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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生物上学期随堂巩固练习（2020.12）

4.1 种群的特征

一．选择题

1.下列关于种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依据年龄组成可预测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关系

B．出生率和死亡率只与生物的繁殖能力有关

C．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值的变化不会影响种群数量的变化

D．出生率和死亡率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

2.下列关于种群密度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 B.可用样方法调查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

C.动物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只有标志重捕法 D.用样方法调查种群密度时一定要做到随机取样

3.下列关于种群数量特征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种群密度是最基本的种群数量特征，可反映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

B．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是种群密度变化的决定因素

C．年龄组成和性别比例不影响种群密度的变化

D．处于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各种生物的种群密度不会发生变化

4.某研究小组预调查一片草地上田鼠的种群数量。他们先捕获 m只田鼠，并在一只后腿系上红丝带作为

标记，然后放回原环境。一段时间后再次捕获 n只，其中有标记的只有 a只。以下分析错误的是( )

A.根据调查数据计算，田鼠种群数量为(m×n÷a)只

B.两次捕获之间隔一段时间的目的是让标记田鼠充分融入原种群

C.若存在田鼠啃掉红丝带现象，则种群数量计算值偏小

D.若系有红丝带个体遭受其他个体攻击，则调查结果不可信

5.下列有关生物种群数量调查的方法中,正确的是( )

A.调查蝗虫的幼虫跳蝻,用标志重捕法 B.调查马尾松,小样方划分为 1 m2左右

C.调查一种鸟的种群密度,需采用样方估算的方法

D.调查趋光性农业害虫,可用黑光灯诱捕法调查其种群密度

6.如图是有关种群特征的概念图，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

A．①表示种群密度，是制约种群增长的因素之一

B．春运期间，北京的人口数量变化主要取决于②③

C．预测种群数量变化的主要依据是④

D．利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诱杀害虫，破坏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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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图表示种群数量特征之间的关系，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A为出生率和死亡率，B为迁入率和迁出率

B．C为性别比例，主要通过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种群密度

C．D为年龄组成，主要通过影响出生率从而影响种群密度

D．种群特征包括遗传特征、数量特征和空间特征

8.下列关于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的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对于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的动物可用标志重捕法精确统计种群密度

B．采用样方法调查植物种群密度时，差距大的样方内数值应舍弃

C．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密度时，两次捕捉的间隔时间越长统计结果越准确

D．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密度时，标志物不能影响被调查动物的生命活动

9.农业科技人员在对草原鼠害进行调查时，随机选定某区域，第一次放置了 100只鼠笼，捕获 68只鼠，

标记后原地放回，一段时间后在相同位置放置了 100只鼠笼，捕获 54只鼠，其中标记的鼠有 12只。下

列有关说法中错误的是( )

A．该区域中鼠的种群密度较大，必须积极防治

B．这种调查方法称为样方法

C．估算这区域鼠数量 N＝306只

D．如果在两次捕鼠期间发生草原大火，统计结果是不准确的

10.某岛屿上生活着一种动物，其种群数量多年维持相对稳定。该动物个体从出生到性成熟需要 6个月。

下图为某年该动物种群在不同月份的年龄结构

（每月最后一天统计种群各年龄组的个体数）。

关于该种群的叙述，错误的是

A. 天敌的迁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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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图Ⅱ中丙为性别比例，主要通过影响出生率来间接影响种群密度

12.图中“*”表示某地区的人口年龄构成情况，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推测该地区未来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

B．因幼龄人口过少，故该地区的女性多于男性

C．该地区 0～14岁人口的比重约为 23%

D．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该地区的年龄组成可能会变为增长型

13.某研究机构对某区域的一种田鼠进行了调查，所调查样方的总面积为 2 hm2(1 hm2＝10 000 m2)，统计

所捕获的鼠数量、性别等，进行标记后放归，3日后进行重捕与调查。所得到的调查数据如下表：

捕获数/只 标记数/只 雌性个体数/只 雄性个体数/只

初捕 50 50 28 22

重捕 50 10 32 18

以下是某同学对数据的分析结果，你认为正确的是( )

A．此调查方法可以用来调查土壤中小动物物种的丰富度

B．若田鼠在被捕捉过一次后更难捕捉，统计的种群密度比实际低

C．综合两次捕获情况，该田鼠种群的性别比例(♀/♂)约为 7∶2

D．该地区田鼠的平均种群密度约为 125只/hm2

二、填空题

14.为了检测新型除草剂对玉米田地中空心莲子草的效果,选择两

块长方形的玉米田地做对照实验,要求对玉米田地中空心莲子草

的数量进行统计,请据图回答有关问题:

