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市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高二年级期末考试

生物试卷 
一、选择题(本题包括 20 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1.吞噬细胞在机体免疫中有多方面的作用,它不参与（  ） 

A.非特异性免疫 

B.体液免疫 

C.细胞免疫 

D.合成并分泌抗体 

答案：D 

解析：吞噬细胞参与非特异性免疫（第二道防线），A 错误； 

吞噬细胞参与体液免疫过程，B 错误； 

吞噬细胞参与细胞免疫过程，C 错误； 

只有浆细胞能合成抗体，吞噬细胞不能合成和分泌抗体，D 正确． 

2.下列有关生态学问题的说法,错误的是（  ） 

A.适当放牧,可增加草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B.在某片林地大力种植某种速生树并清除其他树种,其抵抗力稳定性提高 

C.“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与普通稻田生态系统相比,前者能量利用率较高 

D.建立濒危动植物繁育中心属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类型中的易地保护 

答案：B 

解析：适当放牧，可增加草原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A 正确； 

在一片山林地上通过人工管理提高某种速生树的产量后，导致生物种类减少，其抵抗力稳定性

降低， B 错误； 

“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与普通稻田生态系统相比，前者能量利用率较高，C 正确； 

建立植物园、动物园、濒危动植物繁育中心属于易地保护，是重要的保护措施，D 正确． 

3.下列关于植物激素或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植物的顶芽生长占优势时,侧芽生长素的合成受到抑制 

B.用乙烯处理二倍体番茄的幼苗,可以得到多倍体番茄植株 

C.水稻感染赤霉菌会疯长,是由赤霉菌分泌的细胞分裂素造成的 

D.植物体内的生长素在黑暗时可以合成,单侧光并不影响其极性运输 

答案：D 

解析：植物的顶芽生长占优势时,导致顶芽产生的生长素不断积累在侧芽,侧芽生长素浓度过高,

进而抑制了侧芽的生长,A 错误； 

用秋水仙素或低温处理二倍体番茄的幼苗,可以得到多倍体番茄植枺,B 错误； 

植物激素是由植物特定的部位产生的,因此赤霉菌分泌的物质不属于植物激素,C 错误; 

植物体内的生纸素在黑暗时可以合成,单侧光影响的是生长素的横向运输,并不影响其极性运

输,D 正确。 

4.下列关于人体神经—体液—免疫调节的叙述,正确的是（  ） 

A.通过反射,神经系统能感受病原体的侵入并启动免疫反应 

B 激素随体液运输到全身,并对特定的靶器官或细胞发挥作用 

C.抗体借助体液的运输发挥作用,属于非特异性免疫 

D.淋巴因子和溶菌酶都是淋巴细胞产生的特异性免疫活性物质 



 

答案：B 

解析：能感受病原体的侵入并启动免疫反应是机体的免疫系统，A 错误； 

激素会随体液运输到全身各处，但只对该特定的靶细胞或靶器官发挥作用，B 正确； 

抗体是由免疫细胞合成并分泌到血清中的免疫物质，能与抗原结合，发生体液免疫，属于特异

性免疫调节，C 错误； 

人体内几乎所有细胞都能合成溶菌酶，溶菌酶是在细胞免疫过程中被激活的靶细胞中的物质，

它不具有特异性，所发挥的作用是非特异性免疫，D 错误 

5 关于“土壤中小动物类群丰富度的研究”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对于无法知道名称的小动物,不可忽略,应记录下它们的特征 

B.调查该土壤中动物类群丰富度时,可采用标志重捕法进行调查 

C.利用小动物的避光避热性,可采用带灯罩的热光源诱虫器收集土样中的小动物 

D.可分别在白天和晚上取同一地块的土样,调查不同时间土壤中小动物丰富度 

答案：B 

解析：对于无法知道名称的小动物，不可忽略，应记录下它们的特征，A 正确； 

丰富度不能用样方法和标志重捕法调查丰富度，可采用取样器取样的方法进行调查，B 错误； 

利用小动物的避光、避热性，收集土样中的小动物时可采用带灯罩的热光源，C 正确； 

为了调查不同时间土壤中小动物类群的丰富度，可分别在白天和晚上取同一地块的土样，D 正

确。 

6.生物圈的涵义是（  ） 

A.地球上的全部生物 

B.地球上的一切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 

C.地球上的全部生物及其生存的环境 

D 大气圈的下层,岩石圆表层和水圈 

答案：C 

解析：生物圈是指地球上全部生物及其无机环境的总和，包括大气圈的底部、水圈的大部和岩

石圈的表面。 

7.下列能在人体内环境中进行的生理过程是 

A.丙酮酸分解成 CO2 和[H] 

