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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七中 2022 届 暑假生物 练习——种群和群落、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一、选择题

1．下列为种群数量特征的两个概念图，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A．图 1中预测种群数量未来变化趋势的主要依据是 b

B．图 1中的 c为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

C．图 2中丁与图 1中的 a表示的含义相同

D．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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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假如要调查一块农田中某种鼠和蚯蚓的种群密度，通常采用的调查方法分别是( )

A．标志重捕法、样方法 B．标志重捕法、标志重捕法

C．样方法、样方法 D．样方法、标志重捕法

3．(2018·全国Ⅰ，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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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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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生物兴趣小组对某动物繁育中心的某种濒危动物的种群增长速率进行了调查，如表为调查结果。下

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年份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增长速率 0.50 1.33 2.69 3.78 2.88 1.36 0.09

A.第四年的该种群数量大约是该环境容纳量的一半

B．第一年至第七年，该种群的年龄组成从增长型向衰退型转变

C．该种群数量呈“S”型增长，种群增长速率不受种群密度制约

D．对该濒危动物最好的保护方式为就地保护

5．下列关于“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变化”实验的相关操作，正确的是( )

①培养酵母菌时，必须去除培养液中的溶解氧 ②将适量干酵母放入装有一定浓度葡萄糖溶液的锥形瓶

中，在适宜条件下培养 ③将培养液振荡摇匀后，用吸管从锥形瓶中吸取一定量的培养液 ④在血细胞计

数板中央滴一滴培养液，盖上盖玻片，并用滤纸吸去边缘多余培养液⑤待酵母菌全部沉降到计数室底部，

将计数板放在载物台中央，在显微镜下观察、计数

⑥计数时，压在小方格界线上的酵母菌应计数相邻两边及其顶角上的 ⑦早期培养不需取样，培养后期每

天取样一次

A．①②③④⑥ B．②③④⑥⑦ C．①②③⑥ D．②③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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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关于群落的结构的理解，不正确的是( )

A．竹林中竹子高低错落有致，其在垂直结构上有分层现象

B．动物在群落中的垂直分布与植物的分层现象密切相关

C．淡水鱼占据不同的水层，出现的分层现象与各种鱼的食性有关

D．不同地段生物种类有差别，在水平方向上无分层现象

7．如图表示一片草原上的兔子和狼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后一段时间内相对数量变化的趋势，下列相关分析

错误的是( )

A．甲、乙分别表示兔子和狼的数量变化 B．狼的 K 值接近 B点对应的数值

C．兔子的 K 值接近 C点和 D点对应的数值 D．第 3年狼的数量会因缺乏食物而下降

8．下表是退耕还林后，某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群落自然演替所经历的“一年生草本、多年生草本和灌木”

三个阶段中优势物种的种群密度变化情况(单位：株/平方米)。

第 1年 笫 5年 第 10年 第 15年 第 20年

物种 a 5 10 2 0 0

物种 b 1 2 5 3 3

物种 c 0 1 3 8 6

下列分析合理的是( )

A．第 1～10年内，该生态系统中物种的丰富度先升高然后再降低

B．第 1～20年内，物种 b逐渐成为优势物种，主要与其适应环境有关

C．第 1～5年内，物种 a密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该种群年龄组成属于增长型

D．第 10～15年内，物种 a逐渐消失的原因可能与其不能适应弱光环境相关

9.如图表示某生态系统各成分(丁为非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A．光能通过甲输入生态系统 B．参与构成食物链的成分有甲和乙

C．碳元素在乙与丙之间以 CO2形式传递 D．丙主要是指营腐生生活的细菌和真菌

10．下列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群落演替过程中生物多样性一般会逐渐降低

B．建立动植物园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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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湿地能调节气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D．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

11．如图所示为某自然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图解，其中 a、b、c、d为相应营养级同化的能量，e、f、g、h

为流向分解者的能量(单位略)。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第一营养级与第二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为(b＋e)/a×100%

B．该图示可反映出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特点和物质循环特点

C．生产者都属于同一个营养级，有的消费者可属于不同营养级

D．消费者同化的能量都有一部分通过下一级消费者的粪便流向分解者

12．如图为某生态系统的碳循环示意图(Ⅰ～Ⅳ表示生态系统的成分，①～⑧表示相关过程)，下列叙述正

确的是( )

