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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群落与生态系统专题提纲 

一、判断下列叙述的正误 

1.统计种群密度时，应去掉采集数据中最大、最小值后取平均值(  ) 

2.五点取样法适合调查灌木类行道树上蜘蛛的种群密度(  ) 

3.可以使用血细胞计数板直接计数蛙卵的密度(  ) 

4.若通过调控环境条件，使某动物的性成熟推迟，则出生率会更高(  ) 

5.环境容纳量是指种群的最大数量(  ) 

6.在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种群数量主要是由气候、食物、天敌等因素调节的(  ) 

7.不同种生物的 K值各不相同，但同种生物的 K值固定不变(  ) 

8.探究酵母菌种群数量变化，应设空白对照排除无关变量干扰(  ) 

9.草本阶段比灌木阶段的群落空间结构复杂(  ) 

10.底栖动物与浮游动物分层现象属于群落的垂直结构(  )  

11.洪泽湖近岸区和湖心区不完全相同的生物分布，构成群落的水平结构(  ) 

12.“苗多欺草，草多欺苗”反映的种间关系是竞争(  ) 

13.退耕还林，退塘还湖，布设人工鱼礁之后都会发生群落的初生演替(2019·江苏高考，T6B)(  ) 

14.演替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后，群落内物种组成不再变化(  ) 

15.地衣会比苔藓更早地出现在火山岩上(  ) 

16.群落演替中的森林阶段对太阳光的利用比灌木阶段更充分(  ) 

17.对于一个结构和功能处于恢复过程中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提高后，某营养级的能量可全部流入下一

营养级(2018·海南高考，T21D)(  ) 

18.食物链各营养级中 10%～20%的能量会被分解者利用(  ) 

19.防治稻田害虫，可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  ) 

20.土壤中的硝化细菌是异养生物，因而不属于生产者(  ) 

21.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丰富度越高，食物网的结构会越复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越高(  ) 

22.碳对生物和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碳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循环主要以 CO2的形式进行(  ) 

23.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对所有捕食者都必然有利(  ) 

24.被有机物轻度污染的流动水体中，距排污口越近的水体中溶解氧越多(  ) 

25.为协调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应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加大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力度，努力推广生态农业(  ) 

26.生态系统中捕食者的存在可以促进物种多样性的提高(  ) 

27.栖息地破碎化造成小种群有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  ) 

28.盲鱼作为进化研究的材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  ) 

29.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是易地保护(  ) 

30.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要禁止一切形式的开发和利用(  ) 

二、选择题 

1．（2019•全国卷Ⅰ•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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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江苏卷•T19）由于农田的存在，某种松鼠被分隔在若干森林斑块中。人工生态通道可以起到将森

林斑块彼此连接起来的作用。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农田的存在，增加了松鼠的活动空间    B．生态通道有利于保护该种松鼠遗传多样性 

C．不同森林斑块中的松鼠属于不同种群，存在生殖隔离 

D．林木密度相同的不同斑块中松鼠的种群密度相同 

3．（2018•全国Ⅰ卷•T5）种群密度是种群的数量特征之一，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种群的 S型增长是受资源因素限制而呈现的结果 