B.抗体的合成及加工 

C.肝炎病毒的增殖 

D.抗体和抗原的特异性结合 

答案：D 

解析：丙酮酸分解成 CO2 和[H]发生在线粒体中，A 错误； 

抗体的合成是在细胞内的核糖体，在内质网和高尔基体中加工，B 错误； 

病毒是高度寄生的生物，增殖过程必须在细胞内，C 错误； 

抗体主要分布在血清中，血清属于内环境，所以抗体与相应抗原发生的特异性结合是在内环境

中进行的，D 正确。 

8.下列有关种群和群落的叙述,正确的是 

A.稻田中的水稻植株高度基本一致,反映了群落的垂直结构 

B.随着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藏羚羊种群数量呈“J”型增长 

C.调查蚜虫的种群密度时,可以选择样方法 

D.经过若干年后,弃耕的农田最终将演替成森林 

答案：C 



 

解析：水稻属于种群，不能反映群落的垂直结构，A 错误； 

保护力度加大仍然有环境阻力，属于“S”型增长，B 错误； 

蚜虫活动能力弱，范围窄，可选择样方法，C 正确； 

弃耕的农田能否最终演替成森林需要分析当地的环境状态，群落不一定最终演替成森林，D 错

误。 

9、在某牧场生态系统（假设食物链为：草→羊→狼）能量流动过程中，羊摄入体内的能量为

a，羊粪便中的能量为 28%a，呼吸作用散失的能量为 46%a，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羊同化的能量为 72%a 

B. 贮存在羊体内的能量为 26%a 

C. 羊流向分解者的能量为 28% 

D. 若草固定太阳能为 X，则从草到羊的传递效率为 72%a/x×100% 

答案：C 

解析: 

A.羊同化的能量=摄入量-粪便量=a-28%a=72%a，A正确； 

B.储存在羊体内的能量=同化的能量-呼吸作用散失的能量=72%a-46%a=26%a，B正确； 

C.羊粪便中的能量（28%）属于上一营养级同化的能量，依据题意无法求出羊流向分解者的能

量，C错误； 

D.若草固定太阳能为 X，则从草到羊的传递效率 72%a/x×100%，D正确。 

故选：C。 

10、下列关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其营养结构的复杂程度有关 

B.围湖造田、扩大耕地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C.“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明生态系统只具有抵抗力稳定性 

D.与草原生态系统相比，热带雨林的恢复力稳定性强 

答案： A 

解析： 

A、生态系统稳定性与其营养结构的复杂程度有关，营养结构越复杂，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

性越强，A正确； 



 

B、围湖造田、扩大耕地降低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B错误； 

C、“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明生态系统具有较强的恢复力稳定性，C错误； 

D、与草原生态系统相比，热带雨林的恢复力稳定性弱，D错误。 

故选：A。 

11、“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能把“落花”转化为“春泥”中无机盐的生物是

（  ） 

A. 生产者 

B. 次级消费者 

C. 初级消费者 

D. 分解者 

答案：D 

解析：“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意思是秋风吹落叶本是件无奈的事，但来年春

天可以化作肥料，滋润花朵生长；能把“落花”转化为“春泥”中无机盐的生物是分解者． 

故选：D． 

12、关于群落演替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群落的演替是一个群落替代另一个群落的过程 

