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单元 生物与环境

B卷 滚动提升检测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8个小题。第 1-13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每题 2分，第 14-18

题有多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得 3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分，有选错的得 0分。

1.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A. 通常采用取样器取样法调查培养液中酵母菌的种群数量

B. 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的数学模型中λ必须大于或等于 1，并且保持不变

C. “J”型增长种群新出生的个体数不一定多于“S”型增长种群新出生的个体数

D. “1 mm3的培养液中分布了 50个大肠杆菌”描述的是种群的空间特征

2.下图是探究影响酵母菌种群数量变化因素时获得的实验结果。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MN时期酵母菌的呼吸方式为无氧呼吸

B. 与 M点相比,N点时酵母菌种内斗争更为激烈

C. 酵母菌种群数量从P点开始下降的主要原因除营养物质大量消耗外,

还有酒精浓度过高, 培养液的 pH下降等

D. 图示发酵时间内种群的年龄组成变化为增长型→稳定型→衰退型

3.科研人员对某森林里雌雄红眼绿鹃捕食时距地面的高度与活动时间进行了研究，绘制了如

图所示的曲线，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 雌雄红眼绿鹃捕食时距地面的高度的变化是共同进化的结果

B. 该区域的群落已演替到森林阶段，将不再发生演替

C. 红眼绿鹃迁入新的环境后种群数量将会呈“J”型增长

D. 雌雄红眼绿鹃很多情况下活动的高度不同体现了群落的垂直结构

4.科研人员将一块水稻田均分成两个区域，其中一个不养鸭（常规

区）、一个养鸭（稻鸭区），一段时间后统计这两个区域的水体底栖

动物物种丰富度及部分动物数量比例。所得数据如图所示。据图分析，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

是（）



A. 鸭子能改变水稻田内物种的丰富度

B. 停止人工管理，常规区和稻鸭区都会发生次生演替

C. 调查凸旋螺的种群密度时，样方的多少不影响实际值

D. 稻鸭区多足摇蚊数量比常规区少，年龄组成为衰退型

5.树线是指直立树木分布的海拔上限，如图 1所示。生态学者研究了全球变暖环境下树线之

上植被厚度对树线上升幅度的影响，结果如图 2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 生态学者可以采用样方法调查不同样地内的植被类型，从而确定树线的上升幅度

B. 树线之上和之下的主要植被分别为草甸和森林，影响植被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是阳光

C. 树线上升过程中，群落发生了次生演替，演替过程中输入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增加

D. 该研究表明，在全球变暖环境下，树线上升幅度大小与树线之上植被厚度呈负相关

6.研究人员调查了 A、B、C 三个群落的植物物种丰富度，结

果如图，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三个群落具有相同的物种组成

B. A群落的植物物种丰富度最高

C. 调查植物物种丰富度时可采用样方法

D. 三个群落的植物都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



7.小型犬浣熊为树栖动物，喜欢在夜间活动，属于食肉类动物，但也吃无花果和植物花粉等。

下图是与小型犬浣熊有关的曲线，X表示时间。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A. 若曲线中 Y表示小型犬浣熊种群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值，则种群密度在 b时最大

B. 若曲线中 Y表示小型犬浣熊种群的增长速率，则种群在 bc时期为衰退型

C. 小型犬浣熊在食物链中至少占有两个营养级，它的存在可以加速生态系统物质循环

D. 采用标志重捕法调查小型犬浣熊的种群密度，两次捕捉间隔时间越长，调查结果越

准确

8.资料显示：“鲤鱼，食性杂，荤素皆吃，以荤为主。”下图表示一个仅养殖了鲤鱼的人工

鱼塘中的能量流动关系（单位：×103 kJ/年）。下列有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

A. 该鱼塘中生产者每年固定的总能量约为 1.0258×107 kJ

B. 鲤鱼在上述生态系统中属于第二、三营养级

C. 该鱼塘的抵抗力稳定性低于环境条件优越的自然池塘

D. 该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协调，离不开人类不断投入的物质和能量

9.某同学绘制了如图所示的能量流动图解(其中 W1为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下列叙述中不

