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一、单选题

1．下列对各类生态系统特征的描述,正确的是

A．森林生态系统动植物种类繁多,但其调节能力差

B．草原上生活着多种动物,其中主要是两栖类动物

C．天然草原生态系统的能量可循环流动

D．任何自然生态系统中,分解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越复杂，其调节能力越强，A 错。在草原生态系统上生

活的动物主要是适于洞穴生活或适于奔跑的类型，B 错。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单向的，

C错。分解者是联系生物与环境的一大桥梁，没有分解者，就不能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

D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成分、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以及稳定性等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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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的能力。

2．流经某一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 )

A．该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所固定的太阳能

B．照射到该生态系统中的全部太阳能

C．该生态系统中所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体内的能量

D．该生态系统中生产者体内的能量

【答案】A

【解析】

试题分析：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指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所固定的太阳能，故 A 正确。

是固定的能量不是照射的能量，故 B 错误。不是所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体内的能

量，故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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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关物质循环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

A．只能通过生产者进入生态系统, 都通过燃烧返回大气

B．只能最终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才能返回无机环境

C．从物质循环的观点看人体中的碳元素，究其根源是来自食物中有机物里的碳

D．无机环境中的物质可以被生物群落反复利用

【答案】D

【解析】主要是通过生产者进入生态系统，但如 C 元素可以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

者的呼吸作用返回到大气中，故 A、B 错误。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人体中的碳元素

根源是来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故 C 错误。无机环境中的物质可以在生物群落与无机环

境中循环，可以被生物群落反复利用，故 D 正确。

【考点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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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点睛】碳循环过程图



（1）碳进入生物群落的途径：生产者的光合作用或化能合成作用。

（3）分析温室效应产生的原因

①化学燃料的大量燃烧，产生 CO2。

②植被破坏，降低了对大气中 CO2的调节能力。

（4）概括物质循环的特点

①全球性：物质循环的范围是生物圈。

②往复循环，重复利用：物质可以在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之间反复利用。

4．薇甘菊原产于中南美洲,后来入侵我国,它生性喜光,善于攀援,生长迅速,致使许多植

物被其覆盖后因缺少阳光而死亡。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

A.薇甘菊入侵是破坏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

B.薇甘菊与被其覆盖的绿色植物间是竞争关系

C.薇甘菊在原产地没有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D.薇甘菊泛滥是脱离原产地后发生基因突变的结果

【答案】B

【解析】生存环境的改变和破坏是导致我国生物多样性锐减的主要原因;薇甘菊在原产

地也有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薇甘菊在我国泛滥的原因是生存环境适宜和缺少天敌。

5．以下各项属于行为信息的是

A．蝙蝠的“回声定位” B．蜜蜂跳舞

C．昆虫的性信息素 D．萤火虫发光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A 选项属于物理信息；B 选项属于行为信息；C 选项属于化学信息；D 选项

属于物理信息，故选 B。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功能——信息传递，意在考查考生能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

6．有人想同时养鼠和养水貂，用鼠喂水貂，再用剥去皮的水貂喂鼠,这样可以实现能量

的循环使用吗？

A．可能，因为这个系统会平衡

B．可能，因为用鼠喂水貂，所损失的能量用水貂喂鼠收回来

C．不可能，因为食物中大部分能量都丢失了

D．不可能，因为不能用食肉动物喂养食肉动物

【答案】C

【解析】物质流经一个营养级就要呼吸消耗大部分,能量不能循环使用,单向流动,逐级递

减，所以 C 选项正确。

7．一些鸟类在求偶时的行为非常独特，通常雄鸟会进行复杂的“求偶炫耀”，雄鸟在

传递什么信息 （ ）

A．物理信息 B．化学信息 C．行为信息 D．营养信息

【答案】C
【解析】略

8．下列有关生态系统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发生在种群和无机环境之间

B．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条件

C．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都是单向的

D．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需要反馈调节

【答案】B
【解析】略



9．下图为某生态系统中相邻两营养级上的能量流动情况，图中字母代表能量值。下列

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A. 流经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 A，它也是流入第一营养级的总能量