喷洒除草剂前后空心莲子草的数量统计

喷洒

除草剂

样方 1

(株)

样方 2

(株)

样方 3

(株)

样方 4

(株)

样方 5

(株)

样方 6

(株)

样方 7

(株)

样方 8

(株)

样方 9

(株)

样方

10

(株)

前 12 10 9 10 11 9 12 12 15 10

后 4 2 3 2 3 3 0 2 4 3

(1) 根据题意,曲线①与②分别代表的植物是 ,对照组田地不使用除草剂,而实验

组田地使用新型除草剂后,两组田地的空心莲子草生长趋势发生变化,预测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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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样方调查时,常用的取样方法有 和 ,其中

适用于本实验的样方调查。选取样地长、宽为 200 m×80 m,抽取 10个样方,调查的小样方面积为 1 m2,则喷

洒除草剂之前,此空心莲子草的种群密度为 。

(3)从表中的数据可知,该除草剂是否有效果? ,使用除草剂后并没有完全地消灭空心莲子草,可能的

原因是 。

15.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样方法常适用于对植物种群密度的取样调查。常

用的取样方法有________和________。

某同学采用样方法对一种植物进行计数，如图甲是

其中的一个样方中该植物的分布情况(注：图中黑

点表示该种植物)。对该样方中该种植物进行计数时，应记录的数目是________株。

(2)乙图表示物种数与样方面积的关系，该图显示：在一定的范围内，随样方面积的增大，______________。

调查该植物的样方面积最好是________m2。

(3)若选取 3个合适的样方对某种植物进行计数，结果分别是 n1、n2、n3，则该种植物的种群密度为

__________________株/m2。

16.调查某草原田鼠数量时，在设置 1公顷的调查区内放置 100 个捕鼠笼，一夜间捕获鼠 a＝36 只，将捕

获的鼠经标记后在原地释放。数日后，在同一地方再放置同样数量的捕鼠笼，这次共捕获 b＝32 只，其

中有上次标记的个体 c＝12 只。请回答下列问题。

(1)若该地区田鼠种群个体总数为 N，则 N＝________只。

(2)调查甲、乙两草原所捕获鼠的月龄，它们的月龄构成如图所示，据图分析：____草原的田鼠种群属于

______型；____草原的田鼠种群属于________型，可以预测该草

原鼠害将会严重，必须做好防治准备工作。

(3)若将雌雄成鼠各若干只，放在大小一定的笼内饲养，让它们

交配繁殖，且供给足够的食物和水，则笼内鼠数量变化和饲养时

间之间的关系，应为图中的曲线________。

(4)要使上面所计算的种群个体总数和实际相符，理论上在调查期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是________。

A．有较多个体迁出调查区

B．调查区内没有较多个体死亡

C．调查区内没有较多个体出生

D．有较多个体迁入调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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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生物上学期随堂巩固练习答案（2020.12）

4.1 种群的特征

一．选择题

1.A 【解析】年龄组成分为增长型、稳定型和衰退型，用于预测种群数量未来发展趋势，若为增长型，

则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种群数量增加，A项正确；出生率和死亡率与生物的繁殖能力有关，也与环境因

素有关，B项错误，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值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种群数量的变化，C项错误；种群密度是种

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D项错误。

2.C 【解析】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A正确;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常用样方法调查,B正确;

活动能力弱、活动范围小的动物常采用样方法调查其种群密度,对于有趋光性的昆虫,还可用黑光灯进行灯

光诱捕的方法调查其种群密度,C错误;样方法操作要素之一是要做到随机取样,D正确。

3.B 【解析】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而年龄组成才可反映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A错误；

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迁出率可直接影响种群密度，是种群密度变化的决定因素，B正确；年龄组成

和性别比例可间接影响种群密度，C错误；处于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种群密度可在一定范围内上

下波动，D错误。

4.C 【解析】标志重捕法计算种群数量计算式为种群数量=第一次捕获数×第二次捕获数÷有标记个体数，

A正确；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数量时，首次捕获做标记后放回原环境，隔一段时间重捕，目的是让标记

个体充分地融入原种群，B正确；如果标记物脱落，则第二次捕获个体中有标记个体数所占比例减小，导

致计算值偏大，C错误；对于标记物，应尽可能减小其对被标记个体的影响，如果标记个体受到其他个体

攻击，则标记个体无法融入原种群，故调查结果不可信， D正确。

5.D 【解析】由于跳蝻的活动能力较弱,一般用样方法调查其种群密度,A错误;马尾松是大型裸子植物,1

m2左右样方太小,一般样方面积为 100 m2左右,B错误;鸟的活动范围广、活动能力强,一般采用标志重捕法

调查其种群密度,C错误;调查有趋光性的昆虫,可用黑光灯诱捕法调查其种群密度,D正确。

6.B 【解析】①表示种群密度，是制约种群增长的因素之一，A正确；春运期间，北京人口数量的变

化主要是流动人口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迁入率和迁出率，而不是出生率和死亡率，B错误；预测种群数量