B．某林场中繁殖力极强老鼠种群数量的增长会受密度制约 

C．鱼塘中某种鱼的养殖密度不同时，单位水体该鱼的产量有可能相同 

D．培养瓶中细菌种群数量达到 K值前，密度对其增长的制约逐渐减弱 

4．（2018•全国Ⅲ卷•T6）某同学运用黑光灯诱捕的方法对农田中具有趋光性的昆虫进行调查，下列叙述错

误的是 

A．趋光性昆虫是该农田生态系统的消费者  B．黑光灯传递给趋光性昆虫的信息属于化学信息 

C．黑光灯诱捕的方法可用于调查某种趋光性昆虫的种群密度 

D．黑光灯诱捕的方法可用于探究该农田趋光性昆虫的物种数目 

5．（2018•浙江卷•T18）在对某自然保护区内甲、乙两个不同物种的种群数最进行了调查之后，又开展了连

续 4年的跟踪调查，计算其 L 值（L=当年末种群个体数量/前一年来种群个体数量），结果如图所示。下列

关于这 4年调查期间的种群数量变化的叙述，错误的是 

A．第 1年末甲乙两种群的增长速度不一定相等 

B．第 2年末乙种群数量不一定大于甲 

C．第 3年末乙种群数量达到了最大值 

D．这 4年中甲种群每年增加的数量是相等的 

6．（2017•全国卷Ⅲ•T5）某陆生植物种群的个体数量减少，若用样方法调查其密度，下列做法合理的是 

A．将样方内的个体进行标记后再计数     B．进行随机取样，适当扩大样方的面积 

C．采用等距取样法，适当减少样方数量   D．采用五点取样法，适当缩小样方的面积 

7．（2017•全国卷Ⅰ•T5）假设某草原上散养的某种家畜种群呈 S型增长，该种群的增长率随种群数量的变

化趋势如图所示。若要持续尽可能多地收获该种家禽，则应在种群数量合适时开始捕获，下列四个种群数量

中合适的是 

A．甲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B．乙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C．丙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D．丁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8．（2017•海南卷•T19）加强管理后，某自然保护区中过去难觅踪迹的大型食肉、食草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了

恢复。数年后，出现了保护区中的某种大型食草动物经常到保护区外的农田中采食的现象。针对该现象，下

列叙述最为合理的是 

A．该现象说明野生动物是人类的忠实朋友 

B．该现象说明人与野生动物形成了和谐相处的关系 

C．该现象说明野生动物正在积极地寻求人类的帮助 

D．该现象说明该种动物的种群数量增大，种内竞争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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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7•海南卷•T18）在某一农田生态系统中，大面积单一种植某种农作物（甲）可导致害虫 A的爆发，

改成条带状合理地间作当地另一种农作物（乙）后，乙生长良好，害虫 A的爆发也受到了抑制。对此，不合

理的解释是 

A．新的种间关系不利于害虫 A           B．新的群落空间结构不利于害虫 A 

C．乙的出现使害虫 A的环境容纳量下降    

D．乙和害虫 A存在互相抑制的竞争关系 

10．（2017•江苏卷•T9）江苏省徐州市多年来围绕 “一城青山半城湖”理念，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

生态效应逐渐显现。下列有关该生态工程的分析评价不合理的是 

A．使物种多样性程度显著提高 

B．使生物群落的组成更为复杂 

C．使生态系统的类型更为多样 

D．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11．（2019•北京卷•T5）为减少某自然水体中 N、P含量过高给水生生态系统带来的不良影响，环保工作者

拟利用当地原有水生植物净化水体。选择其中 3 种植物分别置于试验池中，90 天后测定它们吸收 N、P 的

量，结果见下表。 

植物种类 单位水体面积 N吸收量（g/m
2
） 单位水体面积 P吸收量（g/m

2
） 

浮水植物 a 22.30 1.70 

浮水植物 b 8.51 0.72 

沉水植物 c 14.61 2.22 

结合表中数据，为达到降低该自然水体中 N、P的最佳效果，推断应投放的两种植物及对该水体的生态影响

是 

A．植物 a和 b，群落的水平结构将保持不变 

B．植物 a和 b，导致该水体中的食物链缩短 

C．植物 a和 c，这两种植物种群密度会增加 

D．植物 a和 c，群落中能量流动方向将改变 

12．（2019•天津卷•T5）多数植物遭到昆虫蚕食时会分泌茉莉酸，启动抗虫反应，如分泌杀虫物质、产生吸

引昆虫天敌的挥发物质等。烟粉虱能合成 Bt56蛋白。该蛋白会随烟粉虱唾液进入植物，抑制茉莉酸启动的

抗虫反应，使烟粉虱数量迅速增长。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植物产生挥发物质吸引昆虫天敌体现了信息传递调节种间关系的功能 

B．植食性昆虫以植物为食和植物抗虫反应是长期共同进化的结果 

C．Bt56基因表达被抑制的烟粉虱在寄主植物上的数量增长比未被抑制的对照组快 

D．开发能水解 Bt56蛋白的转基因植物可为控制烟粉虱提供防治措施 

13．（2019•江苏卷•T15）我国生物多样性较低的西部沙漠地区生长着一种叶退化的药用植物锁阳，该植物

依附在另一种植物小果白刺的根部生长，从其根部获取营养物质。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锁阳与小果白刺的种间关系为捕食 

B．该地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强，恢复力稳定性较高 

C．种植小果白刺等沙生植物固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 

D．锁阳因长期干早定向产生了适应环境的突变，并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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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9•江苏卷•T24）下图为一富营养化河流生态修复工程的示意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曝气可增加厌氧微生物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 