B. 图中 B 代表的是生产者呼吸作用消耗的能量

C. 图中 C 代表的是生产者用于自身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

D. 第一、第二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是（D+E+F+G)/C×00%

【答案】D
【解析】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总的太阳能，即图中 A，

A 项正确；分析题图，图中 B 为生产者自身呼吸作用消耗的能量，B 项正确；净光合作

用也就是用于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C 项正确；能量在第一、第二营养级的传递效

率是两营养级的同化量的百分比，即（D+E+F+G)/A×100%，D 项错误。

【点睛】本题考查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内容。要注意流入某一营养级的能量（同化量）

有四个方面的去处：呼吸消耗、流入下一营养级、被分解者分解、未利用的能量。而其

粪便中的能量属于上一营养级的同化量。

10．下列有关食物链的描述正确的是:

A.关于猫吃鼠的食物链应写成：鼠→猫。

B.在一条食物链中,第一营养级一定是生产者；如果狼吃了羊,狼为第二营养级。

C.在生态系统中,最短的食物链有两个营养级,它们是由生产者与次级消费者构成。

D.在一条食物链中,处于第四营养级的生物一定是三级消费者

【答案】D

【解析】

11．下图为某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示意图（单位：kJ），下列描述错误．．的是

A．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涉及了三个营养级，其中 A 的形成代谢类型最可能是自养

需氧型

B．流经此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 1250kJ，从 A到 B比从 B 到 C 的能量传递效率高

C．欲使 C 增加 6 千克，则至少需要 150 千克 A

D．在该生态系统中，D是分解者

【答案】C

【解析】由图可知 A可以固定太阳能是生产者，主要包括的是绿色植物，代谢类型最可

能是自养需氧型，BC 是消费者，D 是分解者。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有三个去路，呼吸作

用消耗（175KJ），分解者分解（875KJ），流入下一营养级（200KJ），因此流经此生态系

统的总能量是 1250kJ。从 A 到 B能量传递效率=200/1250×100％ =16％;从 B 到 C 的能

量传递效率=30/200×100％ =15％. 欲使 C 增加 6千克，则至少需要 A=6÷20％÷20％



= 150 千克.

12．下列有关生态学问题的叙述，正确的是

A. 引进外来物种一定能增如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并提高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

B. 大力植树造林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温室效应

C.“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与普通农田生态系统相比实现了能量的循环利用

D. 利用竞争、捕食和寄生关系，可以有效控制害虫的种群密度

【答案】D
【解析】引进外来物种不一定就能提高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如果引进的物种因缺

乏天敌而大量繁殖，反而对当地物种造成毁灭性影响，从而降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并

使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降低，A 错误；温室效应是由于短期内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释放过多造成的，大力植树造林能增大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温室效应，

但不能根本上解决温室效应，要彻底解决温室效应，应该改善能源结构，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等，B 错误；“桑基鱼塘”生态系统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和能量的多级利用，

能量是不能循环利用的，能量流动是单向的，C 错误；生物防治主要是利用种间关系对

害虫的数量进行有效控制，其中利用的种间关系有竞争、捕食或寄生关系等，D正确。

13．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做法是：

A.节约用水，合理用水 B．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C．禁止砍伐森林 D．退耕还湖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

危害的发展。因此对资源应该合理利用，而不是禁止利用，故本题选 C。

考点：可持续发展理念

点评：本题考查了学生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解，属于简单题。

14．图 A 为某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反馈调节示意图，图 B 为某湖泊生态系统中发生的某种

调节活动，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除了图 A 中所示的成分外，还应该包括分解者以及非生物的物

质和能量

B.甲、乙、丙三者之间的食物联系是乙→甲→丙

C.图 B 所示调节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维持该生态系统原有的稳态

D.图 A 是负反馈调节，图 B 是正反馈调节

【答案】C

【解析】略

15．哪一措施最可能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相符合（ ）

A．森林的采伐量小于生长量

B．人工鱼塘生产者的能量少于消费者的能量

C．农田从收获中输出的氮素多于补充的氮素

D．农田施用无机氮肥多于生物固定的氮肥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

人的需要”，它追求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持久而协调的发展。森林生态系统的采伐

量少于生长量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发展及保持相对稳定，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A 项错误；



建立人工鱼塘的目的是从中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需要人工定期投入饵料，其生产者的

能量少于消费者的能量，不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B 项错误；农田从收获中输出的氮

