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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生态学基础模拟卷（一）

第一部分选择题（40 分）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按生物栖息场所及生境类型划分，生态学可分为（ ）和水域生态学。

A．湿地生态学 B．陆地生态学 C．生态系统生态学 D．动物生态学

2．生态学的发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 ）。

A．三个时期 B．四个时期 C．五个时期 D．六个时期

3．（ ）直观地表明了营养级之间的依赖关系，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A．个体数金字塔 B．生物量金字塔 C．能量金字塔 D．年龄金字塔

4．种群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 ）。

A．种群 B．群落 C．生态系统 D．有机个体

5．确定生态系统内消费者营养级的根据是（ ）。

A．根据消费者的个体大小 B．根据消费者的食量大小

C．根据消费者的食性 D．根据消费者的主要食性

6．一个生态系统内必须有的生物成分是（ ）。

A．植物、动物 B．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C．动物、微生物 D．水、植物

7．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作物为（ ）。

A．生产者 B．消费者 C．分解者 D．小型消费者

8．使生态系统多样性维持高水平的措施是（ ）。

A．保持平静 B．低度干扰 C．中度干扰 D．强度干扰

9．下列属于沉积型循环的元素或物质是（ ）。

A．C B．N C．P D．H2O

10．与演替过程中的群落相比，顶极群落的特征是（ ）。

A．信息少 B．稳定性高 C．矿质营养循环开放 D．食物网简单

11．单元顶极理论中的顶极群落最适应的生态条件是（ ）。

A．土壤 B．地形 C．气候 D．生物

12．植物对高原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是（ ）。

A．细胞内叶绿体大、数量少 B．气孔导度减小、数目增多

C．光合作用量子效率升高 D．形成 CO2的储存

13．我国土壤酸碱度分为（ ）。

A．3级 B．4级 C．5级 D．6级



14．群落中的“偶见种”可能是（ ）。

A．优势种 B．伴生种 C．残遗种 D．亚优势种

15．下列不属于热带雨林特点的是（ ）。

A．种类组成极为丰富 B．生态位分化明显

C．季相交替非常明显 D．藤本植物较为常见

16．骆驼的血液里含有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可以保持血液的水分，这是动物对环境湿度的一种

（ ）。

A．体型构造的适应 B．行为的适应 C．遗传的适应 D．生理的适应

17．下列有关干旱区域的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干旱区域的生态系统食物链少，抵抗力稳定性强

B．干旱区域的生态系统自动调节能力弱，恢复力稳定性强

C．经干旱环境长期诱导，生物体往往发生耐旱突变

D．种群密度是限制干旱区域生物种群数量增长的关键生态因素

18．在大棚生产中，施放下列选项中的哪一种气体可以提高光合作用（ ）。

A．氧气 B．二氧化碳 C．氮气 D．水汽

19．生活在强风地区的鸟类的特点是（ ）。

A．羽毛短，紧贴在身上 B．羽毛短，蓬松

C．羽毛长，紧贴在身上 D．羽毛长，蓬松

20．森林砍伐形成的裸地，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的演替过程是（ ）。

A．原生演替 B．次生演替 C．水生演替 D．旱生演替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 110 分）

二、填空题（2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21．现代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 ）。

22．附生植物与被附植物是一种典型的（ ）关系。

23．生物朝不同方向进化的“对策”称为（ ）。

24．种群之间的正相互作用包括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和（ ）。

25．从种群数量变动的角度看，沿海的赤潮现象，属于（ ）。

26．从分解动植物残体开始的食物链是（ ）食物链。

27．流经某一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该生态系统中（ ）所固定的太阳能。

28．种间竞争的结果具有（ ）。

29．系统输出的一部分物质、能量、信息又反过来作为输入部分对原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叫

（ ）现象。

30．由于光照的差别，常把南坡称阳坡，北坡称（ ）。

31．种群中各年龄段的个体数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或配置情况即为种群的（ ）。



32．根据阿伦规律，通常生活在寒冷地带的恒温动物的四肢、尾巴和外耳等身体的突出部分

有趋于缩短的现象，这是对（ ）因子的适应。

33．从土壤质地来看，最适合作物生长的土壤是（ ）。

34．反馈调节是生态系统的稳态机制之一，但只有（ ）反馈才能控制种群密度过度增长。

35．生物对昼夜交替周期性变化的适应形成的节律变化是（ ）。

36．植物开始生长和进行净光合生产所需要的最小光照强度是（ ）。

37．耐性定律是由美国生态学家（ ）于 1913 年提出的。

38．食物链可分为捕食食物链、碎屑食物链、（ ）和混合食物链。

39．陆生动物对环境中水因子的适应一般表现在形态结构上的适应、生理适应和（ ）。

40．（ ）既能在阳地生长，也能在较阴的地方生长，只是不同植物种类的耐阴性的程度

不同而已。

三、判断题（41－5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41．我国的生态学在建国前就开始迅速发展。（ ）

42．当种群数量超过环境容量 K时，种群数量趋向于增加。（ ）

43．种群的空间分布有均匀型、随机型和集群型。（ ）

44．大多数生物种群数量的年间变动是不规则的。（ ）

45．自然选择有一定的方向性。（ ）

46．磷是生物有机体可以缺少的一种元素。（ ）

47．同一气候区内，无论其他生态条件如何，只有一个气候顶极群落的学说称为单元顶极学

说。（ ）

48．生物因子对于种群的影响，通常与种群本身的密度无关。（ ）

49．非生物因子对整个种群的影响是相等的。（ ）

50．在一定稳定状态下﹐任何特定因子的存在量低于某种生物的最小需要量，是决定该物种

生存或分布的根本因素。这一理论被称作利比希最小因子定律（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1．为什么说种群是进化的基本单位？

52．简述从裸岩开始的旱生演替。

53．简述土壤的生态学意义。

五、论述题（54 小题，20 分）。

54．比较 r对策者和 K对策者的特点。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B 【解析】按生物栖息场所及生境类型划分，生态学可分为陆地生态学和水域生态学。

2．B 【解析】生态学发展简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建立时期、巩固时期和现代

生态学时期。

3．C 【解析】能量金字塔能反映出能量的多少，且可以反映营养级之间的依赖关系。

4．A 【解析】种群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种群，是对某一种群的整体特征进行研究。

5．D 【解析】消费者营养级分类的根据是消费者的主要食性或取食的先后。

6．B 【解析】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两部分组成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

者是生物群落的三大功能类群。

7．A 【解析】农业生态系统是农田环境因素、绿色植物，各种动物和各种微生物四大基本

要素构成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系统。生产者主体是农作物，其次是杂草。

8．C 【解析】干扰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有学者认为只有中等程度的干扰能使多样性维持

高水平，它允许更多的物种入侵和定居。

9．C

【解析】生态系统中地球化学循环的类型从整个生物圈的观点出发﹐可以分为气相型循环和

沉积型循环。气相型循环的储存库主要是大气圈和水圈。沉积型循环的储存库主要是岩石圈

和土壤圈。Р循环属于沉积型循环。

10．B 【解析】顶极群落的信息量大，稳定性高，食物网复杂。

11．C 【解析】单元顶极理论中，气候是顶极群落最适应的生态条件。

12．D 【解析】植物对高原生态环境的典型适应方式是形成 CO2的储存。

13．C 【解析】我国土壤酸碱度划分 5级：pH≤5，0 为强酸性，pH5．0－6．5 为酸性，pH6．5

－7．5 为中性，pH7．5－8．5 为碱性，pH>8．5 为强碱性。

14．C 【解析】在群落中出现频率很低的种类。偶见种可能是由于环境的改变偶然侵入的种

群，或群落中衰退的残遗种群。

15．C 【解析】热带雨林的季相交替不明显。

16．D 【解析】骆驼的血液里含有一种特别的蛋白质可以保持血液的水分，这是动物对环境

湿度的一种生理的适应。

17．B 【解析】干旱区域的生态系统自动调节能力弱，恢复力稳定性强。

18．B 【解析】在一定二氧化碳范围内可以促进植物的光合作用积累，因此在大棚生产中，

施放二氧化碳气体可以提高光合作用。

19．A 【解析】鸟类在强风环境中形成了羽毛短、紧贴在身上等形态的适应。

20．B 【解析】森林砍伐形成的裸地，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的演替过程是次生演替。

二、填空题



21．生态系统 【解析】现代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系统。

22．偏利共生 【解析】附生植物与被附植物是一种典型的偏利共生关系。

23．生态对策 【解析】生物朝不同方向进化的“对策”称为生态对策。

24．原始合作 【解析】种群之间的正相互作用包括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和原始合作。

25．种群爆发 【解析】从种群数量变动的角度看，沿海的赤潮现象，属于种群爆发。

26．碎屑（或腐食） 【解析】从分解动植物残体开始的食物链是碎屑（或腐食）食物链。

27．生产者 【解析】流经某一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该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所固定的太阳能。

28．不对称性 【解析】种间竞争的结果具有不对称性。

29．反馈

【解析】系统输出的一部分物质、能量、信息又反过来作为输入部分对原系统进行有效的控

制叫反馈现象。

30．阴坡 【解析】由于光照的差别，常把南坡称阳坡，北坡称阴坡。

31．年龄结构 【解析】种群中各年龄段的个体数在种群中所占的比例或配置情况即为种群

的年龄结构。

32．温度 【解析】根据阿伦规律，通常生活在寒冷地带的恒温动物的四肢、尾巴和外耳等

身体的突出部分有趋于缩短的现象，这是对温度因子的适应。

33．壤土 【解析】从土壤质地来看，最适合作物生长的土壤是壤土。

34．负 【解析】反馈调节是生态系统的稳态机制之一，但只有负反馈才能控制种群密度过

度增长。

35．昼夜节律 【解析】生物对昼夜交替周期性变化的适应形成的节律变化是昼夜节律。

36．光补偿点 【解析】植物开始生长和进行净光合生产所需要的最小光照强度是光补偿点。

37．谢尔福德 【解析】耐性定律是由美国生态学家谢尔福德于 1913 年提出的。

38．寄生食物链 【解析】食物链可分为捕食食物链、碎屑食物链、寄生食物链和混合食物

链。

39．行为适应 【解析】陆生动物对环境中水因子的适应一般表现在形态结构上的适应、生

理适应和行为适应。

40．耐阴植物 【解析】耐阴植物既能在阳地生长，也能在较阴的地方生长，只是不同植物

种类的耐阴性的程度不同而已。

三、判断题

41．×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我国生态学的研究与发展。

【解析】我国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1949 年以前我国只有少数的学者在植物地理、个体生态

和群落生态方面做点零星的工作，1949 年以后陆续进行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生物考察。

42．× 【解析】当种群数量超过环境容量（K）时，种群数量趋向于减少。

43．√



44．√

45．√

46．× 【解析】磷是生物有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47．√

48．× 【解析】生物因子对于种群的影响，通常与种群本身密度有关。

49．√

50．√

四、简答题

51．进化生物学认为，变异位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心脏地位，因为变异既是进化的产物，又是

进化的根据。种群内的变异包括遗传物质的变异、基因表达的蛋白质的变异和表型的数量性

状的变异。遗传物质的变异主要来自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突变。同一种群内个体共有一个基因

库，物种的进化过程表现为种群世代间基因频率的变化，由于突变、迁入，选择、漂变等原

因，使大部分种群内存在相当多的遗传变异。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种群是进化的基本单位。

52．（1）地衣群落阶段。（2）苔藓群落阶段。（3）草本群落阶段。（4）灌木群落阶段。

（5）森林群落阶段。

53．土壤是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包括：

（1）土壤是许多生物栖居的场所。（2）土壤是生物进化的过渡环境。（3）土壤是植物生

长的基质和营养库。（4）土壤是污染物转化的重要场地。

五、论述题

54．r 对策者个体小、寿命短、存活率低，但增殖率（r）高，具有较大的扩散能力，适应于

多变的栖息环境。r对策者虽然因为防御力弱、无亲代关怀等原因而死亡率甚高，但其高 r

值能使种群迅速恢复，高扩散能力又可使它们迅速离开恶化的环境，在别的地方建立起新的

种群。K对策者个体大、寿命长、存活率高，但增殖率（r）低，适应稳定的栖息环境，不具

有较大的扩散能力，仅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种群密度较稳定。K对策者防御力较强、有亲

代关怀，其种群数量较稳定，一般保持在 K值临近，但不超过它，所以能在生存竞争中取得

胜利。但是，K对策者一旦受到危害而种群下降，因其低 r 值而恢复困难。



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生态学基础押题卷（一）

第一部分选择题（40 分）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种群的个体数量在短期内异常迅速增长（如蝗虫大发生），这种现象称为（ ）。