正确的是（    ）



A. 生产者固定的总能量可表示为(A1＋B1＋C1＋A2＋B2＋C2)

B. 由第一营养级到第二营养级的能量传递效率为(D1/W1)×100%

C. 流入初级消费者体内的能量可表示为(A2＋B2＋C2＋D2)

D. 图解表明能量流动的特点是单向流动、逐级递减

10.某农场中甲、乙、丙三种生物归属于三个相邻的营养级，三者的数量变化曲线(甲是生产

者)如图 1所示；该农场中的能量流动简图如图 2所示，其中 a2和 b3分别为第二、第三营养

级从上一营养级同化的能量。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流入该农场的总能量是现有生物拥有的总能量和人工饲料中的总能量

B．图 1中丙属于第二营养级，乙属于第三营养级，且乙和丙的种间关系为捕食

C．图 2中第二营养级粪便中的能量属于 a3，第三营养级粪便中的能量属于 b2

D．该农场中第一和第二营养级之间的能量传递效率为(a2＋d1)/(a1＋a2＋a3)×100%

11.安徽农业大学科研人员研究发现,茶园中茶树在受到害虫侵害时会释放信号物质顺-3-己

烯醇,该物质一方面可吸引害虫天敌前来捕食害虫,另一方面可传达信号给周围的茶树,未受

害茶树接收到该信号后,就会提前激发自身的防御响应。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茶树释放的顺-3-己烯醇能够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

B.该茶园中信息传递的方向是茶树→茶树、茶树→害虫天敌

C.外源喷施一定量的顺-3-己烯醇可提高茶树防御害虫的能力

D.一片茶园可以是一个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中时刻存在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12.运用生态学原理可以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下列相关说法正确的是( )

A. 在“桑基鱼塘”生态系统中将蚕粪喂鱼，提高了生态系统能量的传递效率

B. 引进外地物种一定能增加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并提高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

C. 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诱杀雄虫的目的，是通过提高害虫死亡率来降低其种群密度



D. 建立珠江口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是就地保护措施，有利于提高中华白海豚种群的 K值

13.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粮食产业要向绿色优质转型。有关农作物增产措施的叙述，不正确

的是(    )

A. 松土可能成为水土流失的一种诱发因素

B. 利用信息素诱捕有害动物降低害虫的种群密度属于化学防治

C. 立体农业运用的是群落的空间结构原理，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和资源

D. 防治棉铃虫时，利用赤眼蜂比喷洒农药更有利于提高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14.森林群落中由老龄树木死亡造成林冠层出现空隙，称为林窗。研究者调查了某森林中林

窗与林下的土壤动物群落，得到如图所示的结果。据此推断正确的是( )

A. 光照明显影响了土壤动物群落的垂直结构

B. 林窗和林下不同层次的土壤动物种群密度相同

C. 在各层次中林窗的土壤动物丰富度均高于林下

D. 林窗和林下土壤动物种类随土壤深度的增加而减少

15.在互花米草入侵地栽种外来植物无瓣海桑，因无瓣海桑生长快，能迅速长成高大植株形

成荫藏环境，使互花米草因缺乏光照而减少。与本地植物幼苗相比，无瓣海桑幼苗在荫蔽环

境中成活率低，逐渐被本地植物替代，促进了本地植物群落的恢复。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 在互花米草相对集中的区域选取样方以估算其在入侵地的种群密度

B. 由互花米草占优势转变为本地植物占优势的过程不属于群落演替

C. 逐渐被本地植物替代的过程中，无瓣海桑种群的年龄结构为衰退型

D. 应用外来植物治理入侵植物的过程中，需警惕外来植物潜在的入侵性

16.下图表示在光照强度为 660lx(未达到光饱和点）时(其他条件均适宜）,小球藻和鱼腥藻

单独培养的生长曲线，下列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A. 估算小球藻的种群密度可用抽样检测法，调查出的种群密