B．吸附基质增加了微生物附着的表面积，提高了净化效果 

C．植物浮床有吸收水体氮、磷的能力，可减少富营养化 

D．增加水体透明度，恢复水草生长是该修复工程的目标之一 

15．（2018•海南卷•T20）某地在建设池塘时，设计了如图所

示的食物网，鲫鱼和鲢鱼生活在不同水层。关于该池塘生态

系统的叙述，错误的是 

 

A．鲫鱼既是初级消费者又是次级消费者 

B．消耗等量藻类时，鳜鱼的生长量少于鲢鱼 

C．通气可促进水体中生物残骸分解为无机物 

D．藻类固定的能量小于流入次级消费者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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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种类型的“S”型曲线 

 
(1)t1之前，种群数量小于 K/2，由于资源和空间相对充裕，种群数量增长较快，当种群数量为 K/2时，

出生率远大于死亡率，种群增长速率达到最大值。 

(2)t1～t2，由于资源和空间有限，当种群密度增大时，种内斗争加剧，天敌数量增加，种群增长速率下

降。 

(3)t2时，种群数量达到 K值，此时出生率等于死亡率，种群增长速率为 0。 

★K值与 K/2值的应用： 

 
3．辨析群落的四种关系、两种结构和两种演替 

(1)四种种间关系： 

 
写出图 1～3表示的种间关系：图 1：互利共生；图 2：捕食；图 3：竞争。 

(2)两种结构： 

 垂直结构 水平结构 

现象 分层现象 常呈镶嵌分布 

决定 

因素 

植物：阳光 

动物：栖息空间和食物条件 

环境因素：地形变化、土壤湿度、盐碱度的差异及光照强度不同 

生物因素：生物自身生长特点不同，以及人和动物的影响 

（3）“两看法”判断初生演替和次生演替 

 
4.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和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食物链和食物网） 

项目 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 

营养方式 自养 异养 异养 

实例 主要是绿色植物 主要是动物 主要是营腐生生活的细菌和真菌 

作用 
将无机物制造成有机物，

把光能转化为化学能 

加快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帮助植物传粉和传播种子 

将动植物的遗体和动物的排遗物

分解成无机物 

地位 生态系统的基石 生态系统最活跃的成分 生态系统的关键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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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辨清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三个易混点 

(1)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强调关键词是“固定”而不是“照射”。 

(2)10%～20%是相邻两个营养级的传递效率，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传递效率。 

(3)能量传递效率≠能量利用率： 

①能量传递效率：能量沿食物链流动，以“营养级”为单位，传递效率约为 10%～20%。 

②能量利用率：能够被人类利用的能量占生产者能量的比值。 

★研究能量流动的实践意义及实例 

 
6．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1)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所说的“生态系统”并不是一般的生态系统，而是指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生物圈，因此物质循环具有全球性。 

(2)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所说的“物质”并不是指组成生物体的化合物，而是指组成生物体的化学元

素，如 C、H、O、N、P、S等。 

(3)碳在生态系统各成分之间传递并不都是双向的，只有生产者与无机环境之间的传递是双向的，其他

各成分间的传递均是单向的。 

总结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区别与联系 

项目 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以碳循环为例) 

形式 太阳能→化学能→热能 
 

过程 沿食物链(网)单向流动 在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间往复循环 

范围 各生态系统 生物圈(全球性) 

特点 单向流动、逐级递减 全球性、循环性 

联系 

同时进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①能量的固定、储存、转移和释放，离不开物质的合成和分解 

②物质是能量沿食物链(网)流动的载体③能量是物质在生态系统中往复循环的动力 

7.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及作用 

 
 

8．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原因是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

节能力，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是负反馈调节，负反馈调节不仅存在于群落内部，也存在于生物群落

与无机环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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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二者一般呈负相关。 

(3)一般来说，生态系统中的组分越多，营养结构越复杂，自我调节能力就越强，抵抗力稳定性就越高。 

★提高措施 

(1)控制对生态系统干扰的程度，对生态系统的利用要适度，不应超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2)对人类利用强度较大的生态系统，应实施相应的物质、能量的投入，保证生态系统内部结构与功能

的协调。 

9．关注生物多样性的“三、三、四” 