素多于补充的氮素，长期以往，必然因土壤贫瘠，导致减产，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相

符合，C 项正确；农田施用的无机氮肥多于生物固定的氮肥，不会导致土壤贫瘠，与可

持续发展的原则相符合，D项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环境的保护的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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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科学家 R．L．Smith 研究了不同种类动物的能量变化情况，部分结果如下表所示。

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A．收割蚁只有不到 1%的同化量用于自身生长发育等生命活动

B．占盐沼蝗摄人食物 63%的未同化量可被分解者所利用

C．黄鼠的生长效率（P/A）较低的原因是呼吸消耗的能量较多

D．表中几种动物同化效率（A/I）不同是因为能量传递效率不同

【答案】D

【解析】收割蚁能量的同化量为 31．0，而呼吸量为 30．9，则用于自身生长发育的能

量为 0．1，0．1÷31．0×100%＝0．32%，故 A 项正确；盐沼蝗的摄入量为 3．71，同

化量为 1．37，则未同化量＝3．71-1．37＝2．34，占盐沼蝗摄入量＝2．34÷3．71×100%

＝63%，故 B 项正确；黄鼠的生长效率（P/A）较低的原因是其活动能力强，用于其呼吸

消耗的能量较多，C项正确；能量传递效率是指相邻营养级间的同化能量之比，由题意

知同化效率＝被动物消化吸收的能量/动物摄食的能量，同化效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该

生物所处的营养级，还因食物性质或类型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通常肉食动物的同化效

率要高于植食动物，D项错误。

【考点定位】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名师点睛】1．动物同化的能量不等于摄入的能量

动物同化的能量＝摄入量－粪便有机物中的能量，即摄入的食物只有部分被同化。例如

蜣螂利用大象的粪便获得能量，就不能说蜣螂获得了大象的能量。

2．粪便量不是该营养级同化量的一部分

消费者产生的粪便不属于该营养级同化的能量，它实际上与上一营养级的遗体、残骸一

样，属于上一营养级的未被利用的部分。

3．能量传递率的计算方法

输入某一营养级的能量中，只有约 10%的能量流入到下一营养级。计算方法为：

。

4．利用能量流动的特点确定食物链

（1）根据能量传递逐级递减的特点，能量含量越高，营养级级别越低。

（2）根据能量传递效率 10%，可确定相邻两个营养级能量差别在 10 倍左右，若能量相

差不多，则应列为同一营养级。

17．根据下图进行的有关分析，正确的是 ( )



A

B

C

A．参与 A 过程的生物只有消费者和分解者

B．B 过程增强后 A 过程随之增强故不能通过增强 B 减少大气中 CO2

C．假如图中①②③④⑤⑥⑦各代表一定的能量值，则次级消费者的粪便中的能量去路

包括在④途径中

D．人类减少 C 的过程是当前缓解温室效应的重要措施；从能量关系看②>③＋④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参与 A 过程的除了消费者和分解者，还有生产者，故 A 错误；生活中可以通

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草)等途径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 CO2，减少生物群落排放

到大气中的 CO2 量，故 B 错误；次级消费者的粪便中的能量不包括在次级消费者的同

化量之中，应该来源于上个营养级的同化量，故 C 错误；缓解温室效应的措施之一是减

少化学燃料的燃烧，从能量流动上分析，②中的能量除了③和④两个去路外，还包括次

级消费者的呼吸作用，故 D 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意在考查考生识图能力和理解所学知

识的要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的能力。

18．在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对有竞争关系的两种生物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一种生物在竞争中得到保存，另一种生物在竞争中失败被淘汰

B．两种生物同步消长，都得到保护

C．两种生物有各自相对稳定的种群数量

D．两种生物各自的种群数量相等，并相对稳定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在不具有稳定性的生态系统中，可能存在一种生物在竞争中得到保存，另一

种生物在竞争中失败被淘汰的情况，A 错误；在具有稳定性的生态系统中，两种生物都

得到保存，但处于竞争关系的两种生物，在生态系统中，不会“和平共处”，B 错误；

在具有稳定性的生态系统中，两种生物种群有各种相对稳定的种群数量，但不会相等，

C正确；D 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种间关系，要求考生识记种间关系的类型及其作用，能根据题干选项提

