________。

(4)通常，种群具有个体所没有的特征，如种群密度、年龄结构等。那么，种群的年龄

结构是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解析：(1)在资源不受限制的理想条件下，山鼠种群数量呈“J”型增长。(2)仅在林场的局

部区域(苗圃)进行药物灭鼠后，如果出现种群数量下降，除了考虑药物引起的死亡率升高这

一因素外，还应考虑的因素是苗圃中山鼠种群中个体的迁出。(3)引入天敌是控制鼠害的生

物防治方法。天敌以山鼠为食，二者的种间关系为捕食。(4)种群的年龄结构是指种群中各

年龄期个体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

答案：(1)J (2)苗圃中山鼠种群中个体的迁出 (3)捕食 (4)种群中各年龄期的个体在

种群中所占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