A．种群平衡 B．种群爆发 C．种群衰退 D．周期性波动

2．下列条件中，能提高雏鸡的孵化率，降低“死胎”率的是（ ）。

A．高温条件 B．低温条件 C．恒温条件 D．昼夜变温

3．只有在环境资源分布均匀、种群中个体间没有彼此吸引或排斥的情况下，种群的内分布

型才会出现（ ）。

A．集群分布 B．均匀分布 C．随机分布 D．聚集分布

4．下列影响种群调节的因素中，属于非密度制约因素的是（ ）。

A．竞争 B．寄生 C．捕食 D．降雨

5．下列属于半自然生态系统的是（ ）。

A．宇宙飞船生态系统 B．农田生态系统

C．城市生态系统 D．森林生态系统

6．气相型循环的储存库主要是（ ）。

A．大气圈 B．土壤圈 C．岩石圈 D．智能圈

7．坡度在 16°－25°的是（ ）。

A．缓坡 B．斜坡 C．陡坡 D．急坡

8．时间短、范围小、开放式的循环是（ ）。

A．地球化学循环 B．生物循环 C．沉积型循环 D．气相型循环

9．下列生物和羊属于同一营养级的是（ ）。

A．水稻 B．三叶草 C．狼 D．牛

10．下列辅助能属于自然辅助能的是（ ）。

A．农药 B．有机肥 C．降雨 D．化肥

11．顶极－格局假说的优势顶极，相当于单元顶极学说的（ ）。

A．后顶极 B．前顶极 C．亚顶极 D．气候顶极

12．达到气候顶极以前的一个相当稳定的演替阶段是（ ）。

A．后顶极 B．亚顶极 C．前顶极 D．分顶极

13．饶基耶尔（C．Raunkiaer）频度定律表明（ ）。

A．属于低级频度的种类通常较多 B．低频度种的数目较高频度种的数目少

C．频度越高的种的数目越低 D．频度越高的种的数目越高



14．森林群落“基盖度”的植物基部断面积，常以离地面（ ）断面积计算。

A．2．54cm 处 B．1．3m 处 C．1 英寸处 D．1m 处

15．常绿阔叶林的分布区域是（ ）。

A．热带 B．温带 C．亚热带 D．寒温带

16．沉积型循环的储存库主要是（ ）。

A．大气圈 B．水圈 C．智能圈 D．土壤圈

17．下列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属于典型沉积型的是（ ）。

A．碳 B．氮 C．磷 D．氧

18．地形是通过影响光、温、水和土壤等环境要素而影响植物生长、发育和分布的，因此属

于（ ）。

A．间接因子 B．生物因子 C．直接因子 D．限制因子

19．下列关于衰退型种群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年龄锥体呈金字塔形 B．幼龄个体多，老龄个体少

C．幼龄个体少，老龄个体多 D．幼龄与老龄的个体数大致相等

20．“－3/2 自疏法则”描述了植物种群内个体间由于竞争而产生的（ ）。

A．密度效应 B．产量效应 C．温度效应 D．边缘效应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110 分）

二、填空题（2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21．生态学研究对象组织层次可分为分子－基因－细胞－组织－个体－（ ）－群落－生

态系统。

22．当环境条件相当一致，且生物没有群集的要求，则该生物种群的内分布型是（ ）。

23．短时间内种群数量猛增造成种群爆发或大发生，具有不规则或周期性波动的生物都有可

能出现（ ）。

24．竞争排除原理也称（ ）。

25．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相互适应、相互选择、共同进化的现象称为（ ）。

26．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划分是依据其在生态系统中的（ ）。

27．生态系统能保持高度的有序状态，是因为它是（ ）。

28．恒温动物的生长效率低于变温动物的主要原因是（ ）。

29．容量较大，具永久性，物质交换活动缓慢的库称为（ ）。

30．反馈有两种类型，即正反馈和负反馈，生态系统的反馈主要是（ ）。

31．除太阳辐射能以外，其他进入生态系统的任何形式的能量都称为（ ）。

32．水生植物有发达的（ ），以保证各器官、组织对氧的需要。

33．根据土壤质地可把土壤区分为沙土、黏土和（ ）三大类。

34．用丰富度指数来测定物种多样性不能反映种的（ ）。



35．具有镶嵌性特性的植物群落称为（ ）群落。

36．种群的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而上下摆动的情况称为（ ）。

37．地球表层大气、土壤、水体及植被的温度逐年缓慢上升被称为（ ）。

38．种群的年龄结构是指种群内各个体的（ ）。

39．旱生植物在形态结构上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增加水分摄取；另一方面表现为（ ）。

40．气流翻过山岭时在背风坡绝热下沉而形成的干热的风称为（ ）。

三、判断题（41－5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41．我国的生态学在建国前就开始迅速发展。（ ）

42．当种群数量超过环境容量 K时，种群数量趋向于增加。（ ）

43．种群的空间分布有均匀型、随机型和集群型。（ ）

44．大多数生物种群数量的年间变动是不规则的。（ ）

45．自然选择有一定的方向性。（ ）

46．生态系统的功能主要反映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及能量流动和信息的传递上。（ ）

47．生态因子间的补偿作用是无条件的，而且是非经常和非普遍的。（ ）

48．热带草原中典型的食草动物是长颈鹿、斑马等。（ ）

49．对主要生态因子耐性范围广的物生种，其地理分布也广。（ ）

50．酸雨被称为空中“死神”。（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1．简述种群年龄结构的含义及其基本类型。

52．简述偏利共生和互利共生，并举例说明。

53．简述反馈调节。

五、论述题（54 小题，20 分）。

54．论述全球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B 【解析】种群爆发是指短时间内种群数量猛增的现象。

2．D 【解析】地表太阳辐射的周期性变化产生温度有规律的昼夜变化，使许多生物适应了

变温环境，多数生物在变温下比恒温下生长得更好。例如，蝗虫在变温下的平均发育速度比

恒温下快 38．6%。昼夜变温能提高雏鸡的孵化率，降低“死胎”率。

3．C 【解析】只有当环境均一、资源在全年平均分布而且种群内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

导致任何形式的吸引和排斥时，才能出现随机分布。

4．D 【解析】非密度制约因素是指与种群本身密度大小无关的因素。对于陆域环境来说，

它包括温度、光照、风、降雨等非生物性的气候因素。对于水域环境来说，它则是水的物理、

化学特性的一系列因素。

5．B 【解析】半自然生态系统是介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之间，在自然生态系统

的基础上，通过人工对生态系统进行调节管理，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生态系统，如人工

草场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等。

6．A 【解析】气相型循环的储存库主要是大气圈和水圈。

7．B 【考点】坡度

【解析】按坡面的倾斜度，通常可分为下列几个等级：

平坦地 5°以下 缓坡 6°－15° 斜坡 16°－25°

陡坡 26°－35° 急坡 36°－45° 险坡 45°以上

8．B 【解析】生物循环是指环境中的元素经生物体吸收，在生态系统中被相继利用，然后

经过分解者的作用，再为生产者吸收、利用。生物循环的时间短、范围小，是开放式的循环。

9．D 【解析】生态学上把具有相同营养方式和食性的生物统归为同一营养层次，并把食物

链中的每一个营养层次称为营养级。牛和羊都是异养生物，并且具有以植物为食的共同食性，

因此牛和羊属于同一营养级。

10．C 【解析】自然辅助能指在自然过程产生的一切形式的能量，如风能、潮汐能、蒸发、

降雨等。

10．C 【解析】阳生植物在强光下才能生长发育良好，光补偿点较高。

11．D 【解析】顶极－格局假说中的优势顶极，相当于单元顶极学说的气候顶极。

12．B 【解析】亚顶极是达到气候顶极以前的一个相当稳定的演替阶段。

13．A 【解析】饶基耶尔频度定律表明：在一个种类分布比较均匀一致的群落中，属于低频

度的种类通常是很多的。

14．B 【解析】“基益度”即植物基部的覆盖面积。对于草原群落，常以离地面 2．45cm（1

英寸）高度处的断面积计算；对于森林群落，则以树木胸高（1．3m 处）断面积计算。

15．C 【解析】常绿阔叶林指分布在亚热带湿润气候条件下并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和木



兰科等常绿阔叶树种为主组成的森林生态系统。

16．D 【解析】沉积型循环的储存库主要是岩石圈和土壤圈。

17．C 【解析】地球上大多数矿质元素如磷、钙、钾、镁、锰、铁、铜等属于沉积型的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

18．A 【解析】地形是间接因子，它不直接提供物质和能量，但可以通过对光照、温度、水

分和养分等的重新分配而起作用。

19．C 【解析】衰退型种群含有大量的老年个体，种群数量趋于减少。

20．A 【解析】“－3/2 自疏法则”描述了植物种群内个体间由于竞争而产生的密度效应。

二、填空题

21．种群 【解析】生态学研究对象组织层次可分为分子－基因－细胞－组织－个体－种群

－群落－生态系统。

22．随机型 【解析】当环境条件相当一致，且生物没有群集的要求，则该生物种群的内分

布型是随机型。

23．种群爆发（种群大发生） 【解析】短时间内种群数量猛增造成种群爆发或大发生，具

有不规则或周期性波动的生物都有可能出现种群爆发（种群大发生）。

24．高斯原理 【解析】竞争排除原理也称高斯原理。

25．协同进化 【解析】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相互适应、相互选择、共同进化的现象称

为协同进化。

26．功能 【解析】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划分是依据其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

27．耗散结构 【解析】生态系统能保持高度的有序状态，是因为它是耗散结构。

28．用于呼吸的能量消耗多 【解析】恒温动物的生长效率低于变温动物的主要原因是用于

呼吸的能量消耗多。

29．储存库 【解析】容量较大，具永久性，物质交换活动缓慢的库称为储存库。

30．负反馈 【解析】反馈有两种类型，即正反馈和负反馈，生态系统的反馈主要是负反馈。

31．辅助能 【解析】除太阳辐射能以外，其他进入生态系统的任何形式的能量都称为辅助

能。

32．通气组织 【解析】水生植物有发达的通气组织，以保证各器官、组织对氧的需要。

33．壤土 【解析】根据土壤质地可把土壤区分为沙土、黏土和壤土三大类。

34．均匀度 【解析】用丰富度指数来测定物种多样性不能反映种的均匀度。

35．镶嵌 【解析】具有镶嵌性特性的植物群落称为镶嵌群落。

36．种群被动 【解析】种群的数量随时间的变化而上下摆动的情况称为种群被动。

37．全球变暖 【解析】地球表层大气、土壤、水体及植被的温度逐年缓慢上升被称为全球

变暖。

38．年龄分布状况 【解析】种群的年龄结构是指种群内各个体的年龄分布状况。



39．减少水分丢失 【解析】旱生植物在形态结构上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增加水分摄取；

另一方面表现为减少水分丢失。

40．焚风 【解析】气流翻过山岭时在背风坡绝热下沉而形成的干热的风称为焚风。

三、判断题

41．× 【解析】我国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1949 年以前我国只有少数的学者在植物地理、

个体生态和群落生态方面做点零星的工作，1949 年以后陆续进行了一些较大规模的生物考

察。

42．× 【解析】当种群数量超过环境容量（K）时，种群数量趋向于减少。

43．√

44．√

45．√

46．√

47．× 【解析】生态因子的补偿作用是有条件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做部分补偿，而不能

以一个因子代替另一个因子，且因子间的补偿作用也不是经常存在的。

48．√

49．√

50．√

四、简答题

51．（1）种群的年龄结构是指种群内各个体的年龄分布状况。

（2）年龄结构的基本类型：

①增长型。年龄锥体呈典型的金字塔形，下宽上窄（或答：幼年个体多，老年个体少），种

群处于增长期。②稳定型。年龄锥体呈倒钟形，种群数量处于稳定状态。③衰退型。年龄锥

体呈壶形，上宽下窄（或答：幼年个体少，老年个体多），种群数量处于下降状态。

52．（1）偏利共生是指共生的两种生物，一方得利，而对另一方无害。例如，某种植物以

大树作附着物，借以得到适宜的阳光和其他生活条件，但并不从树上汲取营养，这属于长期

性的偏利共生关系。又如，林间的一些鸟类，在植物上筑巢，这属于暂时性的偏利共生关系。

（2）互利共生是指两个生物种群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互相得益。共生的结果使得两个

种群都发展得更好。例如，异养生物完全依赖自养生物获得食物，而自养生物又依赖异养生

物得到矿质营养或生命需要的其他功能。

53．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稳态机制的自动控制系统，它的稳定性是通过系统的反馈来实现的。

当生态系统中某一成分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引起其他成分出现一系列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

最终又反过来影响起初发生变化的那个成分，这个过程便称为反馈。反馈有两种类型，即负

反馈与正反馈。

负反馈的作用是使生态系统达到和保持平衡或稳态，其结果是抑制或减弱最初发生变化的那



个成分所发生的变化。正反馈的作用刚好与负反馈相反，即生态系统中某一成分的变化所引

起的其他一系列变化，反过来不是抑制而是加速最初发生变化的成分所发生的变化。因此，

正反馈的作用常常使生态系统远离平衡状态或稳定。正反馈对生态系统往往具有极大的破坏

作用，而且常常是爆发性的，所经历的时间也很短。但从长远看，生态系统中的负反馈和自

我调节总是起着主要作用。

五、论述题

54．（1）全球变暖和气候异常。加剧洪涝、干旱及其他气象灾害。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灾

害增多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全球平均气温略有上升，就可能带来频繁的气候灾害。

过多的降雨，大范围的干旱和持续的高温，造成大规模的灾害损失。科学家据气候变化的历

史数据推测，气候变暖可能破坏海洋环流，引发新的冰河期，给高纬度地区造成可怕的气候

灾难。

（2）海平面上升。随着气温变暖，海水会增温，全球海水每增温华氏 1度，海平面上升 10

－15 厘米。近 50 年中，全球海平面每年升高 0．245 厘米。南北两极冰雪的融化加速了海平

面的上升。沿海是高生产力分布区，人类历经数百年建设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将消失殆尽。