B. 群落的次生演替一定会发展到森林阶段 

C. 群落的初生演替速度比次生演替速度要慢得多 

D. 动、植物群落的演替都与光照条件有关 

答案：B 

解析： 

A、群落的演替是一个群落替代另一个群落的过程，A正确； 

B、群落的次生演替不一定会发展到森林阶段，如在干旱的荒漠地区就不能演替成森林阶段，

B 错误； 

C、群落的初生演替速度比次生演替速度要慢得多，C正确； 

D、动、植物群落的演替都与光照条件有关，D正确． 

故选：B． 

13、下列属于生物多样性间接价值的是（  ） 

A. 许多野生生物是新药开发的原料 

B. 科学家根据苍蝇平衡棒的导航原理，研制了新型的导航仪 

C. 野生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 

D.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激发人们文学艺术创作灵感 

答案：C 

解析： 

A、许多野生生物是新药开发的原料，属于生物多样的性直接价值，A错误； 

B、科学家根据苍蝇平衡棒的导航原理，研制了新型的导航仪，属于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B



 

错误； 

C、野生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属于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C

正确； 

D、“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激发人们文学艺术创作灵感，属于生物多样性的

直接价值，D错误． 

故选：C． 

14、关于营养级的错误叙述的是（  ） 

A. 处于同一营养级的动物一定是一个种群 

B. 在食物链中能量只能由较低营养级流向较高营养级 

C. 食物网中同一种动物可同时占几个营养级 

D. 食物链上一般不超过 5个营养级 

答案：A 

解析： 

A、处于同一营养级的动物的食物来源相似，但不一定是一个种群，A错误； 

B、能量流动是单向的，只能由较低营养级流向较高营养级，且逐级递减，B正确； 

C、同一种动物可处于不同的食物链中，可同时占几个不同的营养级，C正确； 

D、能量传递效率为 10-20%，食物链上一般不超过 5个营养级,D正确． 

故选：A． 

15、在生产上，利用音响设备发出不同的声信号诱捕或驱赶某些动物，使其结群或远离农

田，这是利用了生态系统的功能（   ） 

A.物质循环 

B.能量流动 

C.信息传递 

D.以上都不是 

答案：C 

解析：利用音响设备发出的信号诱捕或驱赶某些动物，使其结群或远离农田，这是利用了生

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功能。其中，音响设备发出的声音属于物理信息。 

故选：C。 

16、某小组在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时，同样实验条件下分别在 4个密闭

锥形瓶中进行如下图所示的培养，均获得了“S 型增长曲线。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达到 K值的时间不同 



 

B.可采用抽样检测的方法对酵母菌进行计数 

C.Ⅱ内的种群数量先于 IV 内的开始下降 

D.4 个锥形瓶中酵母菌种群的 K值均相同 

答案:D 

解析： 

A、由于培养液的体积不同，起始酵母数不同，因此 4个锥形瓶内的种群到达 K值的时间不

同，，A正确； 

B、检测酵母菌种群数量的方法是抽样检测法，B正确； 

C、锥形瓶 II与 IV的培养液体积相同，但是 IV 内的起始酵母菌数量多，种群数量先于试管

II 开始下降，C正确； 

D、锥形瓶 I与 IⅡ、IV 的培养液体积不同，锥形瓶 I与 IⅡ、III的起始酵母菌的数量不

同，锥形瓶 II与 I、IV 的起始酵母菌的数量不同，锥形瓶 II与 I、III 中的培养液不同，因

此 4个锥形瓶中酵母菌种群的 K值各不相同，D 错误。 

故选：D。 

17.一般地说，在食物链中随着营养级的递增，生物个体的数量将依次 

A.递增  B.递减   C.不变     D.稍有增加 

答案：B 

解析：在食物链中，一般而言随着营养级的递增，能量逐级递减，所以生物的个体数将依次

递减。 

18. 下列哪项措施能提高一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A.减少捕食者和寄生者数量 

B.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量保持平衡 

C.适当提高各营养级之间的复杂性 

D.把人工微生态系统放在黑暗环境中 

答案：C 

解析：A、生态系统的成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不能减少其中某些成分的数量,A错误; 

B、生态系统中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量保持平衡,不能提高一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B错误; 

C,提高各营养级之间的复杂性,则营养结构越复杂,自我调节能力越大,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越

强,C正确; 

D、把人工生态系统放入黑暗环境中，那么该生态系统将无法正常维持，D错误。 

19.下列关于群落结构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A.在垂直方向上，所有群落都有明显的分层现象 

