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临沂市成考专升本 2021-2022 学年

生态学基础自考模拟考试(含答案) 

学校:________ 班级:________ 姓名:________ 考号:________ 

 
 

一、单选题(30题) 

1.起始于裸岩的旱生演替系列的先锋群落是( )。 

A.地衣群落 B.苔藓群落 C.草本群落 D.灌木群落 

 

2. 自然界中某个种群数量突然发生变化，必然牵动整个食物网，首先反

映在( )。 

A.其数量上 B.食物链上 C.营养级上 D.消费者身上 

 

3. 单位栖息空间(种群实际所占据的有用空间)内的个体数所表示的种

群密度是 

A.粗密度 B.生态密度 C.最适密度 D.饱和密度 

 
 

4.防治害虫时，应该做到（  ）。 

A.彻底消灭害虫种群 B.保护天敌 C.保护食物链的完整性 D.保护害虫

种群 

 
 

5.下列属于可再生能源的是（  ）。 

A.石油 B.天然气 C.水能 D.煤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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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植物对干旱环境适应特征的是( )。 

A.具有发达的根系 B.具有厚的肉质茎 C.叶片的角质层厚 D.叶片面积

增大 

 
 

8.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生物群落组成成分的是（  ）。 

A.动物 B.植物 C.微生物 D.土壤 

 
 

9.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经典生态学研究内容的是（  ）。 

A.个体生态 B.种群生态 C.群落生态 D.分子生态 

 

10.生产力和生物量最大的生态系统类型是（ ） 

A．草原 

B、森林 

C、海洋 

D、农田 

 
 
 

11. 农谚说“锄头底下有水，锄头底下有火”说明中耕是对作物起 ( ) 

A.间接作用的生态因子 B.直接作用的生态因子 C.综合作用的生态因

子 D.补偿作用的生态因子 



 

12. 有关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是从太阳的辐射能开始的 

B.生态系统中流动的能量几乎全部来源于太阳能 

C.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是逐级减少和单向性的 

D.生态系统离开外界环境的能量供应就无法维持 

 
 

13. 比较理想的耕种土壤是（ ） 

A.砂土 B.壤土 C.黏土 D.盐碱土 

 

14.土壤细菌和豆科植物的根系所形成的共生体称为（  ） 

A.菌根 

B.根瘤 

C.菌丝 

D.子实体 

 
 
 
 

15.种群是指（ ） 

A．一定空间内同种个体的集合 

B、不同空间内同种个体的集合 

C、一定空间内所有种的集合 

D、不同空间内所有种的集合 

 
 



 

16. 生物个体间竞争剧烈，正对抗作用强则其内分布型是 

A.随机分布 B.均匀分布 C.成丛分布 D.群集分布 

 

17. 由于种群内个体间竞争而产生的种群分布是（ ） 

A.均匀分布 B.随机分布 C.成群分布 D.内分布 

 
 

18.驯化能改变生物对生态因子的耐受性范围，即可改变其（  ）。 

A.生态幅 B.生态对策 C.种间关系 D.内分布型 

 

19. 热带雨林中，动植物种类繁多，这是因为 ( ) 

A.雨量充沛 B.温度适宜 C.阳光充足 D.食物丰富 

 

20. 下列属于人工辅助能的是（ ） 

A.种苗和有机肥料中的化学潜能 B.风 C.潮汐能 D.太阳能 

 

21. 生物群落是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居住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 )。 

A.多种生物个体 B.多种生物类型 C.多种生物种群 D.多种生物群落 

 

22. 在地球陆地上面积最大、地位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是 ( ) 

A.森林生态系统 B.草原生态系统 C.荒漠生态系统 D.农田生态系统 

 
 

23.分布在寒冷地区的内温动物比生活在温暖地区的同种个体大，这在

生态学上称为（  ）。 

A.阿伦规律 B.贝格曼规律 C.谢尔福德定律 D.林德曼定律 



 
 

24.在群落中调查了 10 个样方，油松出现于 4 个样方中，则油松的( )。 

A.相对密度等于 40％ B.盖度等于 40％ C.频度等于 40％ D.相对盖度

等于 40％ 

 

25. 当用网将留种用的草地罩上后,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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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被破坏 

 

26. 沿海赤潮产生的原因是( ) 

A.过多的氮 B.过多的磷 C.过多的碳 D.过多的氮和磷等 

 