度可反映种群在一定时期的数量及变化趋势

B. 混合培养有利于小球藻的繁殖,但不利于鱼腥藻的繁殖

C. 适当增大光照强度，鱼腥藻和小球藻单独培养时的 K 值可

能增大

D. 单独培养时鱼腥藻由于不存在生存斗争，其种群数量呈

“J”型增长

17.科研小组对某地两个种群的数量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并研究 Nt＋1/Nt随时间的变化趋

势，结果如图所示（图中 Nt表示第 t年的种群数量，Nt＋1表示第 t＋1年的种群数量）。下

列分析错误的是（）

A. 甲种群在 O～t3段的年龄组成为增长型

B. 乙种群在 O～t1段的种群数量呈“J”型增长

C. 乙种群在 t2时数量最少

D. 甲种群在 t3后数量相对稳定可能是生存条件得到了改善

18.如图反映了 N1、N2两种生物种群密度变化与环境因素的关系，据图分析错误的是（）

A. 若环境条件稳定，持续时间长，则足以使一种生物因竞争而被排除

B. 若环境条件频繁变化，则常常不出现竞争排除现象

C. 海洋和湖泊中浮游植物种类繁多，这是因为这些水体的环境因素较为稳定

D. 自然群落中的竞争排除现象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自然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 4小题。



19.（15分）图 1为种群数量特征的概念图。在调查某林场松鼠的种群数量时，计算当年种

群数量与一年前种群数量的比值（λ），并得到如图 2所示的曲线。请回答：

（1）图 1中 c表示________，a表示________，b表示________。图 1中预测种群数量未来

变化的主要依据是________（填“a”“b”或“c”）。

（2）分析图 2，前 4 年该林场松鼠种群数量________（填“增大”“减小”或“基本不

变”）。第________年松鼠的种群密度最低。第 16～20 年松鼠种群数量最可能呈________

型曲线增长。

（3）调查植物种群密度最常用的方法是样方法，取样的关键是________；计数时，需要计

数样方内以及________的个体数。

（4）在用标志重捕法调查动物种群密度时，若经捕获后的动物更难被捕获，则调查的结果

要比实际数________（填“大”或“小”）。

20.（15分）某生态系统主要物种之间的食物关系如图甲，而图乙表示该生态系统中三个物

种 1、2、3的环境容纳量和某时刻的实际大小。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甲的食物网中 H 占有的营养级分别是________。除图中所示的生物类群外，该生态系

统的生物组成成分还应该有________才能保证其物质循环的正常进行。若某季节物种 A看到

物种 B的数量明显减少时，部分个体会另觅取食池，这属于生态系统中的________



信息，体现了生态系统的________功能。

(2)假设物种 A 从 B 处直接获得的食物占其食物总量的 60%。则 A 增加 10 kg，至少需要

B________kg。A与 C存在的种间关系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物种 A同化的能量一部分由呼吸作用而散失，另一部分则用于_________

(4) 从 图 乙 中 可 知 ，  1 、 2 、 3 三 个 物 种 的 环 境 容 纳 量 不 同 是 因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从营养结构或能量流动角度分析）。

21.（15分）从“退耕还林”的实施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的提出，都充分说明

我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为研究退耕还林的群落演替规律，研究

者利用“把同一时间内的不同群落当作同一群落不同演替阶段”的原理，调查不同退耕年限

植物群落的物种数，结果如图。

请据图回答：

(1)如图是采用________法调查三类植物的物种数而构建的________模型，该模型说明群落

具有________结构。

(2)该地群落演替过程中，乔木的丰富度逐渐________(填“增加”或“降低”)，主要原因

是它在与灌木、草本的______(填种间关系)过程中，具有更强的获得阳光的能力。

(3)经过了一年退耕还林的类似山区再经过________年左右，其草本植物的丰富度最大，该

过程发生的是________演替。如果第 2 年在该地区人为种植一些灌木和乔木，并加以保护，

则草本植物的丰富度达到最大的时间________(填“不发生变化”“提前”或“推后”)。



22.（14分）如图是科研人员调查的某湖泊营养化程度以及部分藻类生长状况曲线图。鱼鳞

藻、脆杆藻为鱼的饵料，微囊藻(一种蓝藻)会产生有毒物质污染水体。分析回答下列问题：

(1)若该水体出现了“水华”现象，将对________(填生物名称)的影响最大。

(2)微囊藻在适宜条件下培养时，数量可呈指数增长，但若在培养液中加入粉绿狐尾藻(一种

高等水生植物)，则微囊藻的生长会受到明显抑制，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种生物在利用