B.动物在群落中的垂直分布与植物的分层无关 

C.光照强度、动物等不会影响群落的水平结构 

D.地形的变化、土壤湿度的差异等因素导致有的群落水平结构不同 

答案：D 

解析：在垂直方向上，所有群落都有垂直结构，但不一定都会有明显的分层现象，A错误；

动物在群落中的垂直分布与植物的分层有直接关系，植物为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空间，B错

误；光照强度会影响群落的水平结构，C错误；地形的变化、土壤湿度的差异等因素导致有

的群落水平结构不同，D 正确；因此，本题答案选 D。 

20.运用生态学原理可以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引进物种一定能增加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并提高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 

B.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可以增加大熊猫的数量 



 

C.合理开发和利用野生资源可以起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D.利用农作物秸秆沤肥施给农作物，有利于对生态系统中物质的利用 

答案：A 

解析：引进新物种，不一定会增加生物多样性，可能会因为缺乏天敌而造成生物入侵，导致

当地生物多样性下降，A 错误。 

二、多项选择题：本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每题不止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每题全选对者得 3 分，其他情况不得分。请将相应试题的答案填入下表。 

21.下列关于用样方法进行种群密度调查的叙述，合理的是 

A.取样的关键是要做到随机取样 

B.求得的种群密度是该种群的种群密度估计值 

C.不宜用样方法调查活动能力强的动物的种群密度 

D.样方面积为 1m2，样本数量足够大 

答案：ABC 

解析：A、在用样方法调查种群密度时，取样的关键是要做到随机取样，A正确； 

B、求得的种群密度是该种群的种群密度的估计值，并不是确切值，B正确； 

C、不宜用样方法调查活动能力强的动物的种群密度，一般采用标志重捕法，C正确； 

D、在用样方法取样时，样方面积大小适中，根据调查的不同的生物类型确定样方面积的大

小，D错误． 

故选：ABC． 

22.抗洪战士为了抢险抗洪长时间不吃饭、不休息，其体内激素含量变化情况正确的一组是 

A.胰高血糖素减少       B.甲状腺激素增多 

C.抗利尿激素增多       D.胰岛素减少 

答案：BCD 

解析：长时间不吃饭，导致血糖浓度降低，所以胰高血糖素浓度升高，胰岛素浓度减少，A

错误，D正确；长时间高强度作业，所以细胞代谢加强，甲状腺激素增多，B正确；同时抗利

尿激素增多，尿液减少，C正确。 

23.为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科研人员对太原某地富营养化水体实施生态恢复，先后向水体

引入以藻类为食的某些贝类，引种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以及放养植食性鱼类等。经过一

段间，水体基本实现了“水清”、“景美”、“鱼肥”的治理目标。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治理的水体不能实现自我净化说明该生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强 

B.引种芦革、香蒲既可吸收水中无机盐，又能遮光抑制藻类生长繁殖 

C.适当放养植食性鱼类可使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更好地流向人类 

D.这已成功案例说明调整生态系统的结构是生态恢复的重要手段 

答案：BCD 

解析：治理前的水体不能实现自我净化说明该生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弱，A错误；芦苇，香

蒲属于挺水植物，与藻类竞争阳光、营养物质等，处于优势地位，既可吸收水中无机盐，又

能遮光抑制藻类生长繁殖，B正确；植食性鱼类即可食用藻类，又可以被人类食用，所以放

养植食性鱼类可以使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更好的流向人类，C正确；根据题意可知，基

本实现了“水清”、“景美”、“鱼肥”的治理目标，说明调整生态系统的结构是生态恢复

的重要手段，D正确。 

24.要使生态系统长期存在，必须具有 

A. 生产者 

B. 消费者 



 

C. 分解者 

D. 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 

答案：ACD 

解析：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为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能量，生产者能将环

境中的无机物合成储藏能量的有机物；消费者直接或间接以生产者为食，将生产者的一部分

有机物和能量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物质和能量；分解者能将动植物遗体或遗物中的有机物分