(1)三个层次：基因多样性(同物种内)、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 

(2)三种价值： 

①直接价值：工业原料、药用、食用、文学艺术创作、旅游观赏、科学研究。 

②间接价值：防风固沙、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③潜在价值：目前尚不清楚的价值。 

(3)四类保护：就地保护、易地保护、生物技术保护、法制保护。 

三、简答题 

1. 进行有害昆虫防治时，应将有害昆虫种群数量控制在 K/2 以下，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某草原生态系统正在发生严重鼠害,农业部门在防治鼠害问题上提出了两种方案，方案一:投放高效鼠药:

方案二:引人鼠的天敌。你认为有利于提高草原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方案是哪一个?简述理由。 

 

3. 从生态学角度分析，人们建立生态农业的最大优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在生活中，可将植物秸秆、动物粪便等放入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可作为燃料，请从能量流动的角度分析，

简述这种做法的意义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使温室效应愈发严重,试写出减轻温室效应的两个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2019•全国卷Ⅰ•T31）某果园中存在 A、B两种果树害虫，果园中的鸟（C）可以捕食这两种害虫；使用

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 Y诱杀 B可减轻 B的危害。回答下列问题。 

（1）果园中包含害虫 A的一条食物链是_________________。该食物链的第三营养级是_____________。 

（2）A和 B之间存在种间竞争关系，种间竞争通常是指_________________。 

（3）性引诱剂 Y 传递给害虫 B 的信息属于_________________。使用性引诱剂 Y 可以诱杀 B 的雄性个体，

从而破坏 B种群的_________________，导致_________________降低，从而减轻 B的危害。 

7.（2018•全国Ⅱ卷•T31）大型肉食性动物对低营养级肉食性动物与植食性动物有捕食和驱赶作用。这一建

立在“威慑”与“恐惧”基础上的种间关系会对群落或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此方面的研究属于“恐惧生态

学”范畴。回答下列问题： 

（1）当某种大型肉食性动物迁入到一个新的生态系统时，原有食物链的营养级有可能增加，生态系统中食

物链的营养级数量一般不会太多，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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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8•全国Ⅲ卷•T32）下图是某农业生态系统模式图。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蚯蚓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来自于生活垃圾中的_________（填

“有机物”或“无机物”）。生活垃圾中的细菌和真菌属于分解

者，在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作用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根据生态系统中分解者的作用，若要采用生物方法处理生活

垃圾，在确定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案时，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可概

括为 3个方面，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有机肥在土壤中经分解、转化可产生 NO
3-
，通常植物根系对 NO

3-
的吸收是通过_______运输完成的。 

 

9．（2018•北京卷•T31）因含 N、P元素的污染物大量流入，我国某大型水库曾连续爆发“水华”。为防治

“水华”，在控制上游污染源的同时，研究人员依据生态学原理尝试在水库中投放以藻类和浮游动物为食

的鲢鱼和鳙鱼，对该水库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取得了明显效果。 

（1）在该水库生态系统组成中，引起“水华”的藻类属于_________。水库中各种生物共同构成

______________。 

（2）为确定鲢、鳙的投放量，应根据食物网中的营养级，调查投放区鲢、鳙_________的生物积累量（在本

题中指单位面积中生物的总量，以 t•hm
-2
表示）：为保证鲢、鳙的成活率，应捕杀鲢、鳙的______________。 

（3）藻类吸收利用水体中的 N、P 元素，浮游动物以藻类为食，银鱼主要以

浮游动物为食，由图可知，将鲢、鳙鱼苗以一定比例投放到该水库后，造成

银鱼生物积累量__________，引起该变化的原因是______。 

（4）投放鲢、鳙这一方法是通过人为干预，调整了该生态系统食物网中相关

物种生物积累量的____________，从而达到改善水质的目的。 

（5）鲢鱼和鳙鱼是人们日常食用的鱼类。为继续将投放鲢、鳙的方法综合应

用，在保持良好水质的同时增加渔业产量，以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

赢，请提出两条具体措施________________。 

10．（2018•天津卷•T30）为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循环，对西黄松老龄（未砍伐 50~250 年）和幼龄（砍伐