供的条件用适当的例子去否定或肯定各个选项，也就是明确生物学中的特例，属于考纲

识记和理解层次的考查。

19．下列关于生物科学史的叙述，错误的是

A. 萨姆纳提纯脲酶并证明其为蛋白质

B. 林德曼用定量分析得出能量流动是逐级递减

C. 萨顿通过假说一演绎法，证明“基因在染色体上”
D. 达尔文用金丝雀虉草作实验，证明胚芽鞘尖端的某种“影响”与向光性有关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萨姆纳用刀豆种子提纯脲酶，后用多种方法证明其为蛋白质，A 正

确；林德曼通过对赛达伯格湖生态系统定量分析个营养级的能量流向，得出了能量是单

向流动、逐级递减的，B 正确；萨顿通过类比推理法推测“基因在染色体上”，他没有通

过实验予以证明，C 错误；达尔文用金丝雀虉草作实验，证明胚芽鞘尖端的某种“影响”
与向光性有关，D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了生物科学史中有关实验方法和实验结论，意在考查学生能独立完成“生
物知识内容表”所列的生物实验，包括理解实验目的、原理、方法和操作步骤，掌握相



关的操作技能，并能将这些实验涉及的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运用。能关注对科学、技术

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生物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20．下图是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图解．对此图解的理解有误差的是

A.B 营养级的生物个体数量不一定比 A少

B.若 M 表示各营养级所含的能量。当 MA<5MB时，生态系统可能会崩溃

C.分解者细胞呼吸的产物中有 CO2、H20、酒精和乳酸等

D.A 中吸收光能的过程都发生在叶绿体中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A属于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进行的光合作用，可以是绿色植物的叶绿体中进

行，也可以在蓝藻细胞中进行，蓝藻属于原核生物，其中并不含有叶绿体。故 D说法不

完全。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点评：生产者的类型有两大类，分别为光合作用型和化能合成型，光合作用的生物中既

有绿色植物又有蓝藻等原核生物。

21．下图为某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示意图，依图判断不正确的是

A．该系统的总能量是草固定的全部太阳能

B．X 中包括生物通过呼吸作用散失的能量

C．能量由肉食动物①传递到肉食性动物②的形式是化学能

D．能量沿草向肉食性动物②流动中逐渐增加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生产者国定的太阳能总量，故 A正确；除了最高营

养级外，每个营养级的能量都有三个去向：自身呼吸作用以热能的形式消耗，传递给下

一营养级和分解者分解，故 B、C 均正确，能量流动的特点是单向传递、逐级递减，故

D错误。

考点：本题主要考查能量流动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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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的能力。

22．在一个生态系统中，食草动物所同化的能量等于（ ）

A. 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的总量

B. 被草食动物吃了的植物所含的能量减去粪便等排泄物中的能量

C. 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的总量减去生产者的呼吸量

D. 用于草食动物生长、发育繁殖所需的能量

【答案】B
【解析】试题分析：草食动物以草为食物，经消化吸收，真正进入体内的物质是食物减

去粪便，这些物质中包含的能量即其同化的能量。



考点：生态系统的功能

【名师点睛】同化作用（又叫做合成代谢）是指生物体把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的营养物质

转变成自身的组成物质，并且储存能量的变化过程；同化作用就是把非己变成自己，同

化作用得到的能量就是同化能量。同化量=食物量-粪便量。

23．下列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和措施的描述，错误的说法是( )

A．保护生物的多样性需要全球合作

B．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必然选择

C．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明显大于它的直接价值

D．建立濒危动植物繁育中心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保护生物的多样性需要全球合作，因为物质循环具有全球性的特点，所以 A

正确；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家园则可持续发展是其必然选择，所以 B 正确；生物

多样性的间接价值是指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作用而直接价值是指人类可以能够直接利用

的价值，所以 C 正确；就地保护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所以 D 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生物多样性的内容，意在考查考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24．如图为Ⅰ和Ⅱ两种生物在温度变化时消耗氧气量变化情况,则两种生物在生态系统

成分中最可能的情况是( )