解成无机物，使生态系统的物质得以循环；如果没有生产者，就不能合成储藏能量的有机

物；如果没有分解者，动植物的遗体就会堆积如山，生态系统的物质不能循环。因此，非生

物的物质和能量、生产者和分解者是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成分。 

25. 下面关于生态系统的叙述，正确的是 

A. 各营养级的生物以呼吸作用的形式将碳返回无机环境中 

B. 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比草原生态系统的高 

C. 对板结的土壤进行松土，能加快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D. 分解者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可有可无的成分 

答案：AC 

解析：各营养级的生物以呼吸方式将碳返回无机环境中；森林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多，营养

结构复杂，所以恢复力稳定性比草原生态系统的低；植物的根呼吸的是空气中的氧气．经常

松土，可以使土壤疏松，土壤缝隙中的空气增多，能加快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生产者和分

解者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存在必不可少的成分。 

三、非选择题(包括 6 个大题，共 55 分) 

26.“健康中国，万步有约”是由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起、在全国推广的健走活动，传递健康

生活理念，推动慢性病防治工作。参赛者佩戴健走计步器，记录每日健走步数、强度和时

间。请回答: 

(1)在健走活动中，骨骼肌细胞产生大量的 CO2和热量，CO2刺激位于      的呼吸中枢，从而

加快呼吸运动。产生的热量主要在      的体温中枢调节下，通过汗液的蒸发、皮肤内       

和呼气等方式散出，继而维持体温相对稳定。 

(2)健走过程中，只饮水未进食，人体血糖不断消耗，但仍然维持在 0. 9g/L 左右。该过程中

补充血糖的途径有          。参与血糖调节的主要是胰高血糖素和      两种相互拮抗的

激素，后者通过促进组织细胞        ，降低血糖浓度。 

(3)长期坚持健走活动可促进人体内淋巴细胞数量增加，从而增强人体的    (特异性、非特

异性)免疫功能。健康强大的免疫系统，通过其        、     和     功能，实现它在维持

稳态中的作用。 

答案：（1）脑干    下丘脑    毛细血管舒张  （2）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和一些非糖物质转

化为葡萄糖    胰岛素    摄取、利用和储存葡萄糖  （3）特异性      防卫、监控和清除 

解析：（1）CO2刺激位于脑干的呼吸中枢，从而加快呼吸运动；体温调节中枢在下丘脑，散热

可通过汗液的蒸发、皮肤毛细血管舒张和呼气等方式散出。 

（2）健走过程中，只饮水未进食，人体血糖不断消耗，但仍然维持在 0.9g/L左右。该过程中

补充血糖的途径有肝糖原分解为葡萄糖和一些非糖物质转化为葡萄糖；与此同时，胰高血糖素

和胰岛素两种相互拮抗的激素相互作用，维持血糖平衡。其中胰岛素降血糖原理是促进组织细

胞摄取、利用和储存葡萄糖，降低血糖浓度。 

（3）健走活动可促进人体内淋巴细胞数量增加，从而增强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健康强大

的免疫系统，通过其防卫、监控和清除功能，实现在维持稳态中的作用。 

27. 如图是自然条件下某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模型，请回答: 



 

 
(1)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    特征，   (填“能”或“不能”)反映种群数量的变化趋

势。 

(2)图中曲线是反映种群数量动态变化的     模型，用该模型解释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

目的是          ，以利于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增加。 

(3)图中 A点时种群的年龄组成为        型,A 点后种群的增长速率     (填“增大”、

“减小”、“基本不变”)。 

(4)提高种群的 K值，可采用     的措施，这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 

(5)研究还发现田鼠繁殖能力很强，在调查统计最初的一个月内种群数量每天增加 1.47%。研

究者通常采用      法估算该地区田鼠的种群数量。根据调查统计的数据构建了田鼠种群增

长模型为 Nt=N0λ
t，由此可知田鼠在最初的一个月内的生存环境条件是       ，这种数量增

长形式称作     型增长。而实际上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总是有限的，家鼠的数量增长往往呈

现出      型曲线。重复观察统计田鼠数量，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         ，以利于鼠害的