如果南北两极的大冰块融化消失，海平面将猛升 76 米，那时候，地球大片的土地将被淹没。

全球沿海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河口和沿海低地，可能会遭受淹没或海水

入侵，海滩和海岸遭受侵蚀，土地恶化，海水倒灌和洪水加剧，港口受损，并影响沿海养殖

业，破坏供排水系统。

（3）影响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随着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和气候变暖，可能会增加植物的光

合作用，延长生长季节，使世界一些地区更加适合农业耕作。但全球气温和降雨形态的迅速

变化，也可能使世界许多地区的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无法适应或不能很快适应这种变化，使

其遭受很大的破坏性影响，造成大范围的森林植被破坏和农业灾害。专家推测，随着全球降

水带的移动，世界森林面积还会减少，荒漠还将扩大，草原还会增加，还会产生一系列环境

问题的连锁反应。

（4）自然灾害增加而且更严重。温室效应由于引起大气环流的变化，使地球的气候带移动

和降雨带发生变化，导致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频繁和加重。如飓风、台风、暴雨等。

（5）影响人类健康。气候变暖有可能加大疾病危险和死亡率，增加传染病。高温会给人类

的循环系统增加负担，热浪会引起死亡率的增加。由昆虫传播的疟疾及其他传染病与温度有

很大的关系。气候变暖、病菌繁殖速度加快，再加水旱灾害等，都会导致疾病和瘟疫的流行。

如疟疾、霍乱，脑膜炎、黄热病、鼠疫等都有可能发生。害虫也会因温度适宜而多繁殖 1－3

代，从而使农作物大面积减产，人类大规模饥荒。

（6）物种灭绝加速。地球气候的异常变化，使生物来不及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无法生存，加

速了物种的灭绝。

（7）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温室效应给人类造成多方面的损失之巨，很难估量。



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生态学基础押题卷（二）

第一部分选择题（40 分）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R．H．Whittaker 提出的群落顶极理论是（ ）。

A．单元顶极理论 B．顶极－格局假说

C．多元顶极理论 D．以上都是

2．根据食物链的富集作用，DDT 在体内浓度最高的是（ ）。

A．浮游生物 B．小鱼 C．食小鱼的大鱼 D．食大鱼的水鸟

3．实验表明，有利于蛋白质合成的是（ ）。

A．蓝光 B．青光 C．紫光 D．红光

4．下列有关水生植物的特点中，正确的是（ ）。

①发达的通气系统②水下的叶片极厚③植物体具有较强的弹性④淡水植物具有自动调节渗

透压的能力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全部正确

5．“老年型人口”的国际通用标准是（ ）。

A．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5%以上，或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以上

B．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7%以上，或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以上

C．7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5%以上，或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以上

D．7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7%以上，或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以上

6．在对某生物群落的调查中，共调查了 100 个样方，某物种出现在 80 个样方中，则 80%指

的是该物种在该群落中的（ ）。

A．盖度 B．频度 C．密度 D．重要值

7．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生产力最高、生物量最大的生物是（ ）。

A．大型哺乳动物 B．小型哺乳动物 C．土壤动物 D．木本植物

8．从裸岩开始的旱生演替又属于（ ）。

A．内因性演替 B．快速演替 C．次生演替 D．外因性演替

9．下列不属于短日照植物的是（ ）。

A．水稻 B．黄瓜 C．大豆 D．玉米

10．阳生植物的特点是（ ）。

A．在强光照条件下生长良好，光补偿点较低

B．在弱光照条件下生长良好，光补偿点较高

C．在强光照条件下生长良好，光补偿点较高



D．在弱光照条件下生长良好，光补偿点较低

11．甲、乙群落各有 100 个个体，甲中有 90 个属于种 A，10 个属于种 B，而乙中种 A、种 B

各占一半，甲、乙群落均匀度的比较结果为（ ）。

A．甲高 B．一样 C．乙高 D．无法比较

13．生物固氮的过程是将大气中的 N，转化为（ ）。

A．NO3－ B．N2O C．NH3 D．NO2

14．北方针叶林主要分布在（ ）。

A．寒温带 B．亚热带 C．暖温带 D．热带

15．随着生态系统由演替早期向成熟期发展，系统内营养物质循环的特点是（ ）。

A，碎屑食物链的作用增强 B．碎屑食物链的作用减弱

C．生态系统保持营养物质的能力减弱 D．枯枝落叶或其他残落物的数量减少

16．每个蒲公英的种子都有一把小伞，以适应于（ ）。

A．风传播 B．人为传播 C．水传播 D．动物传播

17．下列现象中，不属于动物对极端高温适应的表现的是（ ）。

A．放松恒温性 B．耳朵变小 C．昼伏夜出 D．夏眠

18．群落内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小型的生物组合是（ ）。

A．群落复合体 B．镶嵌群落 C．小群落 D．群落交错区

19．在种群指数增长模型 Nt=No·ert 中，No 为（ ）。

A．种群初始数量 B．环境容量 C．种群增长率 D．增长时间

20．下列不属于碳循环途径的是（ ）。

A．陆地生物与大气之间的碳素交换 B．海洋生物与大气之间的碳素交换

C．陆地生物与海洋生物之间的碳素交换 D．化石燃料燃烧参与的碳循环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110 分）

二、填空题（2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21．当褐家鼠随船进入太平洋许多岛屿后，原岛上主人——缅鼠（生态习性与褐家鼠相同）

随之灭绝的道理是（ ）。

22．根据物质循环的路径不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可分为沉积型循环和（ ）两种类型。

23．死亡率代表一个种群的（ ）。

24．中国植物群落分类的原则是（ ）原则。

25．1935 年，英国科学家坦斯利首次提出（ ）这一重要概念。

26．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是（ ）的三个层次。

27．群落的垂直结构，主要指群落（ ）现象。

28．生物的潜伏、蛰伏或不活动状态，称为（ ）。

29．温度的季节变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年周期性变化。生物长期适应于这种节律性变化，形成



相应的生长发育节律，称为（ ）。

30．食物链中的每个环节处于不同的营养层次，这些环节称为（ ）。

31．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

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称为（ ）。

32．生态出生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种群在特定条件下实际繁殖的个体数，又称为（ ）。

33．同一群落中，当两个种群均利用某一有限资源时，种群间通常会发生（ ）。

34．食物链各营养级之间的生物个体数量关系可用（ ）金字塔来表示。

35．生态系统中某一成分的变化引起的其他变化，反过来不是抑制而是加速最初发生变化的

成分所发生的变化，称为生态系统的（ ）。

36．城市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经济、（ ）三个亚系统组成的。

37．凡未受人类干扰和扶持，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依靠生物和环境本身的自我调节能

力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称为（ ）。

38．低温对生物的伤害分为冷害和（ ）两种。

39．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面积占样地面积的百分比，称为（ ）。

40．由于光照的差别，常把南坡称为（ ）。

三、判断题（41－5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41．陆生植物只包括湿生和旱生两种类型。（ ）

42．耐阴植物不能在全光照下生长。（ ）

43．植物群落所处的环境温暖湿润，群落中的高位芽植物所占比例就较高。（ ）

44．“赤潮”是由氮、磷等营养物过多引起的水体富营养化导致的。（ ）

45．冬小麦必须经过一定的低温阶段才能开花，这种现象称为休眠。（ ）

46．现代生态学以人为研究中心，更加注重实践研究。（ ）

47．植物对昼夜温度交替变化的适应，称为物候节律。（ ）

48．玉米与大豆或花生间作，是利用了它们之间原始合作的共生关系。（ ）

49．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由生产者、消费者和非生物环境三部分构成。（ ）

50．由于群落交错区生境条件的特殊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其中生物更加多样化。（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1．简述初级生产力的限制因素。

52．丹麦植物学家饶基耶尔按照复苏芽或休眠芽的位置高低和保护方式，把高等植物分为哪

几种主要的生活型？

53．简述有关群落演替顶极学说中，单元顶极学说和多元顶极学说有何异同点。

五、论述题（54 小题，20 分）。

54．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有哪三大功能类群？试论述各类群的生态功能。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B 【解析】顶极－格局假说是由 R．H．Whittaker 提出的。

2．D 【解析】越接近食物链的最高级，生物体内有毒物质的残留浓度越高。

3．A 【解析】蓝光有利于蛋白质的合成；红光有利于糖类的合成；蓝紫光与青光对植物伸

长有抑制作用，使植物矮化。

4．C 【解析】水生植物具有发达的通气组织，且弹性和抗扭曲能力强，其水下的叶片很薄

多分裂成带状、线状。淡水植物具有自动调节渗透压的能力，而海水植物则是等渗的。

5．B 【解析】“老年型人口”的国际通用标准是，年龄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7%以上，

或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0%以上，即为“老年型人口国家”。

6．B 【解析】频度是指某个物种在调查范围内出现的频率。

7．D 【解析】森林生态系统以木本植物为主体，其中木本植物的生产力最高、生物量最大。

8．A 【解析】内因性演替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群落内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抑制或种类成分

（主要是建群种）的生命活动，改变了生态环境，改变了的群落环境条件又不利于原来的成

员，而为其他植物的更新创造了有利的生态环境，如此相互作用，使演替不断向前发展。从

裸岩开始的早生演替依次会经历地衣群落阶段、苔藓植物阶段、草本植物阶段和木本植物阶

段，属于群落内种类成分的生命活动引起的内因性演替。

9．B 【解析】烟草、大豆、水稻、玉米、麻、牵牛、苍耳和菊类等属于短日照植物，黄瓜

属于日中性植物。

10．C 【解析】阳生植物在强光下才能生长发育良好，光补偿点较高。

11．C

13．C 【解析】生物固氮的过程是指固氮细菌（如根瘤菌）和藻类〈如蓝绿藻）将大气中的

分子态氮转化为氨的过程。

14．A 【解析】北方针叶林地处寒温带，年平均气温多在 0°C以下。

15．A 【解析】幼年期生态系统的食物网以草牧食物链为主，成熟期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结构

十分复杂，大部分能量通过碎屑食物链流动。

16．A 【解析】部分植物在进化中形成了依靠风传播花粉和种子的形态特征，如蒲公英种子

的冠毛。

17．B 【解析】耳朵变小是减少散热的一种形态适应，这是恒温动物对极端低温适应的表现。

18．C 【解析】小群落是由于环境因子在水平方向上的差异，生物种类的空间分布不相同而

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小型生物组合。

19．A 【解析】式中，N0 为种群初始数量。

20．C 【解析】碳循环的途径：陆地生物与大气之间的碳素交换；海洋生物与大气之间的碳

素交换；化石燃料燃烧参与的碳循环。



二、填空题

21．竞争排斥原理 【解析】当褐家鼠随船进入太平洋许多岛屿后，原岛上主人——缅鼠（生

态习性与褐家鼠相同）随之灭绝的道理是竞争排斥原理。

22．气相型循环 【解析】根据物质循环的路径不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可分为沉积型循环

和气相型循环两种类型。

23．个体死亡情况 【解析】死亡率代表一个种群的个体死亡情况。

24．群落学－生态学 【解析】中国植物群落分类的原则是群落学－生态学原则。

25．生态系统 【解析】1935 年，英国科学家坦斯利首次提出生态系统这一重要概念。

26．生物多样性 【解析】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三个

层次。

27．成层 【解析】群落的垂直结构，主要指群落成层现象。

28．休眠 【解析】生物的潜伏、蛰伏或不活动状态，称为休眠。

29．物候 【解析】温度的季节变化形成相对稳定的年周期性变化。生物长期适应于这种节

律性变化，形成相应的生长发育节律，称为物候。

30．营养级 【解析】食物链中的每个环节处于不同的营养层次，这些环节称为营养级。

31．生态农业 【解析】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起

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称为生态农业。

32．实际出生率 【解析】生态出生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种群在特定条件下实际繁殖的个

体数，又称为实际出生率。

33．竞争 【解析】同一群落中，当两个种群均利用某一有限资源时，种群间通常会发生竞

争。

34．数量 【解析】食物链各营养级之间的生物个体数量关系可用数量金字塔来表示。

35．正反馈 【解析】生态系统中某一成分的变化引起的其他变化，反过来不是抑制而是加

速最初发生变化的成分所发生的变化，称为生态系统的正反馈。

36．社会 【解析】城市生态系统是由自然、经济、社会三个亚系统组成的。

37．自然生态系统 【解析】凡未受人类干扰和扶持，在一定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依靠生物

和环境本身的自我调节能力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称为自然生态系统。

38．冻害 【解析】低温对生物的伤害分为冷害和冻害两种。

39．盖度 【解析】植物地上部分垂直投影面积占样地面积的百分比，称为盖度。

40．阳坡 【解析】由于光照的差别，常把南坡称为阳坡。

三、判断题

41．× 【解析】陆生植物分为湿生，中生，旱生三大类。

42．× 【解析】耐阴植物既可以在强光下良好生长，又能忍受不同程度的遮阴，对光照具

有较广的适应能力，但最适宜的还是在完全的光照下生长。



43．√ 44．√

45．× 【解析】冬小麦经过一定低温阶段才能开花是春化现象。

46．√

47．× 【解析】物候节律是生物对温度的季节变化而非昼夜变化的适应。

48．√

49．× 【解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四部分。

50．√

四、简答题

51．（1）环境条件。影响初级生产力的环境因素除日光外，还有三个重要的物质因素（水、

二氧化碳和营养物质）和两个重要的环境调节因素（温度和氧气）。

（2）生物群落的内在因素：①初级生产者；②群落内物种的多样性；③初级生产量的分配

状况；④初级生产量的消费状况；⑤群落中动物的影响。

（3）补加能源的作用。

52．（1）一年生植物。（2）隐芽植物或地下芽植物。（3）地面芽植物。

（4）地上芽植物。（5）高位芽植物。

53．共同点：

（1）都承认顶极群落是经过单向变化而达到稳定状态的群落。

（2）都承认顶极群落在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分布与生境相适应。

不同点：

（1）单元顶极学说认为只有气候才是演替的决定因素，其他因素是第二位的，但可以阻止

群落向气候顶极发展；多元顶极学说则认为除气候因素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决定顶极的形