A.Ⅰ是生产者,Ⅱ是消费者

B.Ⅱ是生产者,Ⅰ是消费者

C.Ⅰ和Ⅱ都可能是生产者或消费者

D.Ⅱ只能是生产者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分析题图可知，I 曲线表示随温度降低耗氧增加，生物的呼吸作用加强，释

放的热量大，用于维持体温的恒定，说明该生物可能是恒温动物，在生态系统中最可能

是消费者；II 曲线表示随温度降低耗氧减少，可能是因为温度降低，酶活性降低，所

以呼吸减弱，通过呼吸产生的热量少，体温下降，该生物可能是植物，若是植物，在生

态系统中属于生产者，故 B 正确。

考点：本题主要考查生态系统的成分，意在考查考生能理解所学知识的要点，把握知识

间的内在联系和识图、图文转化的能力。

25．（2012•湖南一模）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采取的保护战略和保护措施的三个层次是指

（ ）

①基因 ②细胞 ③组织 ④物种 ⑤生态系统．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④⑤

【答案】D

【解析】

试题分析：生物的多样性包括生物种的多样性、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三个

层次．

解：根据生物多样性的定义可知：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采取的保护战略和保护措施的三

个层次是指①基因、④物种、⑤生态系统．

故选：D．

点评：本题考题比较简单，明确生物多样性的层次是解答试题的关键．



26．不属于生态系统功能描述的是

A. 大气中的 CO2主要通过光合作用进入生物群落

B. 蝙蝠通过自身发出声波，对目标进行“回声定位”
C. 在草→昆虫→青蛙这条食物链中，昆虫是初级消费者、第二营养级

D. 植物残枝败叶中的能量被分解而释放出来

【答案】C
【解析】略

27．下图中的甲、乙、丙分别代表人体液中物质交换、食物网中能量流动、生态系统碳

循环的示意图。据此，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 甲图 D与 B 间不能直接进行物质交换，D 与 A 之间才能直接进行物质交换

B. 因捕食关系而建立的食物链中，能量最少的是丙图中的 B 所处的营养级

C. 乙图中 B 从上一营养级获得的能量中，C 占的比例为 a。B 体重增加 x，至少需要 A
的量为 y，则：y=20ax+5x
D. 从研究内容来看，甲和乙、丙分别属于生命系统的个体水平、群落水平和群落水平

【答案】C
【解析】试题分析：甲图中：A 组织液、B 淋巴、C 血浆、D 细胞内液。乙图中：A 为生

产者、BC 为消费者。丙图中：A 为生产者、B 为分解者、C 为消费者、D 为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生物体内进行物质交换要通过内环境；A 错误。因捕食关系而建立的食物链中，

由于 B 既处于第二应用级又处于第三营养级，所以其获得的能量不一定最少；B 错误。

至少消耗 A 的量=x*(1-a)/20%+(ax/20%)/20%=20ax+5x；c 正确。乙图中的生物不能构成

群落；D错误。

考点：本题考查人体内环境，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力流动等知识，意在考查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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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解所学知识的要

点，把握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

28．（2014 秋•德州期末）如图为某食物网简图，其中苔类和物种 C 均生活于白杨树中

层的树枝表面．据图分析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图中共有 6 条食物链

B．物种 C 和苔类之间无竞争关系

C．若物种 E 突然大量减少，则 A 的数量可能无明显变化

D．图示的各种成分在生态学上可以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答案】C

【解析】

试题分析：A、图中共有 7 条食物链，分别是白杨树→B→I，白杨树→C→A，白杨树

→C→D→A，白杨树→G→D→A，白杨树→G→A，苔类→E→A，苔类→F→A，A错误；



B、物种 C 和苔类均生活于白杨树中层的树枝表面，故它们之间有竞争关系，B 错误；

C、物种 A 的食物中各种类所占比例，A 的食物中 C 所占的比例最高．若物种 E 突然大

量减少，物种 A 还可以以物种 CDFG 为食，因此一段时间内 A 的数量无明显变化，C 正

确；

D、图示的各种成分为食物网，只包括动物和植物，不包括无机环境和分解者，故不能

构成一个生态系统．D错误．

故选：C．

考点：生态系统的概念；种间关系；生态系统的结构．

29．某生物实习小组的同学用河水、洗净的砂、黑藻、食草小鱼、广口瓶、凡士林等材

料制作的生态瓶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甲中的生物存活时间最长

B. 丙的稳定性最差

C. 往生态瓶放入少量蔗糖，为植物提供营养

D. 瓶中水量不能超过容积的一半

【答案】B
【解析】甲瓶中的小鱼数量过多，氧气供应不足，甲瓶中的生物存活时间相对较短，A

项错误；生态瓶采光用较强的散射光下获得能量输入，丙瓶中没有能量输入，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最差，B 项正确；植物不能利用蔗糖，C 项错误；瓶中水量不能超过容积的 4/5，