防治。 

答案：（1）种群密度    不能     （2）数学    有效提高大熊猫种群的 K 值   （3）增长   

减小    （4）就地保护   （5）标志重捕   理想条件（或食物和空间条件充裕、气候适宜、

没有天敌）  J     S    检验或修正 

解析：（1）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不能反映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 

（2）图中曲线是反映种群数量动态变化的数学模型，用该模型解释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

目的是有效提高大熊猫种群的 K 值（或环境容纳量），以利于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增加。 

（3）图中 A 点时出生率大于死亡率，A 点之后数量增加，种群的年龄组成为增长型，K/2时

增长速率最大，A 点后种群的增长速率减小。 

（4）提高种群的 K 值，可采用就地保护的措施，这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 

（5）田鼠的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因此研究者通常采用标志重捕法法估算该地区田鼠的

种群数。研究人员根据最初的一个月内田鼠的数量调查数据构建的田鼠种群增长模型为 Nt=N0

λt，由此可知田鼠在最初的一个月内的生存环境条件是理想条件，种群数量呈 J型曲线。由于

食物、空间都有限，有天敌捕食，就存在环境容纳的最大值 K。若研究人员对此弃耕农田进行

长期研究，将会发现田鼠的种群增长模型的变化趋势是由“J”型增长变为“S”型增长。若研

究人员对此弃耕农田进行长期研究，重复观察统计田鼠数量，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检验或修正，

以利于鼠害的防治。 

28．生态系统多种多样，但在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点，这可以用下图所示模型来表示。请据图

分析回答相关问题：  



 

  

（1）该生态系统中，由          （填字母）构成生物群落。 

（2）图中的各个组成成分相互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具有   、   和  

         的作用，这三者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  

（3）在该生态系统中，碳元素主要通过    作用进入［ ］    中，并以   形

式沿着食物链进行传递,碳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循环主要是以               。  

（4）在某一段时间内，假如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总量为 M，消费者获得的总能量为 m1，分解

者获得的总能量为 m2，则 M的能量除提供给 m1、m2外，还有的去向

是             。 

答案 

 （1）A、B、C （2）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  信息传递（3）光合  A 生产者 含碳有机

物 CO2 （4）被生产者自身的呼吸作用消耗  

解析：从生态系统模型上可知：A为生产者，B 为消费者，C为分解者。能量流动、物质循环

和信息传递是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碳元素主要通过光合作用进入生产者中，并以有机物的

形式传递。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除提供给了 m 1、m 2外，还被自身消耗。 

29.如因表示草原生态系说约能量流动，请回答： 

 

（1）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特点是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无机环境

中的物质可以被生物群落反复利用，其主要原因是生态系统组成成分中的           、           

和            经过               作用将有机物分解成了无机物。 

（2）若此草原向森林群落演替，在这一演替过程中，生产者吸收的 CO2量       

（填“大于”、“等于”、“小于”）整个生物群落排出的 CO2量。 

（3）若将上述草原生态系统开发成为农田生态系统，则其群落的优势物种变为             ，

生态系统的           （抵抗力、恢复力）稳定性降低，人类在此过程中对群落演替产生的

影响是改变了群落演替的         和       。 



 

(4）在草原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物质流中，物质作为能量的           ，使能量沿着食物链

(网）流动；能量作为物质循环的          ，使物质能够不断地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

循环往复。 

答案：（1）单向流动 逐级递减 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 呼吸 （2）大于        （3）草本

植物  抵抗力  速度  方向   （4）载体 动力 

解析：（1）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特点是单向流动，逐级递减；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

无机环境中的物质可以被生物群落反复利用，其主要原因是生态系统组成成分中的生产者、消

费者和分解者经过呼吸作用将有机物分解成了无机物. 