A．图示的碳循环路径是完整的

B．流经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通过①过程实现的

C．图中以 CO2的形式进行的过程有①⑥⑦⑧过程，以含碳有机物的形式进行的过程有②③④⑤

D．图中由生产者、Ⅱ、Ⅲ和Ⅳ构成的食物链中，能量流动是单向、逐级递减的

二、非选择题

13．阅读下列三个材料，回答有关问题：

材料一 我国海南岛的森林覆盖率在 1956年为 25.7%,1964年为 18.2%,1981年为 8.53%，并且因地面遮盖

程度大大降低，从而导致坡垒等珍贵植物濒临灭绝，裸实等珍贵药用植物灭绝。

材料二 我国西北某县野生甘草面积 1967年为 4万多公顷，30年后已经有一半挖尽。

材料三 一种原产于日本的林业害虫，于 20世纪 80年代入侵我国华南地区，并且由于缺乏天敌而迅速蔓

延开来。据 1990年统计，这种害虫使该地区 13多万公顷的马尾松林受到危害。

(1)材料一说明造成这两种野生生物资源濒危或灭绝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

(2)材料二说明造成这些野生生物资源明显减少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

(3)材料三说明由于____________________入侵或引种到__________的地区，使得这些地区原有物种受到威

胁。

(4)除上述原因外，你联系实际说出 1种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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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你说出两种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采取的措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研究者调查了大别山不同海拔的 9个马尾松林群落的物种丰富度，结果如图所示。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注：字母 A～I代表群落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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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别山的全部马尾松可称为一个________。在野外调查中，很难从外部特征确定马尾松种群的准确年龄，

通常以马尾松立木的胸径结构(种群中不同胸径大小的个体数)代替其__________，来进一步预测种群数量

的变化。

(2)在野外群落调查中，首先识别组成群落的物种并列出它们的名录，这是测定物种丰富度的最简单的方法。

调查发现，群落 A以马尾松林形式存在，群落物种丰富度________(填“较高”“较低”或“不变”)，A～

I群落发育阶段不同，马尾松林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呈______________的变化趋势，且群落物种多样性在群

落发育的________(填“早”“中”或“晚”)期最高。

(3)在群落发育晚期，由于不同植物间的________加剧，导致群落的物种丰富度降低。乔木、灌木和草本植

物 分 别 配 置 在 群 落 的 不 同 高 度 上 ， 具 有 明 显 的 ________ 现 象 ， 这 能 提 高 群 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能力。

(4)若群落 A是由冰盖融化后的裸地演替而来，则此种演替属于________演替，该演替过程中生态系统所含

有机物变化的情况是____________________。人类活动可以影响群落演替的______________。

15．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包括结构和功能上的稳定。图中“置位点”为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某个理想

状态，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和 ______________，生态系统具有能量流动、

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__三大功能。

(2)某池塘中，早期藻类大量繁殖，食藻浮游动物(如水蚤)大量繁殖，藻类减少，接着又引起水蚤减少。后

期排入污水，加速水蚤死亡，加重污染，导致更多水蚤死亡。关于上述过程，可知早期属于________反馈

调节，后期属于________反馈调节。

(3)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有一定抵抗外界干扰、保持生态平衡的特性，该特性被称为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越大，营养结构越复杂，该稳定性越________(填“强”或“弱”)。

(4)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出现雾霾，甚至 PM2.5爆表的现象，说明生态系统的_________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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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和群落、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答案与解析

1.答案 C

解析 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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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为图 1的变式，图 2中甲使种群密度增加，应为出生率和迁入率；乙使

种群密度减小，应为死亡率和迁出率；丙只影响出生率，应为性别比例；丁为年龄组成。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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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 c为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

数量特征，B项正确；图 2中丁为年龄组成，而图 1中 a为性别比例，C项错误；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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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正确。

2.答案 A

解析 鼠的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可用标志重捕法调查；蚯蚓的活动能力较弱，可用样方法调查。

3.答案 D

解析 当空间、资源有限时，种群呈“S”型增长，A项正确；林场空间、资源有限，老鼠种群的增长会

由于密度增加而逐渐减慢，B项正确；鱼塘中某种鱼的养殖密度不同时，由于鱼的大小不同等，单位水体

中产量有可能相同，C项正确；培养瓶中细菌种群数量达到 K 值前，由于环境阻力逐渐增大，密度对其增

长的制约逐渐增强，D项错误。

4.答案 A

解析 从表中数据可知，该种群的增长速率在调查的七年内，先增大后减小，符合“S”型增长模型，第

四年该种群的增长速率最大，对应的种群数量应为 K/2，A正确；种群数量呈“S”型增长的种群，其年龄

组成从增长型逐渐向稳定型转变，B错误；种群数量呈“S”型增长的种群，其种群密度制约种群的增长

速率，C错误；对动物繁育中心的该濒危动物最好的保护方式为易地保护，D错误。

5.答案 D

解析 ①培养酵母菌时，不需要去除培养液中的溶解氧；④中不是先在血细胞计数板中央滴培养液，再盖

上盖玻片，应该是盖上盖玻片之后再滴培养液；⑦早期培养也要取样观察。

6.答案 A

解析 竹林中的竹子是同一物种，属于种群而非群落，A项错误；动物在群落中的垂直分布主要与食性有

关，与植物的分层现象密切相关，B项正确；淡水鱼在垂直结构上的分层分布现象与其食性有关，C项正

确；不同地段的土壤性质、水分、温度、光照不同从而导致生物种类有差异，同一地段上种群密度也有差

别，常呈镶嵌分布，D项正确。

7.答案 B

解析 据图中曲线变化可知，甲的数量最先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乙的数量的增加，甲的数量随之减少，