D 项错误。

30．在确保取样的随机性前提下，对于得出下列实验与探究的正确结论不相关的是

A. 调查某单基因遗传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

B. 探究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于土壤小动物丰富度的影响

C. 设计并制作生态缸以观察群落演替的情况

D. 验证孟德尔假说的性状分离比的模拟实验

【答案】C
【解析】调查某单基因遗传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需要在人群中随机取样，A 项正确；

探究某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于土壤小动物丰富度的影响，需采用取样器取样法对土壤小动

物进行随机取样，B 项正确；设计并制作生态缸以观察群落演替的情况，生态缸中投放

的几种生物必须具有很强的生活力，成分齐全(具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以保证

生态缸中能够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不需要随机取样，C 项错误；验证孟德尔假说

的性状分离比的模拟实验，需要在表示雌雄生殖器官的甲乙小桶内随机抓取代表配子的

小球，D 项正确。

【点睛】本题考查的是教材中“生物知识内容表”所列的相关生物实验。理解相关实验

的目的、原理、方法和操作步骤，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是解答此题的关键，这需要学

生在平时学习时注意积累，以达到举一反三。

31．下图表示某农田生态系统几种生物的关系，有关说法不正确．．．的是



A.象草与蛾之间存在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

B.种植象草和金钱草能提高蛾的环境容纳量

C.套种金线草有利于能量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

D.套种金钱草能减少杀虫剂用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答案】B

【解析】

试题分析：象草吸引蛾产卵说明有寄生关系，存在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故 A 正确。种

植象草能提高蛾的环境容纳量，但金钱草产生化学物质击退蛾，故 B错误。套种金钱草

可以击退蛾对玉米生长有利有利于能量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故 C 正确。套种金钱

草利于生物防治击退蛾比化学防治减少环境污染，故 D 正确。

考点：本题考查种间关系和信息传递相关知识，意在考察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程度。

二、非选择题

32．（11 分）（1）某大豆田的主要食物链由植物→田鼠→鼬构成。生态学家对此食物链

能量流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如下表，单位是 J/（hm
2
•a）。

植物 田鼠 鼬

固定的

太阳能
摄入量 同化量 呼吸量 摄入量 同化量 呼吸量

2.45×1011 1.05×109 7.50×108 7.15×108 2.44×107 2.25×107 2.18×107

①能量从植物传递到田鼠的效率是________________%（保留一位小数点）。

②该生态系统中田鼠的种群密度是由________________决定的；可通过标志重捕法调查

田鼠种群密度。在 2hm
2
范围内，第一次捕获并标记 40 只田鼠，第二次捕获 30 只，其中

有标记的 15 只。该种群密度是____________只/hm
2
。若标记的部分田鼠能主动逃避陷

阱，这样导致种群密度估算结果_____________。对捕获的田鼠进行性比例调查，发现

其雌雄比例稍大于 1，其性比例____________（有利/不利）于种群增长。

③田鼠用于自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除了流入下一级外，还有可能是

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__。

（2）为防治农田鼠害，研究人员选择若干大小相似、开放的大豆田，在边界上每隔一

定距离设置适宜高度的模拟树桩，为肉食性猛禽提供栖息场所。设桩一段时间后，测得

大豆田中田鼠种群密度的变化如右图所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④b 点以后田鼠种群密度大幅上升，从田鼠生存环境变化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 猛禽除了捕鼠外也会捕食鼬，猛禽属于第______________营养级，请画出该生态系

统的食物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案】（1）① 0.3% ②出生率和死亡率（加迁入迁出不扣分） 40 偏大