（2）若此草原向森林群落演替，物种丰富度增加，生产者的种类丰富和数量增多，生产者吸

收的 CO2 量大于整个生物群落排出的 CO2 量，营养结构逐渐复杂化，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

逐渐增强． 

（3） 将草原开发为农田，可能原有的植被不存在，但原有的土壤条件仍存在，并保留了草本

植物的种子和根系等，故属于次生演替；物种多样性减少，故其抵抗力稳定性降低，人类在此

过程中对群落演替产生的影响是改变了群落演替的方向和速度． 

（4）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中，物质是能量的载体，能量是物质循环的动力，使物质能够不断

地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循环往返． 

30. 请填写下列与生态学知识和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 

（1）某地区有一个湖泊几年前受污染产重，湖水臭气熏天，鱼虾销声匿迹，居民避而远之。

几年来，当地政府和居民齐心协力，大力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该湖泊呈现出了“春风烟柳”

“鱼翔浅底”“水鸟翔集”“晴空一鹤排云上“等美丽景象，从而成为居民喜爱的休闲场所。

经治理后，该湖泊群落发生了           

演替。 

（2)春来“湖水”绿如蓝是大量的藻类植物繁殖的结果，该湖泊中所有蓝藻     

（填“能”或“不能”）组成一个种群，决定种群密度的直接因素有                       。

单位体积中，种群密度与种群数量呈                     

（填“正”或“负”）相关。 

（3）湖面水鸟嬉戏交颈，使人联想起“关关雌鸡，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

句。诗中“关关”属于生态系统中的          信息，该信息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            

答案：（1）次生（2）不能  出生率与死亡率 迁入率与迁出率 正（3）物理  有利于生物种

群的繁衍  

解析：次生演替：原来的植物群落由于火灾、洪水、风灾、人类活动等原因大部分消失后所发

生的演替。由其他地方进入或残存的根系、种子等重新生长而发生的。因此某湖泊受到重度污

染后，经过治理呈现出了“春风烟柳”“鱼翔浅底”“水鸟翔集”“晴空一鹤排云上”等美丽

景象，此过程发生的演替属于次生演替，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保护可以

改变群落演替的速度和方向。 

（2）种群指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蓝藻是由很多种群组成的，

因此蓝藻不能构成一个种群。决定种群密度的直接因素有出生率与死亡率 迁入率与迁出率。

单位体积中，种群密度与种群数量呈正相关。 

（3）关关是水鸟的叫声，而声音属于物理信息，因此诗中“关关”属于生态系统中的物理信

息，该信息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是有利于生物种群的繁衍。 

31.A和 B两道大题，请任选一道大题完成 

A.某研究性学习小组对农田生态系统做了两项专题研究，下面是他们有关的考察内容和相关

建议，请根据有关信息和原理回答问题： 



 

①夏季，农民经常在田地里除草、灭虫。从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角度看，这样做的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 

②收获季节，不少农民在田里焚烧作物秸秆，其主要危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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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少塑料地膜带来的“白色

污染”。“再生纤维共混膜”在土壤中 1～2个月就会分解掉，分解该“地膜”的生物在生态

系统中称为     。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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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线。请在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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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①调整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使能量更多地流向农作物 

②导致空气污染  分解者 

③如图 

 
 

解析： 

①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农民通过除草、灭虫、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调整农田生态系统的能

量流动，使能量更多地流向农作物，最终流向人类。 

②农民在田里焚烧作物秸秆，其主要危害是导致空气污染。利用秸秆生产“再生纤维共混

膜”的化学本质是有机物，分解“地膜”的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称为分解者。 

③某农民因不慎使用了假化肥导致农作物迅速死亡，则该农田中初级消费者和次级消费者在

数量上都将依次减少，绘图如下： 

 
 

 



 

B.下图为某一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分，各物种旁或下括号内的数字分别表示该物种的数量和平

均生物量（生物量是指某一时刻单位面积内有机物质总量）。请回答： 

 
（1）绘制这一生态系统的生物量金字塔，并标注生物量。 

（2）  是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生态系统的    就是沿着这种渠道进行的。 

（3）  是生态系统的基石。 

答案： 

（1）如图 

 
（2）食物链和食物网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3）生产者 

解析： 

（1）生物量金字塔，将每个营养级现存生物的有机物质量用面积表示，由低到高绘制成图，

即为生物量金字塔。 

（2）消费者的存在，能够加快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是食物链和食物

网，生态系统的量流动、物质循环就是沿着这种渠道进行的。 

（3）生产者能进行光合作用，为生态系统的其它成分提供了物质和能量，是生态系统的基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