成。

（2）单元顶极学说认为在一个气候区域内，所有群落都有趋同性的发展，最终形成一个相

对稳定的气候顶极；多元顶极学说则不认为所有群落最后都会趋于一个顶极。

五、论述题

54．（1）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的三大功能类群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2）①生产者是指能利用无机物制造有机物的自养生物，主要是绿色植物，也包括一些蓝

绿藻、光合细菌及化能自养菌。它们都能将环境中的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并把环境中的能量

以化学能的形式固定到有机体内。

②消费者是指直接或间接利用绿色植物、有机物作为食物源的异养生物，主要是指动物和寄

生性生物。它们通过捕食和寄生关系在生态系统中传递能量。

③分解者又称还原者，主要是指细菌、真菌等微生物，也包括某些营腐生生活的原生动物。

它们以动、植物的残体和排泄物中的有机物质作为维持生命活动的食物源，并把复杂的有机

物分解为简单的无机物归还环境，供生产者再度吸收利用。



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生态学基础押题卷（三）

第一部分选择题（40 分）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季相最显著的群落是（ ）。

A．常绿阔叶林 B．热带雨林 C．温带草原 D．北方针叶林

2．阴生植物的特点是（ ）。

A．光补偿点较低，生长在全光照条件下 B．光补偿点较高，生长在阴湿条件下

C．光补偿点较低，生长在阴湿条件下 D．光补偿点较高，生长在全光照条件下

3．根据生态因子的性质，可将其分为土壤因子、地形因子、生物因子、人为因子和（ ）。

A．外来因子 B．地球因子 C．非生物因子 D．气候因子

4．下列生物属于 r对策的是（ ）。

A．银杏 B．蝗虫 C．丹顶鹤 D．大象

5．下列有关有效积温公式 K=N（T－T0）的叙述，正确的是（ ）。

A．K是变量 B，K只随 N的变化而变化

C．K是常数 D．K与 N（T－T0）无关

6．单位面积或单位空间内的个体数属于群落数量特征中的（ ）。

A．多度 B．密度 C．频度 D．优势度

7．在大棚生产中，施放后可以提高光合作用的是（ ）。

A．氮气 B．二氧化碳 C．氧气 D．水汽

8．生物个体间竞争激烈，对抗作用强，则其内分布型是（ ）。

A．均匀分布 B．随机分布 C．成丛分布 D．集群分布

9．使多样性维持高水平的措施是（ ）。

A．保持平静 B．低度干扰 C．中度干扰 D．强度干扰

10．下列生态系统中，食物网结构较简单的是（ ）。

A．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B．落叶阔叶林生态系统

C．草原生态系统 D．苔原生态系统

11．在输入到一个营养级的能量中，只有 10%－20%能够流通到下一个营养级，其余的则为

（ ）所消耗。

A．同化作用 B．异化作用 C．呼吸作用 D．合成作用

12．农业生态系统的次级生产是指（ ）。

A．经济作物的生产 B．家畜、家禽的生产

C．工副业的生产 D．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



13．下列有关能量金字塔的说法，有误的是（ ）。

A．能量金字塔是指一段时间内生态系统中各营养级所同化的能量

B．能量金字塔较直观地表明了营养级之间的依赖关系

C．能量金字塔受个体大小、组成成分和代谢速率的影响

D．能量金字塔可以较准确地说明能量传递的效率和系统的功能特点

14．天敌这一生态因子属于（ ）。

A．气候因子 B．土壤因子 C．地形因子 D．生物因子

15．在一个特定气候区域内，由于局部气候条件较差（热、干燥）而产生的稳定群落是（ ）。

A．前顶极 B．后顶极 C．分顶极 D．亚顶极

16．黄鼠→跳蚤→鼠疫细菌这条食物链为（ ）。

A．碎屑食物链 B．捕食食物链 C．寄生食物链 D．混合食物链

17．森林砍伐迹地开始的演替按控制演替的主导因素来看属于（ ）。

A．内因性演替 B．原生演替 C．外因性演替 D．次生演替

18．在强风地区生长的植物，其结构特征一般类似于（ ）。

A．湿生植物 B．水生植物 C．中生植物 D．旱生植物

19．现代生态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 ）。

A．以微观层次为主 B．向微观和宏观两极发展

C．以个体层次为主 D．以宏观层次为主

20．在全部太阳辐射光谱中，主要作用是产生热效应的光是（ ）。

A．红外光 B．紫外光 C．绿光 D．红光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110 分）

二、填空题（2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21．世代分离种群的指数增长方程为 Nt=No·λt，式中的λ是（ ）。

22．生物的种间关系主要有（ ）、捕食、共生、寄生、他感作用等几种。

23．东北虎比华南虎个体大、寿命长，这符合（ ）规律。

24．按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情况，可将环境分为原生环境和（ ）。

25．种群的内分布型一般可分为（ ）、随机分布和集群分布三种类型。

26．生态系统的概念是由（ ）首先提出来的。

27．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主要是（ ）。

28．群落内部环境因子的（ ），是群落镶嵌性的主要原因。

29．生态因子中生物生存不可缺少的因子称为（ ）。

30．在一定生育期内，高于生物学零度的温度称（ ）。

31．地衣中的藻类和真菌的关系是（ ）。

32．我国从东南至西北，可以分为三个不等降雨区，因而植被类型也分为三个区，即湿润森



林区、（ ）和荒漠区。

33．（ ）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削减宇宙射线初始的巨大能量。

34．土壤具有（ ），是土壤不同于其他自然物质最本质的特征。

35．恒温动物的外耳在低温环境下有变小的趋势，这种现象符合（ ）。

36．一个生物群落从开始形成到被另一个生物群落代替的过程就是生物群落的（ ）。

37．（ ）也可称为分顶极或灾变性顶极，是由一种频繁而强烈的干扰因素所引起的群落，

这种群落一般相对稳定。

38．生态位的数量特征主要是（ ）和生态位重叠。

39．（ ）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40．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称为（ ）。

三、判断题（41－5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41．野外调查是生态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 ）

42．逻辑斯谛增长中种群指数增长是一种无限增长。（ ）

43．种间竞争强度与亲缘关系远近、生活型、生活习性的不同而无差异。（ ）

44．K 对策种内和种间竞争较激烈。（ ）

45．生物群落是生态系统的核心。（ ）

46．正在发展中的生态系统表现为总生产量大于呼吸消耗。（ ）

47．某些植物在叶细胞中大量储存五碳糖、黏液等物质来降低冰点，增强抗寒能力。（ ）

48．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动是循环进行的，而能量流动是单向递减的。（ ）

49．荒漠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少，无生物多样性。（ ）

50．在大棚生产中，施放 O2 可以提高光合作用。（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1．简述温度与生物分布的关系。

52．简述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及其包含的层次。

53．简述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

五、论述题（54 小题，20 分）。

54．论述动物对水因子的适应。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C 【解析】温带地区，四季分明，群落的季相变化十分显著。在温带草原中，一年可有 4

或 5个季相。

2．C 【解析】阴生植物多生长在潮湿背阴处或密林的下部，光补偿点低。

3．D 【解析】根据生态因子的性质，可将其分为土壤因子、地形因子、生物因子、人为因

子和气候因子。

4．B 【解析】r对策的生物个体小、寿命短、存活率低，但增殖率高，具有较大的扩散能力，

适应于多变的栖息环境，如昆虫、细菌、杂苹及一年生植物。

5．C 【解析】K是发育期间所需的有效积湿，为一常数。

6．B 【解析】密度是指单位面积或单位空间内的个体数。

7．B 【解析】植物的光合作用强度与二氧化碳的浓度密切相关，随着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的升高，光合作用的强度也随之加大，直至达到光合作用的二氧化碳饱和点。

8．A 【解析】均匀分布主要是由于种群成员间进行种内竞争引起的。

9．C 【解析】中等程度的干扰水平能维持高多样性。

10．D 【解析】与其他几种生态系统相比，苔原生态系统的生态条件不利，植被种类的组成

和群落结构较简单，因而食物链的丰富性较差、食物网结构较简单。

11．C 【解析】在输入到一个营养级的能量中，只有 10%－20%能够流通到下一个营养级，其

余的则为呼吸作用所消耗。

12．B 【解析】次级生产是指生态系统初级生产以外的生物有机体的生产，即消费者和分解

者利用初级生产所制造的物质和储存的能量进行新陈代谢，经过同化作用转化形成自身的物

质和能量的过程。因此，选项中只有 B选项属于农业生态系统的次级生产。

13．C 【解析】能量金字塔不受个体大小、组成部分和代谢速率的影响，可以较准确地说明

能量传递的效率和系统的功能特点。

14．D 【解析】生物因子是指同种或异种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种群结构、密度、竞争、

捕食、共生和寄生等。天敌也属于生物因子。

15．B 【解析】后顶极也称超顶极，是在一个特定气候区域内，由于局部气候条件较差（热、

干燥）而产生的稳定群落。例如，草原区内出现的荒漠植被片段。例如，草原区内出现的荒

漠植被片段。

16．C 【解析】寄生食物链是以活的动植物有机体为营养源，以寄生方式生存的食物链。本

题是典型的寄生食物链。

17．C 【解析】外因性演替是由于外界环境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群落演替，包括气候发生演

替、地貌发生演替、土壤发生演替、火成演替和人为发生演替。森林砍伐、放牧等由人类的

生产及其他活动所导致的演替是人为发生演替。



18．D 【解析】强风导致植物蒸腾加快，出现水分亏损，使树形成皮厚、叶小而坚硬等减小

水分蒸腾的旱生结构。

19．B 【解析】现代生态学向宏观和微观两极发展。宏观方向发展到景观生态学和全球生态

学；微观方向主要表现为分子生态学、化学生态学的兴起。

20．A 【解析】红外光能被动植物组织中的水吸收，主要作用是产生热效应，吸收红外光能

使体温升高。

二、填空题

21．周限增长率 【解析】世代分离种群的指数增长方程为 Nt=No·λt，式中的λ是周限增

长率。

22．竞争 【解析】生物的种间关系主要有竞争、捕食、共生、寄生、他感作用等几种。

23．贝格曼 【解析】东北虎比华南虎个体大、寿命长，这符合贝格曼规律。

24．次生环境 【解析】按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情况，可将环境分为原生环境和次生环境。

25．均匀分布 【解析】种群的内分布型一般可分为均匀分布、随机分布和集群分布三种类

型。

26．坦斯利 【解析】生态系统的概念是由坦斯利首先提出来的。

27．绿色植物 【解析】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主要是绿色植物。

28．不均匀性 【解析】群落内部环境因子的不均匀性，是群落镶嵌性的主要原因。

29．生存因子（或生存条件、生活条件） 【解析】生态因子中生物生存不可缺少的因子称

为生存因子（或生存条件、生活条件）。

30．活动温度 【解析】在一定生育期内，高于生物学零度的温度称活动温度。

31．互利共生 【解析】地衣中的藻类和真菌的关系是互利共生。

32．干旱草原区 【解析】我国从东南至西北，可以分为三个不等降雨区，因而植被类型也

分为三个区，即湿润森林区、干旱草原区和荒漠区。

33．臭氧层 【解析】臭氧层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削减宇宙射线初始的巨大能量。

34．肥力 【解析】土壤具有肥力，是土壤不同于其他自然物质最本质的特征。

35．阿伦定律 【解析】恒温动物的外耳在低温环境下有变小的趋势，这种现象符合阿伦定

律。

36．演替 【解析】一个生物群落从开始形成到被另一个生物群落代替的过程就是生物群落

的演替。

37．偏途顶极 【解析】偏途顶极也可称为分顶极或灾变性顶极，是由一种频繁而强烈的干

扰因素所引起的群落，这种群落一般相对稳定。

38．生态位宽度 【解析】生态位的数量特征主要是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

39．可持续发展 【解析】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

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40．种群 【解析】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称为种群。

三．判断题：

41．√

42．√

43．× 【解析】种间的竞争强度与亲缘关系远近、生活型、生活习性的不同而有差别。

44．√

45．√

46．√

47．√

48．√

49．× 【解析】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态系统的类型极多。因为任何一个群落与它相互作

用的环境合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生态系统。它们各自保持各自的生态过程，即生命所必需的

化学元素的循环和各组成部分之间能量的流动。荒漠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少，并不是无生物

多样性。

50．× 【解析】植物的光合强度与二氧化碳的浓度密切相关，随着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

升高，光合作用强度也随之加大，直至达到光合作用的二氧化碳饱和点。

四、简答题

51．（1）当环境温度高于或低于生物的最高或最低临界温度时，生命活动就受到限制或无

法生存。所以，生物往往分布于其最适温度附近地区。

（2）由于多数生物的最适温度在 20－30℃，因而温暖地区分布的生物种类多，低温地区分

布的生物种类少。

（3）决定生物分布的因子绝不仅是温度因子，但它是影响生物分布最重要的因子。温度和

降水共同作用，决定着生物群落在地球分布的总格局。

（4）在温度因子中，不只是平均气温，而是平均气温、节律变温、温差、积温和极端温度

的综合作用。

52．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的多样化和变异性以及生境的生态复杂性。它包含以下三个层次。