后 22年）生态系统的有机碳库及年碳收支进行测试，结果见下表，据表回答： 

碳量 

西黄松生态系统 

生产者活生物量 

（g/m2） 

死有机质 

（g/m2） 

土壤有机碳 

（g/m2） 

净初级生产力 

（g/m2.年） 

异氧呼吸 

（g/m2.年） 

老龄 12730 2560 5330 470 440 

幼龄 1460 3240 4310 360 390 

※净初级生产力：生产者光合作用固定总碳的速率减去自身呼吸总用消耗碳的速率 

※异养呼吸：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呼吸作用 

（1）西黄松群落被砍伐后，可逐渐形成自然幼龄群落，体现了生态系统的_________稳定性。 

（2）大气中的碳主要在叶绿体_________部位被固定，进入生物群落。幼龄西黄松群落每平方米有

____________克碳用于生产者当年的生长、发育、繁殖，储存在生产者活生物量中；其中，部分通过生态系

统中_______的呼吸作用，部分转变为死有机质和土壤有机碳后通过_________________的分解作用，返回大

气中的 CO2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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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黄松幼龄群落中每克生产者活生物量的净初级生产力___________（大于/等于/小于）老龄群落。根

据年碳收支分析，幼龄西黄松群落_________（能/不能）降低大气碳总量。 

四．巩固提升 

1.森林土壤湿润、有机质丰富,栖居着各种各样的土壤生物。下列有关调查实验描述错误的是 

A.调查土壤中小动物的丰富度可采用记名计算法进行统计 

B.估算土壤中硝化细菌的种群密度可采用抽样检测法 

C.一段时间内,持续调查土壤中两种小动物的种群密度即可确定二者的种间关系 

D.若某土壤动物进人冬天时,数量减少,并不能说明该种群的年龄结构为衰退型 

2.某科研人员对一池塘内鲤鱼种群数量进行调查，E是第一次调査结果，F、G、H是后续若干次调查中的三

次调查结果。m1与 m3的比值为 1∶2。下列相关叙述或推断不合理的是(  ) 

A．E点该池塘内鲤鱼种群的增长速率较快 

B．FG段捕捞适量的鲤鱼，有利于获得较大经济效益 

C．去除部分其他鱼类，鲤鱼的 K值不会大于 m3 

D．该池塘内鲤鱼种群的增长速率在 E点前逐渐增大 

3．(2019·德州期末)如图是某森林在遭受火灾前后植被的变化情况，下列叙

述正确的是(  ) 

A．森林在遭受火灾之后发生了初生演替 

B．bc段生物的种间关系不断发生调整 

C．bd段表明演替过程中群落的优势种没有发生变化 

D．cd段生物体贮存的能量与 ab段相当，说明该演替过程是原有物种的恢复 

4．下表是某农田生态系统中田鼠种群摄食植物后能量流动情况，有关叙述错

误的是(  ) 

项目 摄食量 粪便量 呼吸作用散失量 

能量(J·hm
－2
·a

－1
) 1.05×10

10
 3.50×10

9
 4.55×10

9
 

A．田鼠同化的能量中约有 35%用于其生长、发育和繁殖 

B．田鼠粪便量属于其同化能量中流向分解者能量的一部分 

C．以田鼠为食的天敌最多可获得的能量为 1.4×10
8
 J·hm

－2
·a

－1
 

D．田鼠的上一营养级同化的能量至少为 3.5×10
10
 J·hm

－2
·a

－1
 

5.如图中 A、B、C分别代表山地、森林、海洋三个不同的自然区域内植物的分布状况。据此判断，下列选项

中正确的是 

 
A．A处不同高度的山坡上分布着不同的植物类群，这说明群落具有垂直结构 

B．影响 B处植物出现明显分层现象的主要因素是水分 

C．C处植物的分层现象主要是因为光照的影响 

D．温度是造成这三个区域内植物分布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生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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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分)当一个群落与其生存的环境处于平衡状态时，群落内部往往会发生周期性变化。某 

科研团队在一定的自然区域研究了一个以多年生灌木——帚石楠为优势种的灌丛群落,其变化周期可分为 4

个时期: 

先锋植物定居期:帚石楠开始定居和早期生长,同时还有其他植物的生长,约 6~10年。 

建成期:帚石楠生长最为繁盛、覆盖率最大,只有少数其他植物可伴生,约 7~15年。 

成熟期:帚石楠的生活力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灌丛的冠层开始出现裂隙,其他植物如地衣、苔藓等逐渐增多,

约 14 ~25年。 

衰退期:帚石楠枯死,地衣和苔藓成为主要植物,约 20~30年。从此再开始一个新的周期。 

回答下列有关问题: 