________________(至少答两项)等资源时存在显著竞争的关系。

(3)若要控制富营养化水体中微囊藻的数量，可以采取的措施是____________________。富

营养化使水生生物大量死亡，湖泊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________。修复后的湖泊不仅能

蓄洪防旱，还兼具旅游观光的功能，这主要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________________价值。

(4)罗氏沼虾以绿藻、蓝藻等单细胞藻类为食物。科研小组又对该湖泊中的罗氏沼虾的能量

流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表[数字为能量值，单位是 J/(cm2·a)]。据表分析，沼虾用于生

长发育和繁殖的能量值为________________。

藻类同化

的能量

沼虾摄入藻类中

的能量

沼虾粪便中的能

量

沼虾用于生长发

育和繁殖的能量

沼虾呼吸作用散

失的能量

150.6 47.8 25.4 ？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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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卷 滚动提升检测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18个小题。第 1-13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每题 2分，第 14-18

题有多项符合题目要求，全部选对的得 3 分，选对但不全的得 1 分，有选错的得 0 分。



1.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

A. 通常采用取样器取样法调查培养液中酵母菌的种群数量

B. 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的数学模型中λ必须大于或等于 1，并且保持不变

C. “J”型增长种群新出生的个体数不一定多于“S”型增长种群新出生的个体数

D. “1 mm3的培养液中分布了 50个大肠杆菌”描述的是种群的空间特征

【答案】C

【解析】调查酵母菌种群数量应该用血细胞计数板法或者抽样检测法，取样器取样法适用于

对土壤小动物丰富度的研究，A错误；“J”型曲线没有最大值，所以其λ必须大于 1，并且

保持不变，B错误；“J”型增长种群新出生的个体数不一定多于“S”型增长种群新出生的

个体数，要考虑到其基数的大小，C 正确；该选项描述的是其数量特征，而非空间特征，D

错误。

2.下图是探究影响酵母菌种群数量变化因素时获得的实验结果。下列分析不正确的是( ) 

A. MN时期酵母菌的呼吸方式为无氧呼吸

B. 与 M点相比,N点时酵母菌种内斗争更为激烈

C. 酵母菌种群数量从P点开始下降的主要原因除营养物质大量消耗外,

还有酒精浓度过高, 培养液的 pH下降等

D. 图示发酵时间内种群的年龄组成变化为增长型→稳定型→衰退型

【答案】A

【解析】由图示可知，MN时酒精产生逐渐增多，说明酵母菌在有氧呼吸的同时开始了无氧

呼吸，随着无氧呼吸逐渐增强，有氧呼吸逐渐减弱，A错误； 与 M点相比，N点时酵母菌

的种群密度达到最大，种内斗争更为激烈，B正确； 酵母菌种群数量在 P点后快速下降的

主要原因除营养物质大量消耗外，还有酒精浓度过高，培养液的 pH下降等，C正确； 图

示时间内种群的年龄组成变化为增长型→稳定型→衰退型，D正确。

3.科研人员对某森林里雌雄红眼绿鹃捕食时距地面的高度与活动时间进行了研究，绘制了如

图所示的曲线，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A. 雌雄红眼绿鹃捕食时距地面的高度的变化是共同进化的结果

B. 该区域的群落已演替到森林阶段，将不再发生演替

C. 红眼绿鹃迁入新的环境后种群数量将会呈“J”型增长

D. 雌雄红眼绿鹃很多情况下活动的高度不同体现了群落的垂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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