（1）遗传多样性：指各个物种所包含遗传信息的总和。

（2）物种多样性：指地球上生物种类的多样化。

（3）生态系统多样性：指生物圈中生物群落、生境与生态过程的多样化。

53．湿地具有调节水循环、净化环境的基本生态功能；湿地作为栖息地养育着丰富的生物，

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湿地具有作为自然和人类废弃源的接收器的功能；湿地可以容纳地

下水和地面水，具有排洪、蓄洪功能。

五、论述题

54．（1）动物按栖息地划分可以分为水生和陆生两大类。（2）水生动物保持体内水分得失



平衡主要是依赖水的渗透作用。（3）陆生动物对水因子的适应：

①形态结构上的适应：不论是低等的无脊椎动物还是高等的脊椎动物，它们各自以不同的形

态结构来适应环境湿度，保持生物体的水分平衡。例如，昆虫具有的几丁质体壁，两栖类动

物体表分泌的黏液，爬行动物具有的很厚的角质层，鸟类具有的羽毛和尾脂腺，哺乳动物具

有的皮脂腺和毛，这些都能防止体内水分过分蒸发，以保持体内水分平衡。

②行为适应：沙漠地区夏季昼夜的地表温度相差很大，因此地面和地下的相对湿度和蒸发力

相差也很大。沙漠动物一般白天躲在洞内，夜里出来活动。

③生理适应：许多动物在干旱的情况下具有生理上的适应特点。例如，骆驼不仅具有储水的

胃，驼峰中还储藏有丰富的脂肪，在消耗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水分，血液中还有特殊的脂类和

蛋白质，不易脱水。



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生态学基础模拟卷（二）

第一部分选择题（40 分）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下列哪个学科不属于应用生态学（ ）。

A．农业生态学 B．全球生态学 C．胁迫生态学 D．城市生态学

2．全球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 ）。

A．全球陆地 B．全球海洋 C．整个生物圈 D．整个宇宙

3．腔肠动物附着在寄居蟹背上，当寄居蟹在海底爬行时，扩大了腔肠动物的觅食范围，同

时，腔肠动物的刺细胞又对蟹起着伪装和保护作用。寄居蟹和腔肠动物的这种关系为（ ）。

A．互利共生 B．偏利互 C．原始协作 D．负相互作用

4．下列生物种群，数量呈季节性消长的是（ ）。

A．旅鼠 B．海洋浮游生物 C．北极狐 D．蝗虫

5．生态优势种的显著特征是（ ）。

A．最适应当地环境 B．生物量最大 C．生物个体最大 D．生物营养级最高

6．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包括（ ）。

A．地质大循环 B．生物小循环

C．地质大循环和生物小循环 D．物质与能量的流动与循环

7．下列生态系统中，维护自身相对平衡能力最强的是（ ）。

A．农田 B．湖泊 C．热带雨林 D．北方针叶林

8．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指（ ）。

A．绿色植物固定太阳能的过程 B．生物取食植物进行能量转化的过程

C．系统内伴随着物质循环的能量转移过程 D．能量从生物体内进入环境的过程

9．时间长、范围广、闭合式的循环是（ ）。

A．地球化学循环 B．生物循环 C．沉积型循环 D．气相型循环

10．草原生态系统的种类组成和生产力是随着什么变化而变化的（ ）。

A．光照 B．温度 C．降雨量 D．风力

11．下列哪个因子不影响群落的演替（ ）。

A．火 B．森林采伐 C．栽培 D．某一物种灭亡

12．在陆地群落中（ ）常是优势种。

A．种子植物 B．被子植物 C．灌木 D．草本植物

13．生物群落的概念最早是由（ ）提出的。

A．谢尔福德 B．达尔文 C．奥德姆 D．莫比乌斯



14．赤道附近的植物群落类型是（ ）。

A．针叶林 B．阔叶林 C．热带雨林 D．草原

15．群落调查中，包含某物种个体的样方数占全部样方数的百分比为该物种的（ ）。

A．多度 B．密度 C．频度 D．盖度

16．地形因子对生物的作用主要是（ ）。

A．直接作用 B．间接作用 C．能量交换作用 D．物质交换作用

17．恒温动物身体的突出部分，如四肢、尾巴，外耳等在低温环境中有变小变短的趋势，是

减少散热的一种形态适应，这一适应被称为（ ）。

A．阿伦规律 B．贝格曼规律 C．高斯定律 D．阿利氏原则

18．阴生植物的特点是（ ）。

A．光补偿点较高，生长在全光照条件下 B．光补偿点较高，生长在阴湿条件下

C．光补偿点较低，生长在全光照条件下 D．光补偿点较低，生长在阴湿条件下

19．在温暖季节里有一种风带来热而干燥的空气，受到这种风的影响后，植物体内的水分平

衡受破坏，这种风称为（ ）。

A．焚风 B．台风 C．寒露风 D．干燥风

20．浮游动物昼夜垂直移动的主要原因是（ ）。

A．温度昼夜变化 B．湿度的昼夜变化 C．光照昼夜变化 D．食物的变化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110 分）

二、填空题（2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21．生态学按生物栖息场所（也称生境类型）来分，可分为（ ）和水域生态学。

22．种群增长的基本型有指数增长和（ ）。

23．植物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以上才开始生长发育，这是由（ ）法则决定的。

24．人类直接、间接制造或所用物品的废弃物等排放到环境中，其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

力，使环境的理化和生物学性状发生了有害的改变，称为（ ）。

25．辅助能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自然辅助能和（ ）两种类型。

26．直接或间接利用绿色植物、有机物作为食物源的异养生物是（ ）。

27．生物间彼此有利，分开后不能生活，这种关系称（ ）。

28．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 ）。

29．（ ）对植物形态建成有重要作用，光促进组织和器官的分化，制约着器官的生长发

育速度，使植物各器官和组织保持发育上的正常比例。

30．与 r对策生物相比，K对策生物的增殖率（ ）。

31．调查表明，我国相当一部分湖泊已不同程度富营养化，原因是含氮﹑磷等元素丰富的污

染物的排放量超过了湖泊自动净化能力的限度，使其自动调节能力下降，富营养化水体中造

成鱼类大量死亡的原因有溶氧量下降、（ ）等。



32．生物对（ ）周期性变化的适应形成的节律变化叫昼夜节律。

33．当资源不足的时候，物种之间为利用资源而产生的竞争称为（ ）。

34．众多的生态因子中，任何接近或超过某种生物的耐性极限，且阻止其生长，繁殖和扩散，

甚至生存的因子，叫做该生物的（ ）。

35．任何自然环境中的生态因子，都可分别归纳入气候、土壤或水体和（ ）三大类生态

因子之中。

36．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有一个生态学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界限，生物只有处于这两个限

度范围之间才能生存，这个最小到最大的限度称为生物的（ ）。

37．光合作用生成的有机物正好抵偿呼吸作用的消耗，这时的光照强度称为（ ）。

38．温度对生物的作用一般可分为最适宜、最低和最高温度，即所谓的（ ）。

39．植物发育起点的温度称为（ ）。

40．反映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功能和地位的生态学概念是（ ）。

三、判断题（41－5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41．老虎种群的个体分布属于随机分布。（ ）

42．我国的落叶阔叶林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 ）

43．在微酸性条件下，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最差，不利于植物生长。（ ）

44．热带草原中典型的食草动物是长颈鹿、斑马等。（ ）

45．植物繁殖体的迁移和散布是影响群落原生演替的主要因素。（ ）

46．植物繁殖体的迁移和散布是影响群落原生演替的主要因素。（ ）

47．生态系统的生产者只有绿色植物。（ ）

48．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细菌、真菌和苔藓。（ ）

49．食物链的营养级数目通常在 10 个以上。（ ）

50．若无外来干扰，顶极群落可以自我延续地存在下去。（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1．什么是环境容纳量？

52．简述生物对环境的综合适应及影响。

53．简述高斯竞争排除原理及其推论。

五、论述题（54 小题，20 分）。

54．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全球危机。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B 【解析】应用生态学主要包含了农业生态学，胁迫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森林生态学、

草地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等。

2．C 【解析】全球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生物圈。

3．C 【解析】在生态学中，原始协作是指两个物种相互作用，对双方都没有不利影响，或

双方都可获得微利，但双方不存在依赖关系。这里寄居蟹和腔肠动物互相作用，对双方都没

有影响。

4．B 【解析】海洋浮游生物在温暖的春秋两季，大量繁殖生长；在环境过热或过冷的夏冬

季节则明显减少，呈现季节性消长。

5．B 【解析】优势种是对群落结构和群落环境的形成有明显控制作用的植物。他们通常是

个体数量多、投影盖度大、生物量高、体积较大、生活能力较强，即优势度较大的种。

6．C 【解析】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包含了地质大循环和生物小循环。

7．C 【解析】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降雨量高，气候稳定，阳光充足，整年基本上都很热，

同时助长了不同种类的植物，因此动植物种类繁多，是地球环境中最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地区，

因此该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最强，维护自身相对平衡能力最强。

8．C 【解析】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主要是指系统内伴随着物质循环的能量转移过程。

9．A 【解析】地球化学循环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和闭合式的特点。

10．C 【解析】草原生态系统的种类和生产力是随着降雨量的变化而变化的。

11．D 【解析】影响群落演替的主要因素：自然界中，由于气候变迁、洪水、火烧、山崩、

动物的活动、植物繁殖体的迁移散布和因群落本身的活动改变了内部环境等自然原因，或者

由于人类活动，使群落根本性质发生变化的现象。

12．A 【解析】陆地群落中，种子植物常是优势种。

13．D 【解析】生物群落的概念是莫比乌斯于 1877 年提出的。

14．C 【解析】赤道附近分布的植物群落类型是热带雨林。

15．C 【解析】考生应熟悉多度、密度、频度、盖度等的生态学定义。

16．B 【解析】地形因子对生物的作用主要是间接作用。

17．A 【解析】恒温动物身体的突出部分，如四肢、尾巴，外耳等在低温环境中有变小变短

的趋势，是减少散热的一种形态适应，这一适应被称为阿伦规律。

18．D 【解析】阴生植物的特点：光补偿点较低，生长在阴湿条件下。

19．D 【解析】干燥风的概念，注意关键描述：热而干燥的空气。

20．C 【解析】浮游动物昼夜垂直移动主要是对光照昼夜变化的适应现象。

二、填空题

21．陆地生态学 【解析】生态学按生物栖息场所（也称生境类型）来分，可分为陆地生态

http://www.so.com/s?q=%E7%BE%A4%E8%90%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4%8D%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8%AA%E4%BD%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A%95%E5%BD%B1%E7%9B%96%E5%BA%A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4%9F%E7%89%A9%E9%87%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学和水域生态学。

22．逻辑斯谛增长 【解析】种群增长的基本型有指数增长和逻辑斯谛增长。

23．有效积温 【解析】植物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以上才开始生长发育，这是由有效积温法则

决定的。

24．环境污染 【解析】人类直接、间接制造或所用物品的废弃物等排放到环境中，其数量

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的理化和生物学性状发生了有害的改变，称为环境污染。

25．人工辅助能 【解析】辅助能根据来源不同可分为自然辅助能和人工辅助能两种类型。

26．消费者 【解析】直接或间接利用绿色植物、有机物作为食物源的异养生物是消费者。

27．互利共生 【解析】生物间彼此有利，分开后不能生活，这种关系称互利共生。

28．人口问题 【解析】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人口问题。

29．光照强度 【解析】光照强度对植物形态建成有重要作用，光促进组织和器官的分化，

制约着器官的生长发育速度，使植物各器官和组织保持发育上的正常比例。

30．低 【解析】与 r对策生物相比，K对策生物的增殖率低。

31．有毒物质增加 【解析】调查表明，我国相当一部分湖泊已不同程度富营养化，原因是

含氮﹑磷等元素丰富的污染物的排放量超过了湖泊自动净化能力的限度，使其自动调节能力

下降，富营养化水体中造成鱼类大量死亡的原因有溶氧量下降、有毒物质增加等。

32．昼夜交替 【解析】生物对昼夜交替周期性变化的适应形成的节律变化叫昼夜节律。

33．利用竞争 【解析】当资源不足的时候，物种之间为利用资源而产生的竞争称为利用竞

争。

34．限制因子 【解析】众多的生态因子中，任何接近或超过某种生物的耐性极限，且阻止

其生长，繁殖和扩散，甚至生存的因子，叫做该生物的限制因子。

35．生物 【解析】任何自然环境中的生态因子，都可分别归纳入气候、土壤或水体和生物

三大类生态因子之中。

36．耐性范围 【解析】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有一个生态学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界限，生

物只有处于这两个限度范围之间才能生存，这个最小到最大的限度称为生物的耐性范围。

37．光补偿点 【解析】光合作用生成的有机物正好抵偿呼吸作用的消耗，这时的光照强度

称为光补偿点。

38．三基点温度 【解析】温度对生物的作用一般可分为最适宜、最低和最高温度，即所谓

的三基点温度。

39．生物学零度 【解析】植物发育起点的温度称为生物学零度。

40．生态位 【解析】反映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功能和地位的生态学概念是生态位。