(1)在用样方法调查帚石楠的种群密度时,取样的关键是要做到______,其目的是_____。 

(2)灌丛中的植被呈明显的斑块状分布,这体现了群落的____________结构。 

(3)从种间关系的角度考虑 ,地衣和苔藓在建成期较少 ,而在衰退期成为优势种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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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答下列问题： 

（1）松瘿小卷蛾与落叶松、茧蜂与松瘿小卷蛾之间的关系分别是              。 

（2）松瘿小卷蛾在生态系统中位于第       营养级。 

（3）举例说明落叶松和茧蜂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                 。 

（4）松樱小卷蛾是如何定位落叶松的？                    。 

（5）推拉策略防治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行为调控因素，将害虫“推”离或将害虫天敌“拉”至被保护区

域，同时利用相应行为调控因素将害虫“拉”至诱饵区域杀灭。结合本研究结果和推拉策略防治法，提出

一种保护大兴安岭落叶松的有效措施，并陈述理由。 

 

 

 

 

 

 

 

 

 

 

一、判断下列叙述的正误 

正确的是：6.10.11.12.15.16.21.22.25.26 

二、选择题 

DBDBD   BDDDD   CCCAD 

三、简答题 

1. 种群数量在 K/2 时种群增长速率最大，控制种群数量在 K/2 以下既防止种群增长过快又使种群数量较

低。 

2.提示:方案二。投放鼠药，在消灭鼠的同时，也会杀死鼠的天敌，鼠药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引入鼠的天敌，

由于鼠与天敌在数量上存在相互制约，可以长期将鼠的数量控制在较低水平，有利于提高该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 

3. 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多级利用，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4.实现对能量的多级利用，提高能量利用率 

5.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推广风能、太阳能，植树造林等 

6.（1）果树→A→C   C 

（2）两种或两种以上生物相互争夺相同的资源和空间而表现出来的相互抑制现象 

（3）化学信息性别比例种群密度 

7.（1）生产者固定的能量在沿食物链流动过程中大部分都损失了，传递到下一营养级的能量较少 

（2）甲对顶级肉食性动物的恐惧程度比乙高，顶级肉食性动物引入后甲逃离该生态系统的数量比乙多 

（3）大型肉食性动物捕食野猪；野猪因恐惧减少了采食 

8.（1）有机物  将动植物遗体和动物的排遗物分解成无机物 

（2）待分解垃圾的性质，引进的分解者生物的种类，处理环境的理化条件 

（3）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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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生产者  （生物）群落 

（2）捕食对象/食物  捕食者/天敌 

（3）明显下降  鲢、鳙与银鱼在食物上存在竞争关系 

（4）比例 

（5）定期适度捕捞鲢、鳙；定期合理投放鲢、鳙；控制性捕杀鲢、鳙的捕食者；控制人类活动（工业、农

业、旅游等）对该水库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10.（1）恢复力 

（2）基质  360  消费者  分解者 

（3） 大于  不能 

四．巩固提升 

1-5 CCBBC 

6. (8分，除标外每空 2分) 

(1)随机取样(1分)    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保证调查结果可靠 

(2)水平(1分) 

(3)在建成期时，帚石楠为该地的优势种，由于地衣、苔鲜在与帚石楠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所以此时地衣、

苔藓覆盖率低(或不生长)，而衰退期，帚石楠数量下降，所以地衣、苔藓在此阶段成为优势种 

(4)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群落 被另一个群落代替的过程 

7.（10分） 

（1）影响种群的繁衍（2分）     抗药性基因频率上升（2分） 

（2）降低食物来源，增加环境阻力，从而降低环境容纳量（3分，降低食物来源 1分，后两点任意 1点

2分） 

    （3）能量流动逐级递减，较高营养级获取的能量有限（3分） 

8. （11分） 

（1）捕食、寄生（2分）      

（2）二（1分）      

（3）落叶松：把无机环境中的光能转化成群落中有机物的化学能、把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 

茧蜂：为植物传粉(或限制松瘿小卷蛾的数量)（2分） 

（4）通过落叶松挥发的 3-蒈烯和水芹烯定位落叶松的位置（2分） 

（5）（4分，分级赋分） 

方案一：将人工合成的（S）-α-蒎烯喷洒在落叶松的植物体上。（S）-α-蒎烯可以驱除松瘿小卷

蛾的雄娥前来交尾，降低松瘿小卷蛾出生率；同时（S）-α-蒎烯还可以引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