有利

③流入分解者 未利用

（2）④食物供应增加（或提供更好的躲避环境），K值增大

⑤三、四

【解析】

（1）①能量从植物传递到田鼠的效率等于田鼠同化量除以植物固定的太阳能，为 0.3%；

②生态系统的种群密度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所决定，种群密度是 40 只/hm
2
。但计算结果

会偏大，因为再次捕捉时对于田鼠来说，并不能做到随机捕捉，故所捕到的标记田鼠的

数量会偏小，计算结果偏大，当种群中雌雄比例稍大于 1 时，由于雌性个体较多，利于

哺育后代，故于种群增长。③田鼠用于自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除了流入下一

级外，还用于自身生长和流入分解者中。

（2） ④b点以后田鼠种群密度大幅上升，是由于食物供应增加，环境的容纳量增大。

⑤猛禽属于第三、四营养级。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基本规律及其应用、种群的特征，

意在考查用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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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为了解决城市水污染问题，某市政府采用了人工湿地公

园的新思路。根据下图回答相关问题：

（1）输入该生态系统的能量有 和 。

（ 2 ） 甲 图 中 的 人 工 湿 地 是 一 个 生 态 系 统 ， 该 生 态 系 统 的 基 石

有 ，在对该生态系统滩涂沙土中小动物类群（活动能力强，

身体微小）丰富度研究时，常利用 取样的方法进行采集、调

查。

（3）人工湿地可以净化污水，但对污水排放量还要加以控制，原因是生态系统的

是有限的，近年来发现湿地还具有蓄洪防旱的功能，这主要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

价值。实地调查中发现，该湿地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加，其群落演替类型

是 。

（4）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一个集污水净化、休闲、养鱼为一体的新型人工生态

系统，图乙在 t1 是用标志重捕法，调查某鱼的种群密度，第一次捕获 50 条全部标志释

放，一段时间后进行第二次捕捉，其中未标志的 60 条、标志的 20 条，估算该鱼类种群

在 t1时是 条。



【答案】（16 分，每空 2分）

（1）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 污水中有机物中的化学能

（2）芦苇、绿藻、黑藻 取样器

（3）自我调节能力 间接 次生演替

（4）200

【解析】

试题分析：（1）分析图示可知，输入该生态系统的能量有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和污水中

有机物中的化学能。

（2）生产者是生态系统的基石，该生态系统的基石有芦苇、绿藻、 黑藻。调查土壤中

小动物类群（活动能力强，身体微小）丰富度时，常利用取样器取样法。

（3）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因此要对污水排放量加以控制。人工湿地具

有蓄洪防旱的功能，这主要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该湿地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加，

是在原有土壤条件基本保留，甚至还保留了植物的种子或其它繁殖体的地方发生的演替，

因此该群落演替类型是次生演替。

（4）设该鱼类种群在 t1时是 N 条，依题意则有，N︰50=80︰20，解得 N=200 条。

考点：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种群

密度的调查方法的相关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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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图中提取有效信息并能运用所学知识与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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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如图是某人工鱼塘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图解[能量单位为 J/(cm
2
·a)]，请回答下列问

题：

(1)如图所示，输入该生态系统的能量主要是由________固定的太阳能，图中 A 代表

________。

(2)植食性动物的能量有________(J/cm
2
·a)传递到肉食性动物体内。

(3)草鱼以水草为食，白鲢以绿藻和水草为食，草鱼与白鲢的种间关系是________。调

查鱼塘中草鱼的种群密度，最好采用________法。

(4)由于食性不同，鱼塘中鱼类等生物具有分层现象，群落的这种空间结构称为________。

(5)该生态系统具有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________三个方面的功能。

(6)建立“桑基鱼塘”，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体现的生态学基本原理是实现了对能量的

________。

【答案】(1)生产者 呼吸作用(消耗的能量) (2)2.5

(3)竞争 标志重捕 (4)垂直结构 (5)信息传递

(6)多级利用

【解析】(1)输入生态系统的能量主要是由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固定的太阳能。除最高