三、判断题

41．× 【解析】种群的内分布型分为均匀分布、随机分布和集群分布。在相当匀质的环境

中，领域现象经常导致均勾分布。老虎都有各自的领地，因而呈现出均匀分布的种群内分布



型。

42．× 【解析】落叶阔叶林广泛分布在温带地区。落叶阔叶林是我国北方温带地区的主要

森林植被类型。

43．× 【解析】pH6－7 的微酸土壤的养分有效性最好，最有利于植物生长。

44．√

45．√

46．√

47．× 【解析】生产者是指能利用无机物制造有机物的自养生物，主要是绿色植物，也包

括一些蓝藻、光合细菌及化能自养细菌。

48．× 【解析】分解者又称还原者，主要是指细菌、真菌等微生物，也包括某些营腐生生

活的原生动物。

49．× 【解析】一般来说，食物链中的营养级不会多于 5级，这是因为能量沿着食物链的

营养级逐级流动时，是不断减少的。

50．√

四、简答题

51．对于一个种群来说，设想有一个环境条件所允许的最大种群值以 K表示，当种群达到 K

值时，将不再增长，此时 K值为环境容纳量。

52．环境对生物产生影响的同时，生物也在主动地适应环境、影响和改造环境，生物对环境

的改造作用使环境变得更有利于生物生存，也可对环境资源和环境质量造成不良影响。生物

的生态适应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1）生物的生态适

应性是生物在生存竞争中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特定性状表现，是生物与生态环境长期相互作

用的结果。生态适应方式及机制包括形态适应、行为适应、生理生化适应和适应组合。

（2）生物对环境的影响包括趋同适应与生活型、趋异适应与生态型。

53．高斯竞争排除原理：即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两个生态位相同的物种不可能经久地共存在

一起。高斯竞争排除原理提出以下三条推论：

（1）在一个稳定群落中，占据相同生态位的两个物种，其中必有一个物种终将被消灭。

（2）在一个稳定群落中，没有任何两个物种是直接竞争者。

（3）群落是一个生态位分化了的系统，种群之间趋于相互补充，而不是直接的竞争。

五、论述题

54．虽然人类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主人，但作为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种群，其生存发展必然会

受到各种生态因子的制约，如地球，环境和食物等。人类的无限制发展和对自然界的掠夺导

致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主要包括：（1）环境危机：包括臭氧层消耗、温室效应和气候异常、

大气污染和酸雨等一系列问题。

（2）资源危机：环境的退化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贫困，而贫困又成了环境退化的推动因素，



因为绝望的人们只能消耗他们所依赖的资源。目前，水资源和生物资源都遭到严重破坏和污

染。

（3）能源危机：由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能源越来越成为人类发展的限制因子。传统的不

可再生能源慢慢枯竭，可再生能源使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人口的快速增长使能源问

题进一步突出。另外，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带来了大量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4）粮食危机：虽然近几十年来，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收益，但粮食生

产的不稳定和分配的不平衡使得粮食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5）人口危机：目前，人类面临的资源、环境，粮食、能源和人口五大危机中，其核心问

题是人口问题。人口的过快增长与资源环境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人口增加带来了地球空间的

危机和食物的危机。



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专升本生态学基础模拟卷（三）

第一部分选择题（40 分）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

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不得分）。

1．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有（ ）。

A．实验室研究 B．野外调查 C．系统分析和模型 D．以上三者都是

2．最早提出人口论，阐述了人口增长与食物关系的是（ ）。

A．达尔文 B．马尔萨斯 C．洪堡德 D．福布斯

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种具有芳香味的灌木群落﹐能分泌出挥发性萜类化合物，使灌木

丛边缘数米内形成无草带，如同微生物培养中常见的抑菌圈，这种作用属于（ ）。

A．竞争 B．捕食 C．寄生 D．他感作用

4．锥体呈典型金字塔型，基部宽、顶部窄，这种年龄金字塔属于（ ）。

A．增长型种群 B．稳定型种群 C．下降型种群 D．混合型种群

5．寄生蜂将卵产在寄主昆虫的卵内，一般要缓慢地杀死寄主，这种物种间的关系属于（ ）。

A．偏利作用 B．原始合作 C．偏害作用 D．拟寄生

6．从人类的食性来看，我们所处的营养级是（ ）。

A．第一、二级 B．第二、三级 C．第三、四级 D．第二、三、四级

7．当用网将留种用的草地罩上后，发现草的叶子被害虫吃了很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 ）。

A．环境污染 B．食物链被破坏 C．缺少光照 D．植被破坏

8．水稻田里，黏虫和青蛙构成的联系叫（ ）。

A．种群 B．群落 C．生态系统 D．食物链

9．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指（ ）。

A．绿色植物固定太阳能的过程 B．生物取食植物进行能量转化的过程

C．系统内伴随着物质循环的能量转移过程 D．能量从生物体内进入环境的过程

10．在美国密执安湖边，一些地方湖水退去后暴露出的沙丘，经过一千多年的变化后，原先

毫无生命的地方变成了生机勃勃的森林景象，这种现象属于（ ）。

A．原生演替 B．次生演替 C．陆生演替 D．内因演替

11．下列哪个因子不属于直接生态因子（ ）。

A．水 B．土壤 C．温度 D．风

12．顶极一格局假说的意思是（ ）。

A．一个气候内只能有一种顶极群落

B．一个气候内可以有多个顶极群落呈不连续变化



C．随着环境因子的梯度变化呈连续变化

D．顶极群落是一个独立不连续的单位

13．很多鸟类迁徙和开始生殖的时间取决于（ ）。

A．食物的丰缺变化 B．降水的变化 C．日照长短变化 D．温度的变化

14．下列现象中，不属于植物对极端高温适应的表现的是（ ）。

A．有密茸毛 B．有厚木栓层 C．细胞含水量降低 D．发达的根系

15．在下列哪种条件下，土壤养分有效性最好，最有利于植物生长（ ）。

A．pH4－6 酸性 B．pH6－7 微酸 C．pH7－8 微碱 D．pH8－9 碱性

16．坡向不同，其温度和湿度也不同。与阴坡相比，阳坡的（ ）。

A．温度较高，相对湿度较大 B．温度较高，相对湿度较小

C．温度较低，相对湿度较大 D．温度较低，相对湿度较小

17．下列不是生态农业的特点的是（ ）。

A．大量使用商品能源

B．是有机农业与无机农业相结合的综合体

C．以合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

D．以生态经济系统原理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

18．下列关于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非生物因子对整个种群的影响是相等的

B．生物因子对整个种群的影响是不等的

C．生物因子对种群的影响，通常与种群本身的密度无关

D．生物因子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相较有机体和非生物因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更加紧密

19．下列植物中，防风能力最强的是（ ）。

A．常绿阔叶树 B．落叶阔叶树 C．针叶树 D．灌木

20．中国植物群落分类原则是（ ）。

A．生态学原则 B．植物区系学原则

C．动态原则 D．群落学——生态学原则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110 分）

二、填空题（2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21．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一方面向区域性、全球性乃至宇宙性方面发展；另一方面向（ ）

发展。

22．在理想条件下，种群的死亡率称为（ ）。

23．（ ）是指没有人为施加的影响，新的环境条件使生物的遗传发生变异，产生的后代

经过竞争，进化适应者生存。

24．种群呈指数增长的首要条件是（ ）。



25．处于同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捕食者和猎物，选择压力比较大的是（ ）。

26．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主要来源于大气圈、水圈和（ ）。

27．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主要是（ ）。

28．库存物质全部更换一次平均需要的时间称为（ ）。

29．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结构上的稳定、功能上的稳定、（ ）稳定。

30．半自然生态系统又叫作二（ ）。

31．丹麦植物学家饶基耶尔的植物生活型系统包括高位芽植物、地面芽植物、（ ）地下

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

32．某些植物如冬小麦、油菜等一定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才能诱导进入生殖期，进行花芽

分化，这个低温阶段称为（ ）。

33．（ ）是指生物体内的生态因子的总和。

34．按生物对水的适应性不同，可以把生物分为水生生物和（ ）两大类型。

35．水生植物可分为沉水植物、浮水植物和（ ）三大类。

36．我国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森林植被称为（ ）。

37．森林群落的分层现象主要与植物对（ ）的利用有关。

38．反映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功能和地位的生态学概念是（ ）。

39．由于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导致人体出现非正常疾病和有害的生理过程，使人类生

理素质和健康水平下降的现象叫作（ ）。

40．引起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 ）。

三、判断题（41－5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41．随着生态演替的发展，生物水循环加强。（ ）

42．种群密度有粗密度和生态密度之分。（ ）

43．种群数量超过环境容量时，种群数量趋于增加。（ ）

44．世代分离种群的增长呈不连续状态。（ ）

45．动物种群中各个动物的地位具有一定顺序的等级现象。（ ）

46．湿地仅包括沼泽和湖泊湿地。（ ）

47．始于动物尸体或粪便的食物链属于碎屑食物链。（ ）

48．沿海“赤潮”是水域中一些浮游生物爆发性增殖引起的水色异常现象，主要成因是近海

海水污染和富营养化。（ ）

49．生物固氮是氮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一个重要过程。（ ）

50．气候学派多以昆虫为研究对象，他们的观点认为，种群参数受天气条件的强烈影响。（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51．有关种群调节理论有哪些学派？

52．简述森林的主要生态效应。



53．简述生物群落发生的过程。

五、论述题（54 小题，20 分）。

54．试论述生态系统与一般系统的区别。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D 【解析】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有三大类：实验室研究、野外调查以及系统分析和模型。

2．B 【解析】最早提出人口论，阐述人口增长与食物关系的是英国的马尔萨斯。

3．D 【解析】他感作用就是一种植物通过向体外分泌代谢过程中的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

的生长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抑制影响。

4．A 【解析】增长型的年龄构成为基部宽，顶部窄，种群中有大量幼体，而老年个体较少，

种群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种群能够迅速增长。

5．D 【解析】拟寄生是指寄生者进入寄主体内吸收营养并把寄主逐渐杀死的寄生现象。

6．D 【解析】营养级是指生物在生态系统食物链中所处的层次。人类是可以食用蔬菜，也

可食用肉类，所以人类处于第二、三、四营养级。

7．B 【解析】在牧草留种区上，昆虫吃草，有的鸟吃草籽，有的鸟吃昆虫，有的鸟既吃草

籽又吃昆虫；存在：草→鸟，草→昆虫→食虫鸟的食物链，草地被网子罩起来以后，鸟飞不

进去了，吃草的昆虫失去了鸟的控制，就猖獗起来，从而破坏了食物链，所以造成牧草留种

区草的叶子几乎被虫子吃光。

8．D 【解析】食物链亦称“营养链”。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为维持其本身的生命活动，必

须以其他生物为食物的这种由食物联结起来的链索关系。

9．C 【解析】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是指系统内伴随着物质循环的能量转移过程。

10．A 【解析】在从没有生命体的原生裸地上或水体中发生的演替叫原生演替，原生裸地指

裸岩或表面没有土壤和植物繁殖体的裸地。

11．D 【解析】水、土壤、温度都属于直接生态因子，风为间接生态因子。

12．C 【解析】顶极一格局假说认为顶极群落可以随着环境因子的梯度变化呈连续变化。

13．C 【解析】鸟类迁徙和开始生殖的时间取决于日照长短变化。

14．D 【解析】发达的根系不属于植物对极端高温适应的表现；植物对极端高温适应的表现

在有密茸毛，有厚木栓层，细胞含水量降低。

15．B 【解析】pH6－7 的微酸土壤的养分有效性最好，最有利于植物生长。

16．B 【解析】阳坡的温度较高，相对湿度较小。

17．A 【解析】工业化农业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商品能源。

18．C 【解析】生物因子对于种群的影响，通常与种群本身的密度直接相关。



19．A 【解析】防风能力最强的是常绿阔叶树。

20．D 【解析】中国植物群落分类原则是群落学—生态学原则。

二、填空题

21．微观方向 【解析】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一方面向区域性、全球性乃至宇宙性方面发展；

另一方面向微观方向发展。

22．生理死亡率 【解析】在理想条件下，种群的死亡率称为生理死亡率。

23．自然选择 【解析】自然选择是指没有人为施加的影响，新的环境条件使生物的遗传发

生变异，产生的后代经过竞争，进化适应者生存。

24．无密度制约 【解析】种群呈指数增长的首要条件是无密度制约。

25．猎物 【解析】处于同一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捕食者和猎物，选择压力比较大的是猎物。

26．岩石圈 【解析】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主要来源于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

27．绿色植物 【解析】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主要是绿色植物。

28．周转期 【解析】库存物质全部更换一次平均需要的时间称为周转期。

29．能量与物质输入输出 【解析】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结构上的稳定、功能上的稳定、

能量与物质输入输出稳定。

30．驯化生态系统 【解析】半自然生态系统又叫作驯化生态系统。

31．地上芽植物 【解析】丹麦植物学家饶基耶尔的植物生活型系统包括高位芽植物、地面

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下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

32．“春化”过程 【解析】某些植物如冬小麦、油菜等一定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才能诱

导进入生殖期，进行花芽分化，这个低温阶段称为“春化”过程。

33．生态环境 【解析】生态环境是指生物体内的生态因子的总和。

34．陆生生物 【解析】按生物对水的适应性不同，可以把生物分为水生生物和陆生生物两

大类型。

35．挺水植物 【解析】水生植物可分为沉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挺水植物三大类。