27.影响冬小麦春化的主导因子是（  ） 

A.光照 

B.水分 

C.温度 

D.氧气 

 
 
 
 

28. 我国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 ） 

A.寒温带 B.暖温带 C.亚热带 D.热带 

 

29.下列植物中，属于长日照植物的是（ ） 

A．水稻 



B、玉米 

C、大豆 

D、冬小麦 

 
 
 

30. 种群分布的类型是 ( ) 

A.均匀分布 B.随机分布 C.集群分布 D.以上三种类型都是 

 
 

二、填空题(20题) 

31.能表现群落结构的主要特征是__________。 

 
 
 

32.华北的农谚“枣发芽，种棉花”，“杏花开，快种麦”中的枣和杏在此

被指为______生物。 

 
 

33. 自然种群有三个特征，它们分别是：数量特征、空间特征和______。 

 
 

34.林德曼效率又叫______。 

 
 
 
 

35.负反馈的作用是使生态系统达到和保持______。 

 
 

36. 层片是指在群落中属同______的生物不同种个体的总和。 



 
 
 

37.种内互作包括种群的领域性和______。 

 
 

38. 系统是由______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 

 
 
 

39.g·m -2·a-1是 ______单位。 

 
 
 

40.某些微生物适宜在无氧条件下生活，这些微生物称为

____________。 

 
 
 

41.由于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某种生物带人适宜其栖息和繁衍的地

区，该种生物的种群不断扩大，分布区域逐步稳定地扩展，这一过程

称为______。 

 
 

42. ______和种子来源是原生植物群落复生的有利条件。 

 
 

43. 通过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形成的有序系统结构叫______。 

 
 
 

44.元素和化合物沿着特定的途径从环境到生物体，再从生物体到环

境，不断地进行着反复循环变化的过程叫______。 



 
 

45.物种均匀性越大，则多样性越_______。 

 
 

46.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要实行利用与保护兼顾的策略，用而有度，主

要是坚持收获量小于______的原则。 

 
 
 

47. 形成物种的关键是______。 

 
 
 

48.可见光中能被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利用的光辐射属于__________。 

 
 

49. 通过一系列演替过程达到平衡状态的群落称为______群落。 

 
 

50.植物花芽的分化和形成时期，植物体遮光后，花芽的形成减少，已经

形成的花芽，也发育不良或早期死亡。这说明在植物花芽的分化和形成

的过程中，_______起着主导作用。 

 
 
 

三、判断题(10题) 

51.生物个体间竞争激烈，对抗作用强，则其内分布型是成丛分布。（  ） 

 
 
 
 

52.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非常广泛，所以没有特殊的研究对象。( ) 



 
 

53.每个物种都有其发生、发展、衰落和灭绝的过程。 ( ) 

 
 

54. r对策生物种群容易发生种群爆发。 ( ) 

A.正确 B.错误 

 
 

55.各类生态系统固定 的速率差别很大。北极冻原和干燥沙漠只能固

定热带雨林 1% 的 。因此，要改变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的分布，以提

高固定 的量。（  ） 

 
 

56.竞争会使群落中物种占有的实际生态位变窄。 ( ) 

 
 

57. 含石灰质的土壤中，蜗牛的数量会增多，这是由于不同的土壤条件

引发产生了不同的生物种群。( ) 

A.正确 B.错误 

 

58. 新生特性原则又可称之为功能整合原理即系统的总体功能要大于组

成该系统各组分的分功能之和。 [ ] 

A.正确 B.错误 

 

59. 决定生物的分布范围的因子是生态幅较窄的因子。 ( ) 

A.正确 B.错误 

 

60. 植被垂直分布是植物水平分布的“缩影”，因而两者之间在外貌上是



相似的，结构也是相同的。( ) 

A.正确 B.错误 

 
 

四、简答题(5题) 

61.简述土壤组成及其特性。 

 
 

62. 水因子对生物的作用与光、温相比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63. 地形对生物的作用因素有哪些? 

 
 
 

64.简述物候节律及其意义。 

 
 
 

65.简述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流动和转化遵循的定律。 

 
 
 

五、论述题(5题) 

66.试述细胞骨架在细胞分裂中的作用。 

 
 

67. 什么是初级生产力?论述环境条件对陆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影

响。 

 
 

68.论述能量在生态系统中传递与转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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