推测甲为被捕食者兔子，乙为捕食者狼，A正确；K 值是指在自然环境不受破坏的情况下，一定空间中所

能维持的种群最大数量，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环境不遭受破坏的情况下，种群数量会在 K 值附近上下波

动，B错误；种群数量会在 K 值附近上下波动，从图上分析，兔子的 K 值应该接近 C点和 D点对应的数

值，C正确；据图分析可知，第 3年时兔子的数量在下降，因此狼的数量会因缺乏食物而下降，D正确。

8.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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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表中只列举了 3个物种的种群密度变化情况，据此不能判断该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的变化情况，

A错误；第 1～20年内，物种 c逐渐成为优势物种，主要与其适应环境有关，B错误；第 1～5年内，物种

a密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该种群能获得较多的光照，能够适应环境，C错误；第 10～15年内，由于多年生

草本和灌木的遮盖，物种 a获得的光照较少，因此不能适应弱光环境而逐渐消失，D正确。

9.答案 C

解析 依据题意和图示分析可知，甲为生产者，乙为消费者，丙为分解者。光能通过生产者的光合作用输

入生态系统，A项正确；参与构成食物链的成分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即甲和乙，B项正确；碳元素在乙和

丙之间以含碳有机物的形式传递，C项错误；分解者主要是指营腐生生活的细菌和真菌，D项正确。

10答案 D

解析 生物群落在自然演替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一般会逐渐增加，A错误；就地保护可保护生物及其生存

环境，这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B错误；湿地能调节气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C错

误；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D正确。

11.答案 C

解析 第一营养级与第二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第二营养级的同化量/第一营养级的同化量＝

b/a×100%，A错误；该图示只能反映出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的特点，即单向流动和逐级递减，但不能体

现出物质循环的特点，B错误；生产者属于第一营养级，有的消费者为杂食性动物，可属于不同营养级，

C正确；最高营养级没有下一级消费者，因而其同化的能量就不可能通过下一级消费者的粪便流向分解者，

D错误。

12.答案 B

解析 图中Ⅰ、Ⅱ、Ⅲ、Ⅳ分别为大气中的 CO2库、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和分解者。图中缺少Ⅱ、Ⅲ

直接到Ⅰ的碳循环路径(第二营养级和第三营养级的呼吸作用)，故 A项错误；流经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

生产者通过①过程(如光合作用)固定的，B项正确；图中①⑦⑧过程以 CO2的形式进行，②③④⑤⑥过程

以含碳有机物的形式进行，C项错误；食物链中不包括分解者Ⅳ，D项错误。

13．答案(1)种群 年龄组成 (2)较低 先增加后减少 中 (3)竞争 分层 利用阳光、空间等环境资源

(4)初生 先增加后保持稳定 速度和方向

解析 (1)大别山的全部马尾松属于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内的同种生物，属于一个种群；种群的数量特征

中，年龄组成可以预测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2)群落 A以马尾松林形式存在，据图分析可知，此阶段群落

物种数较少，群落的物种丰富度较低；图中 A～I群落发育阶段，马尾松林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呈现先增加

后减少的趋势，且群落物种多样性在群落发育的中期最高。(3)群落发育晚期，不同植物间的竞争加剧，使

某些物种消失，最终导致群落的物种丰富度降低。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分别配置在群落的不同高度上，

具有明显的分层现象，这能提高群落利用阳光、空间等环境资源的能力。(4)冰盖融化后的裸地从来没有被

植被覆盖过，所以其演替属于初生演替；自然条件下的群落演替过程是生态系统趋于相对稳定的过程，其

有机物含量也逐渐增多并趋于相对稳定，人类活动往往会使群落按照不同于自然演替的速度和方向进行。

14.答案 (1)营养结构(食物链和食物网) 物质循环 信息传递 (2)负 正 (3)抵抗力稳定性 强 (4)自

我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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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组成成分和营养结构(即食物链和食物网)，生态系统的功能有能量流动、物

质循环和信息传递。(2)根据题图及正、负反馈调节的概念即可得到答案。(3)生态系统具有抵抗外界干扰、

保持生态平衡的特性，称为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营养结构越复杂，自我调节能力越强，生态系统的

抵抗力稳定性越强。(4)雾霾的出现及 PM2.5爆表的现象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

调节能力，说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

15.答案 (1)植被破坏 (2)掠夺式地开发利用 (3)外来物种 缺乏天敌 (4)人为捕杀；环境污染等 (5)

建立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 建立植物园、动物园或濒危动植物繁育中心(易地保护) 加强教育和法规建设

(任答两个)

解析 (1)分析材料一可知，造成这两种野生生物资源濒危或灭绝的主要原因是植被破坏。(2)分析材料二可

知，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如掠夺式开发导致野生甘草已有一半被挖尽。(3)分析材料三可知，由于外来物种

入侵或引种到缺乏天敌的地区，使得这些地区原有物种受到威胁。(4)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环境污染，

会使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导致生物不能适应环境而死亡；人类对野生动物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会直接导致

生物物种的减少等。(5)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禁止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建立自然保护区、易地保护、

设立科研机构、进行人工繁殖、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制定法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