营养级外，每个营养级同化的能量分别用于自身呼吸消耗、自身生长发育和繁殖，其中

用于自身生长发育和繁殖能量又可分为流向下一营养级的能量、流向分解者的能量和未

被利用的能量。根据每营养级的能量分配可知，A 为呼吸作用(消耗的能量)。(2)肉食



性动物同化的能量＋有机物输入的能量＝流向分解者的能量＋流向下一营养级的能量

＋未被利用的能量＋呼吸消耗的能量，故肉食性动物同化的能量＝0.05＋0.25＋5.1＋

2.1－5＝2.5[J/(cm
2
·a)]。(3)草鱼和白鲢之间有共同的食物来源，所以两者之间为竞

争关系。草鱼活动范围比较大，应用标志重捕法来调查其种群密度。(4)不同鱼类的食

物主要分布在不同水层，这种空间结构称为垂直结构。(6)生态农业通过多级利用来提

高能量的利用率。

35．某草原食物链草→兔→狐中能量流动关系如下表，单位是 J/（hm
2
·a）。

草→兔→狐

固定的太阳

能

摄入量 同化量 呼吸量 摄入量 同化量 呼吸量

2．45X10
11

1．05X10
9

7．50X10
8

7．15X10
8

2．44X10
7

3．0X10
7

2．18X10
7

（1）能量从兔传递到狐的效率是________ 。

（2）在研究能量流动时，可通过标志重捕法调查兔种群密度。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

取样时应注意__________。在 1hm
2
范围内，第一次捕获标记 50 只兔，第二次捕获 30

只，其中有标记的 15 只。该种群密度是_____只/hm
2
。野兔天性警觉，经捕获后难以再

次捕获，会导致种群密度估算结果比真实值_______。（偏大，不变，减小）

（3）能量沿食物链草→兔→狐流动时逐级递减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狐能够依据兔留下的气味去猎捕，兔同样也能够依据鼬的气味躲避猎捕。可见，

信息能够起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作用，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5）狐在该生态系统中属于____________ ；若草的种类减少，则该草原生态系统的恢

复力稳定性将____________ 。

【答案】（1）4%

（2）随机取样 100 偏大

（3）部分能量通过呼吸作用散失

（4）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

（5）（次级）消费者 增强

【解析】

试题分析：（1）能量传递效率是相邻营养级同化量的比例，故兔到狐的效率为 3．0×

10
7
÷7．50×10

8
×100%=4%。

（2）标志重捕时应随机取样，排除人为干扰；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密度时的计算公式：

种群数量＝第一次捕获的个体数×第二次捕获的个体数/第二次捕获中被标记的个体数；

野兔的天生警觉不易被重捕都会导致第二次捕获中被标记的个体数偏小，则计算值与实

际值相比会偏大。

（3）能量逐级递减的原因是能量通过呼吸作用散失、流向分解者等。

（4）生物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离不开信息传递，种群的繁衍也离不开信息的传递；

信息能调节种间关系，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题干的过程体现了前者。

（5）狐间接以绿色植物为食，属于消费者；生态系统的种类减少，营养结构简单，恢

复力稳定性增强。

考点：生态系统的功能、调查种群密度、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36．如图为某生态系统中能量流经初级消费者的示意图，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能量，据图

回答下列问题。



（1）该生态系统中，初级消费者属于第 营养级，图中所含成分不能组成

完整的食物链，原因是 。

（2）A 表示初级消费者的 ，B 表示初级消费者 。A 中的能

量除了 B 外，还有一部分用于 。

（3）从图中可以看出，初级消费者的能量不能百分百的流入次级消费者体内，这体现

了能量流动具有 的特点，除此之外，能量流动还具有 的特点。

【答案】（1）二 缺少生产者，且不能确定次级消费者是否为最高营养级

（2）同化量 用于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 自身呼吸

（3）逐级递减 单向性（流动）

【解析】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解答本题的关键是明确消费者能量

的摄入量、同化量、用于生长、发育、繁殖的能量、流向分解者的能量之间的关系。

（1）初级消费者属于第二营养级，图中所含成分包括消费者和分解者，完整的食物链

必须包含生产者，据图不能确定次级消费者是否为最高营养级。

（2）初级消费者的摄入量减去其粪便中所含能量，即为 A 表示初级消费者的同化量，B
表示初级消费者用于生长、发育、繁殖的能量。A 中的能量除了 B 外，还有一部分在呼

吸作用中散失。

（3）初级消费者的能量不能百分百的流入次级消费者体内，这体现了能量流动具有逐

级递减的特点，除此之外，能量流动还具有单向流动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