变化的主要依据是年龄组成，C正确；利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诱杀害虫，破坏了害虫种群正常的性别比

例，D正确。

7.D 【解析】由图可知，A为出生率和迁入率、B为死亡率和迁出率，A错误；C为性别比例，主要通

过影响出生率来间接影响种群密度，B错误；D为年龄组成，其通过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来间接影响种群

密度，C错误；种群不仅具有种群密度等数量特征，还具有空间特征和遗传特征，D正确。

8.D 【解析】对于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的动物最好采用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密度，但所计算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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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估算值，A错误；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采用样方法调查植物种群密度时，差距大的样方内数值

也应如实记录，不应舍弃，B错误；若两次捕获间隔时间过长，标记个体可能会死亡，标记个体被再次捕

获几率降低，则计算出的种群密度可能比实际值偏大，C错误；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密度时，标志物不能

影响被调查动物的生命活动，以保证重捕时被标记个体与不被标记的个体被捕获的几率相同，D正确。

9.B 【解析】这种调查方法称为标记重捕法。估算这区域鼠数量可利用如下关系式：N∶第一次捕获

并标志鼠数＝第二次捕获鼠数∶第二次捕获鼠中的标志鼠数，根据题意可知 N∶68＝54∶12，N＝306。

如果在两次捕鼠期间发生草原大火，个体被捕捉的概率就不相等，统计结果就不准确。

10.B 【解析】天敌的迁入可能会捕食老弱病残的个体，可能会影响该种群的年龄结构，A正确。该动

物个体从出生到性成熟需要 6个月，而 12月份没有未成熟个体，所以 10月份的出生率可能为 0，B错误。

因为从 4月份开始有未成熟个体，而到 12月份就没有了，所以该种群年龄结构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变化，

C正确。大量诱杀雄性个体会破坏性别比例，进而影响该种群密度，D正确。

11.C 【解析】图Ⅰ中 a只影响出生率，而 b既影响出生率，也影响死亡率，从而判断出 a为性别比例，

b为年龄组成，进而可知 c为种群密度。图Ⅱ为图Ⅰ的变式，图Ⅱ中甲使种群密度增加，应为出生率和迁

入率；乙使种群密度减少，应为死亡率和迁出率；丙只影响出生率，为性别比例；丁为年龄组成。图Ⅰ

中 b为年龄组成，是预测种群数量未来变化趋势的主要依据，A项正确；图Ⅰ中 c为种群密度，是种群最

基本的数量特征，B项正确；图Ⅱ中丁为年龄组成，而图Ⅰ中 a为性别比例，C项错误；图Ⅱ中丙为性别

比例，其主要通过影响出生率来间接影响种群密度，D项正确。

12.B 【解析】分析题图可知，该地区 0～14岁人口的比重约为 23%,15～64岁人口的比重约为 30%,6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约为 47%，故该地区人口的年龄组成为衰退型，推测未来会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A、

C两项正确；该地区幼龄人口过少，并不能反映出该地区的性别比例，故不能推测出该地区女性多于男性，

B项错误；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幼龄人口增多，该地区的年龄组成可能会变为增长型，D项正确。

13.D 【解析】土壤中小动物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且身体微小，因而对其丰富度的调查一般采用取样

器取样法；标志重捕法理论计算公式 N＝M·n
m
，田鼠在被捕捉过一次后更难捕捉，即 m 值减小，N 值会

增大；通过两次捕获情况，不能确定该田鼠种群的性别比例(捕获次数过少，偶然性较大)；该地区田鼠的

平均种群密度约为 125只/hm2。

14.【答案】(1)空心莲子草、玉米 使用除草剂的实验组田地中,空心莲子草的种群密度将显著下降,而对照

组田地的空心莲子草在达到较高密度后保持稳定 (2)五点取样法 等距取样法 等距取样法 11株/m2

(3)是 空心莲子草中可能存在抗除草剂的突变株,或药物喷洒不均匀等

【解析】(1)由题意可知,需要去除的是玉米地中的空心莲子草,因此应该是空心莲子草对生长素类似物更为

敏感,所以题图中的曲线①是空心莲子草,②是玉米,这样用较高浓度的生长素类似物处理,空心莲子草的生

长受抑制,玉米的生长不受抑制;使用除草剂的实验组田地中,空心莲子草的种群密度将显著下降,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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