36．常绿阔叶林 【解析】我国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森林植被称为常绿阔叶林。

37．光 【解析】森林群落的分层现象主要与植物对光的利用有关。

38．生态位 【解析】反映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功能和地位的生态学概念是生态位。

39．人体退化 【解析】由于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导致人体出现非正常疾病和有害的

生理过程，使人类生理素质和健康水平下降的现象叫作人体退化。

40．植被破坏 【解析】引起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植被破坏。

三、判断题

41．√

42．√

43．× 【解析】当种群数量超过环境容量（K）时，种群数量趋向于减少。



44．√

45．√

46．× 【解析】湿地包括湖泊湿地、沼泽和海滨湿地。

47．√

48．√

49．√

50．√

四、简答题

51．（1）气候学派。（2）生物学派。（3）食物因素决定说。

（4）自动调节学说：①行为调节。②内分泌调节。③遗传调节等。

52．森林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具有最强大的生态效应，其主要生态作用包括：

（1）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2）调节气候，增加雨量。

（3）防风固沙，保护农田。

（4）净化空气，防止污染。

（5）降低噪音，美化大地。

（6）提供燃料，增加肥源。

53．（1）生物入侵：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入侵。

（2）定居：生物在新地区能正常生长繁殖。

（3）竞争：生物密集，种间产生竞争，竞争成功者留下，失败者退出，竞争成功者各自占

有独特生态位，群落形成。

（4）反应：通过定居过程，生物在适应环境的同时，对环境起着改造作用，使得原来的生

境条件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

五、论述题

54．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称为系统，

系统的基本性质是：结构的层次（有序）性；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表现出单个组成部分所

没有的整体性；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脆弱性。

生态系统除了具备一般系统的共性之外，还有不同于一般系统的个性：

（1）从组成部分看，不仅包括各种无生命的物理、化学成分，还包括生物成分。生物群落

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根本标志。

（2）生态系统通常与特定的空间联系。

（3）生态系统的生物随时间的推移而生长、发育﹑繁殖和死亡，表现出特定的时间特征。

（4）生态系统的代谢活动是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来的。

（5）生态系统都是程度不同的开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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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基础(真题）

一、选择题：1~2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最

符合题目要求的。

1．叶肉细胞间隙环境属于（ ）。

A．内环境 B．微环境 C．区域环境 D．生境

2．反刍动物的胃具有密度很高的细菌，这些细菌与反刍动物之间的关系是（ ）。

A．寄生 B．捕食 C．共生 D．附生

3．生态系统中的（ ）能将动植物遗体残骸中的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A．生产者 B．分解者 C．消费者 D．捕猎者

4．“旗形树''主要是由于（ ）的作用形成的。

A．强风 B．地形 C．坡向 D．海拔

5．以下关于北方针叶林的特征的说法错误的是（ ）。

A．主要由针叶树种组成 B．群落结构简单

C．是寒温带的地带性植被 D．枯枝落叶层厚，分解快速

6．林业上常常使用“层积法”进行种子处理，其作用是（ ）。

A．筛选种子 B．保存种子 C．促进后熟 D．打破休眠

7．氮循环失调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是（ ）。

A．水体富营养化 B．荒漠化 C．酸雨 D．厄尔尼诺现象

8．当生物生长旺盛时，其耐性限度也会（ ）。

A．降低 B．提升 C．不变 D．视情况而定

9．以下不属于恒温动物对高温环境的行为适应的是（ ）。

A．昼伏夜出 B．穴居 C．夏眠 D．冬眠

10．坡度在 36°~45°的是（ ）。

A．缓坡 B．斜坡 C．陡坡 D．急坡

11．通常，不能直接参与植物生理代谢的是（ ）。

A．N2 B．O2 C．水气 D．CO2

12．下列不属于土壤动物生态效应的是（ ）。

A．改善土壤营养状况 B．改善土壤的通透性

C．増加土壤湿度 D．促进有机物的降解转化

13．生态出生率又叫（ ）。

A．生理出生率 B．最大出生率 C．实际出生率 D．平均出生率



14．蚂蚁在自然界的分布型属于（ ）。

A．随机分布 B．均匀分布 C．集群分布 D．带状分布

15．在一个特定气候区域内，由于局部气候条件较差（热、干燥）而产生的稳定群落是（ ）。

A．前顶极 B．后顶极 C．分顶级 D．亚顶级

16．群落之间、群落与环境之冋相互关系的可见标志是（ ）。

A．群落外貌 B．群落水平结构 C．群落垂直结构 D．生态位

17．中国植物群落分类中的高级单位是（ ）。

A．群丛组 B．群系 C．群丛 D．植被型

18．氮循环主要包括的生物化学过程不包括（ ）。

A．固氮作用 B．硝化作用 C．反硝化作用 D．硫化作用

19．动物和其他异养生物的生产量称为（ ）。

A．现存量 B．生物量 C．第二性生产量 D．净初级生产量

20．（ ）是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

A．土壤污染 B．环境污染 C．资源问题 D．人口问题

二、填空题：21-4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括号内。

21．（ ）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削减宇宙射线初始的巨大能量。

22．某些植物如冬小麦、油菜等一定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才能诱导进入生殖期，进行花芽

分化，这个低温阶段称为（ ）。

23．逻辑斯谛增长又称（ ）增长。

24．群落空间结构决定于两个要素，即群落中各物种的生活型和（ ）。

25．种群的年龄结构可以分为 3种类型：增长型种群 、稳定型种群和（ ）种群。

26．生态系统的两大组成成分是指生物成分和（ ）。

27．（ ）是指在一个地段上，一种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取代的过程。

28．（ ）是指在自然界中，物种与物种之间取食与被取食之间的关系。

29．根据地理物种形成说，物种形成的步骤包括（ ）、（ ）和（ ）。

30．从裸岩到森林的原生演替过程中，起始阶段是（ ）。

31．同一群落中，当两个种群均利用某一有限资源时，种群间通常会发生（ ）。

32．（ ）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根本标志。

33．单元顶极理论认为不论演替开始环境条件的变化有多大，（ ）只有一个，这是惟一

由（ ）所决定的顶极。

34．（ ）是生物对外界环境适应的外部表现形式。

35．种群的周期性波动包括季节性波动和（ ）。

36．生物的潜伏、蛰伏或不活动状态叫（ ）。

37．随着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植物表现出与此相适应的生长发育节律，这一现象称为（ ）。



38．由于能量在传递过程中（ ），食物链的长度一般只有四、五级。

39．对一个由植物、田鼠和膺组成的生态系统进行能流分析，没有被田鼠利用的植物能部分，

包括（ ）和（ ）。

40．由于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导致人体出现非正常疾病和有害的生理过程，使人类生

理素质和健康水平下降的现象叫作（ ）。

三、判断题：41~50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20 分。判断下列各题的正误，正确的在题后“（ ）”

内划“√”，错误的划“×”。

41．逻辑斯谛曲线的开始期，也可称潜伏期，由于种群个体数很少，密度增长缓慢。（ ）

42．野外观察考察某个体、种群或群落结构功能与生境相关关系的时态变化。（ ）

43．水量高于最高点，植物的根系缺氧、窒息、烂根。（ ）

44．内禀增长率是由物种遗传特性所决定的，是种群增长固有能力的唯一指标。（ ）

45．物种灭绝的“灾害四重奏"分别是生境的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量恶化、人口激

增。（ ）

46．对策者包括昆虫、细菌、杂草及一年生短命植物等。（ ）

47．在濒危物种保护中，应维持种群数量在灭绝点以上。（ ）

48．顶极群落的结构和物种组成极度不稳定。（ ）

49．重要值是某个种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综合数量指标。（ ）

50．食物链可分为捕食链、腐屑链、寄生链和混合链。（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51．简述生态因子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补偿性，并举例说明。

52．简述种间竞争的竞争类型。

53．简述生态系统及其共同特征。

54．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特点。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A 【解析】内环境是指生物体内组织或细胞之间的环境，对生物体的生长和繁育具有直

接的影响，如叶片内部直接和叶内细胞接触的气腔、通气系统，都是形成内环境的场所。内

环境对植物有直接的影响，且不能为外环境所代替。

2．C 【解析】共生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

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

3．B 【解析】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能将动植物遗体残骸中的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4．A 【解析】“旗形树”主要是由于强风的作用形成的。

5．D 【解析】北方针叶林主要由针叶树种组成；群落结构简单；是塞温带的地带性植被；

枯枝落叶层厚，分解缓慢。

6．D 【解析】采用低温和潮湿的环境增加种皮透性，及打破休眠的措施，可以促进一些植

物种子的萌发，林业上常常使用的“层积法”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7．A 【解析】水体富营养化的发生过程是：随着水体营养物质（氮、磷等元素）的增加，

导致水生植物生长过分繁茂，这些植物死后在水体中腐烂分解，产生大量的甲烷、二氧化碳、

硫化氢等，使水质变坏；同时有机物在分解过程中消耗氧，当水中氧含量很低时，就会造成

鱼类的死亡。

8．B 【解析】当生物生长旺盛时，其耐性限度也会提升。

9．D 【解析】恒温动物对高温环境的行为适应昼伏夜出、穴居、夏眠，冬眠是变温动物对

低温环境的适应。

10．D【解析】按坡面的倾斜度，通常可分为下列几个等级：平坦地 5°以下，缓坡 6°~15°，

斜坡 16°~25°，陡坡 26°~35°，急坡 36°~45°，险坡 45°以上。

11．A 【解析】通常，N2 不能直接参与植物生理代谢。

12．C 【解析】土壤动物的生态效应主要是：改善土壤的通透性、营养状况以及促进有机物

的降解转化。

13．C 【解析】生态出生率又叫实际出生率，是指在某个真实的或特定的环境下种群的实际

出生率，这是在自然条件下经常出现的出生率，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种群大小、组成和物

理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14．C 【解析】集群分布是动植物对生境差异发生反应的结果，同时也受气候和环境的日变

化、季节变化、生殖方式和社会行为的影响。蚂蚁在自然界的分布型属于此类。

15．B 【解析】超顶极也称后顶极，是在一个特定气候区域内，由于局部气候条件较差（热、

干燥）而产生的稳定群落。例如，草原区内出现的荒漠植被片段。

16．A 【解析】群落之间、群落与环境之冋相互关系的可见标志是群落外貌。

17．D 【解析】中国植物群落分类中，植被型是植物群落分类的高级单位；群系是植物群落



分类的中级单位；群丛是植物群落分类的基本单位，犹如植物分类中的种。

18．D 【解析】氮循环主要包括的生物化学过程有固氮作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和氨化

作用。

19．C 【解析】生态系统中的植物所固定的太阳能或制造的有机物质称为初级生产量或第一

性生产量。动物和其他异养生物的生产量称为次级生产量或第二性生产量。

20．D 【解析】人口问题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核心。

二、填空题

21．臭氧层 【解析】臭氧层可以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削减宇宙射线初始的巨大能量。

22．“春化”过程 【解析】某些植物如冬小麦、油菜等一定要经过一个低温阶段，才能诱

导进入生殖期，进行花芽分化，这个低温阶段称为“春化”过程。

23．S 【解析】逻辑斯谛增长又称 S增长。

24．层片 【解析】群落空间结构决定于两个要素，即群落中各物种的生活型和层片。

25．衰退型 【解析】种群的年龄结构可以分为 3种类型：增长型种群、稳定型种群和衰退

型种群。

26．非生物成分 【解析】生态系统的两大组成成分是指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

27．演替 【解析】演替是指在一个地段上，一种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取代的过程。

28．食物链 【解析】食物链是指在自然界中，物种与物种之间取食与被取食之间的关系。

29．地理隔离、独立进化、生殖隔离 【解析】根据地理物种形成说，物种形成的步骤包括

地理隔离、独立进化和生殖隔离。

30．地衣阶段 【解析】从裸岩到森林的原生演替过程中，起始阶段是地衣阶段。

31．竞争 【解析】同一群落中，当两个种群均利用某一有限资源时，种群间通常会发生竞

争。

32．生物群落 【解析】生物群落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是区别于其他系统的根本标志。

33．顶级、气候 【解析】单元顶极理论认为不论演替开始环境条件的变化有多大，顶级只

有一个，这是惟一由气候所决定的顶极。

34．生活型 【解析】生活型是生物对外界环境适应的外部表现形式。

35．规则的年波动 【解析】种群的周期性波动包括季节性波动和规则的年波动。

36．休眠 【解析】生物的潜伏、蛰伏或不活动状态叫休眠。

37．物候 【解析】随着气候的季节性变化，植物表现出与此相适应的生长发育节律，这一

现象称为物候。

38．严重损耗 【解析】由于能量在传递过程中严重损耗，食物链的长度一般只有四、五级。

39．未被取食的、取食后未被消化的 【解析】对一个由植物、田鼠和膺组成的生态系统进

行能流分析，没有被田鼠利用的植物能部分，包括未被取食的和取食后未被消化的。

40．人体退化 【解析】由于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导致人体出现非正常疾病和有害的



生理过程，使人类生理素质和健康水平下降的现象叫作人体退化。

三、判断题

41．正确

42．错误 【解析】定位观测考察某个体、种群或群落结构功能与生境相关关系的时态变化。

43．正确

44．正确

45．错误 【解析】物种灭绝的“灾害四重奏”分别是生境的破坏、资源过度开发、环境质

量恶化和物种的入侵。

46．正确

47．正确

48．错误 【解析】顶级群落的结构和物种组成已相对恒定。

49．正确

50．正确

四、简答题

51．【解析】 生态因子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和补偿性：

（1）各生态因子都有各自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相互之间不可替代。

（2）在一定的范围内，某因子不足时，其作用可由其他因子的增加或增强而得到补偿。例

如，光照和二氧化碳两因子在植物光合作用中是不可相互替代的，但是在光照不足导致光合

作用强度下降时，增加二氧化碳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光合作用下降的幅度。

52．【解析】 种间关系是生活于同一生境中的所有不同物种之间的关系。种间关系主要包

括竞争、捕食、共生、寄生或他感作用等。

（1）种间竞争是指两种或更多物种共同利用同一资源产生的相互竞争作用。一般将种间竞

争分为干扰竞争和利用竞争两种。种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竞争排除原理，其主要内容是，

当两个物种开始竞争时，一个物种最终会将另一个物种完全排除掉，并使整个系统趋于饱和。

（2）一种生物攻击、损伤或杀死另一种生物，并以其为食，称为捕食。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捕食与被捕食者应保持着平衡，否则生态系统将会被破坏。

（3）共生是生物间的一种正相互作用，包括偏利共生、原始合作和互利共生。

（4）寄生是一个物种从另一个物种中的体液、组织或已消化的物质获取营养，并对宿主造

成危害。

（5）他感作用是一种植物通过向体外分泌代谢中的化学物质，对其他植物产生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

53．【解析】 生态系统就是指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

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

生态系统的共同特性：（2~3 条）



（1）生态学上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单位，展于生态学上的最高层次。

（2）内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组织、自我更新能力。

（3）具有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三大功能。

（4）营养级的数目有限，是一个动态系统。

五、论述题

54．【解析】 （1）高效性。生态农业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层次综合利用和系列化深加工，

实现经济增值，实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农业成本，提高效益，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的积

极性，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创造农业内部就业机会。

（2）持续性。发展生态农业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

产品的安全性，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常规发展为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充分保证子孙后代的健康生活和利益。

（3）多样性。生态农业针对我国各地自然条件、资源基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的情况，充分吸收我国传统农业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以多种生态工程、生态模式和丰

富多彩的技术类型装备农业生产，使各区域都能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各产业都根

据社会需要与当地实际协调发展。

（4）综合性。生态农业是靠农业生态系统支撑的。生态农业整体生物产量高，源于生态农

业的结构合理，相互协调。生态农业光合作用产物利用合理，保证了系统内的能流物复，同

时安排复种间作提高了绿色植物光合产物的利用率。



2021 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专升本

生态基础(真题）

第Ⅰ卷（选择题，共 30 分）

一、选择题：1~10 小题，每小题 3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最

符合题目要求的。

1.某种外来植物在我国云南等地迅速生长繁殖，使种群快速增长，成为“害草”。这种现象

属于（ ）。

A.种群衰亡 B.种群平衡 C.种群波动 D.生态入侵

2.绿色植物→蝗虫→青蛙是一条捕食食物链。其中蝗虫处于（ ）。

A.第一营养级 B.第二营养级 C.第三营养级 D.第四营养级

3.光补偿点是指光合作用吸收的 CO2 和呼吸作用放出的 CO2 相等时的（ ）。

A.光合速率 B.光谱范围 C.光照强度 D.光凰时间

4.生物的生长发育受生态因子的影响。下列生态因子中，对植物的生长发育起间接作用的是

（ ）。

A.温度 B.坡度 C.水分 D.光照

5.下列不属于种群数量特征的是（ ）。

A.种群密度 B.出生率 C.内分布型 D.年龄结构

6.海拔高度是主要的地形要素之一。一般海拔高度每升高 100 米，温度下降大约（ ）。

A.0.6℃ B.2.6℃ C.4.6℃ D.6.6℃

7.物种间的竞争关系是生态学家高斯在 1934 年首先用实验方法观察到的。在实验中，没有

用到的生物是（ ）。

A.杆菌 B.大草履虫 C.双小核草履虫 D.赤拟谷盗

8.下列有关森林群落中优势种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去除乔木层的优势种会导致群落结构发生变化

B.灌木层中优势种的重要值比亚优势种的大

C.优势种即为建群种

D.群落中可能有多个优势种

9.-3/2 自疏法则描述的现象发生在（ ）。

A.可迁移动物的种间竞争时 B.可迁移动物的种内竞争时

C.植物种间竞争时 D.植物种内竞争时

10.下列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最高的是（ ）。

A.热带草原 B.热带雨林 C.寒温带针叶林 D.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第Ⅱ卷（非选择题，共 120 分）

二、填空题：11~2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把答案填在题中横线上。

11.生物的多样化和变异性以及生境的生态复杂性称为___________。

12.计算物种多样性的公式有多种。在计算丰富度指数的公式 dGL=S/InA 中，A表示单位面积，

S表示___________。

13.生活在低温环境中的植物常通过减少细胞中的___________和增加细胞中的糖类、脂肪等

物质来抗寒。

14.已知某动物种群的年龄结构属于增长型，则该种群的幼年个体数量比老年个体数量

___________。

15.有些禾本科植物是以风为媒介进行传粉的，具有这种传粉方式的植物属于___________。

16.群落的种类组成是决定群落性质的重要因素。如果群落中的建群种只有一个，则该群落

称为___________。

17.生物群落的发生一般要经历入侵、定居、竞争，反应等过程。在群落的发生过程中，繁

殖体传播到新定居地的过程称为___________。

18.按照 r-K 生活史对策理论，在进化过程中，以提高增殖能力和扩散能力得以生存的生物

是___________对策者。

19.生态金字塔包括生物量金字塔、能量金字塔和数量金字塔三种类型。若某森林中树木的

株数比植食性昆虫数量少得多，则其数量金字塔呈___________形。

20.根据非生物环境的性质可将生态系统划分为陆地，淡水，海洋等生态系统，森林、草原

和荒漠属于___________生态系统。

三、判断题：21~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判断下列各题的正误，正确的在题后写

“正确”、错误的写“错误”。

21.丹麦植物学家瑙基耶尔将高等植物划分为不同的生活型。同一生活型的植物具有相似的

体态和适应特点。（ ）

22.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加剧的气体并非只有二氧化碳一种。（ ）

23.肉食性动物、杂食性动物均属于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 ）

24.生态系统之所以能维持相对稳定，是由于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

25.陆地生态系统捕食食物链上的营养级数目通常会达到 10 个。（ ）

26.首次为生态学下定义的是德国科学家海克尔。（ ）

27.森林群落中的植物存在分层现象，动物也存在分层现象。（ ）

28.呈“S”型增长的种群，其数量超过 K/2 后，种群数量开始下降。（ ）

29.动植物残体可以为土壤微生物提供营养物质。（ ）

30.随着气候的季节性交替，植物群落呈现不同的外貌，这就是季相。（ ）

四、名词解释：31~34 小题，每小题 5分，共 20 分。



31.温周期现象

32.短日照植物

33.生态位

34.可持续发展

五、简答题：35~37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35.简述利比希的最小因子定律和谢尔福德的耐受性定律的主要内容。

36.什么是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组分有哪些？

37.什么叫群落演替？简述原生演替的特点。

六、论述题：38 小题，20 分。

38.什么是捕食？论述捕食的生态学意义。

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D 【解析】本题考查了生态入侵。生态入侵是指外来物种通过人为的活动或其他途径引入

新的生态环境区域后，依靠其自身的强大生存竞争力（自然拓展快、危害大），造成当地生

物多样性的丧失或削弱的现象。

2.B 【解析】本题考查了食物链中的营养级。一个营养级是指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

种的总和，例如作为生产者的绿色植物和自养生物都位于食物链的起点，共同构成第一营养

级。所有以生产者（主要是绿色植物）为食的动物都属于第二营养级，即食草动物营养级。

第三营养级包括所有以食草动物为食的食肉动物。以此类推，还可以有第四营养级（即二级

肉食动物营养级）和第五营养级等。

3.C 【解析】本题考查了光补偿点。光照强度对植物光合作用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植物

的生长发育。在一定范围内光合作用的效率与光照强度成正比，但到达一定强度，若继续增

加光照强度，光合作用的效率不再增长，这时光照程度称为光饱和点。光补偿点的光照强度

就是植物开始生长和进行净光合生产所需的最小光照强度。

4.B 【解析】本题考查了生态因子。环境中地形因子，其起伏程度、坡向、坡度、海拔高度

及经纬度等对生物的作用虽然不是直接的，但它们能影响光照，温度，雨水等因子的分布，

因而对生物产生的作用是间接作用。

5.C 【解析】本题考查了种群数量特征。C项属于种群空间特征。

6.A 【解析】本题考查了海拔高度与温度之间的关系。海拔高度每升高 100 米，气温下降

0.5~1℃左右。

7.D 【解析】本题考查了竞争排斥原理。竞争排斥原理是俄国生态学家高斯在 1934 年首先

用实验方法观察到的，他把两种草履虫共同培养在一个培养液中，用一种杆菌作为它们的食



物，培养的结果总是双小核草履虫把大草履虫完全排除掉。其后，巴克在 1948 年和 1954 年

用赤拟谷盗和杂拟谷盗（两种吃仓粮和面粉的甲虫）混养所作的实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8.C 【解析】本题考查了优势种。优势种并不一定是建群种。

9.D 【解析】本题考查了-3/2 自疏法则。-3/2 自疏法则；如果播种密度进一步提高，随着

高密度播种下植株的继续生长，种内对资源的竞争不仅影响到植物生长发育的速度，而且影

响到植株的存活率。在高密度的样方中，有些植株死亡了，于是种群开始出现自疏现象。

10.B 【解析】本题考查了生物群落的主要类型与分布。热带雨林是地球上动物种类最丰富

的地区。

二、填空题

11.生物多样性 【解析】生物的多样化和变异性以及生境的生态复杂性称为生物多样性。

12.物种数目 【解析】S表示物种数目。

13.水分 【解析】生活在低温环境中的植物常通过减少细胞中的水分和增加细胞中的糖类、

脂肪等物质来抗寒。

14.多 【解析】已知某动物种群的年龄结构属于增长型，则该种群的幼年个体数量比老年个

体数量多。

15.风媒植物 【解析】有些禾本科植物是以风为媒介进行传粉的，具有这种传粉方式的植物

属于风媒植物。

16.单建种群落（或单优种群落） 【解析】群落的种类组成是决定群落性质的重要因素。如

果群落中的建群种只有一个，则该群落称为单建种群落（或单优种群落）。

17.入侵 【解析】生物群落的发生一般要经历入侵、定居、竞争，反应等过程。在群落的发

生过程中，繁殖体传播到新定居地的过程称为入侵。

18.r 【解析】按照 r-K 生活史对策理论，在进化过程中，以提高增殖能力和扩散能力得以

生存的生物是 r对策者

19.倒锥（或倒金字塔） 【解析】生态金字塔包括生物量金字塔、能量金字塔和数量金字塔

三种类型。若某森林中树木的株数比植食性昆虫数量少得多，则其数量金字塔呈倒锥（或倒

金字塔）形。

20.陆地 【解析】根据非生物环境的性质可将生态系统划分为陆地，淡水，海洋等生态系统，

森林、草原和荒漠属于陆地生态系统。

三、判断题

21.正确 【解析】丹麦植物学家瑙基耶尔将高等植物划分为不同的生活型。同一生活型的植

物具有相似的体态和适应特点。

22.正确 【解析】水汽（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臭氧

（O3）等是地球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

23.错误 【解析】本题考查了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微生物，小型



动物。

24.正确 【解析】生态系统之所以能维持相对稳定，是由于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25.错误 【解析】本题考查了营养级数。由于食物链的长度不是无限的，所以一般营养级不

超过五级。

26.正确 【解析】首次为生态学下定义的是德国科学家海克尔。

27.正确 【解析】森林群落中的植物存在分层现象，动物也存在分层现象。

28.错误 【解析】本题考查了呈“S”型增长的种群的种群数量的变化。个体数超过 K/2 以

后，密度增长逐渐变慢。

29.正确 【解析】动植物残体可以为土壤微生物提供营养物质。

30.正确 【解析】随着气候的季节性交替，植物群落呈现不同的外貌，这就是季相。

四、名词解释

31.【答案】温周期现象：是指植物对昼夜温度变化规律的反应。

32.【答案】短日照植物：通常是在日照时间短于一定数值才开花，否则就只进行营养生长

而不开花的一类植物。

33.【答案】生态位：是指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

34.【答案】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的发展模式。

五、简答题

35.【答案】最小因子定律：是指植物的生长取决于数量最不足的那一种营养物质的量。

耐受性定律：任何一个生态因子在数量上或质量上的不足或过多，即当接近或达到某种生物

的耐受限度时，就会使该种生物衰退或不能生存。

36.【答案】（1）生态系统：由生物群落及其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

（2）组分：①生产者。②消费者。③分解者。④非生物环境。

37.【答案】（1）演替：在一个地段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群落被另一个群落代替的过

程。

（2）特点：演替从极端条件开始，向水分适中方向发展；经历的时间长，阶段多。

六、论述题

38.【答案】（1）捕食是一种生物以另一种生物为食的现象。前者称为捕食者，后者称为猎

物。

（2）意义：

①控制种群数量。

②是影响群落结构的重要生态过程。

③是一种选择压力，有利于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协同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