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济宁市成考专升本 2023 年生态学基

础第一次模拟卷(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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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选题(30 题) 

1. 下列有关砂土类土壤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土壤中以粗砂和细砂为主 B.土壤黏性大 C.土壤孔隙多 D.土壤通气

透水性好 

 
 

2.在对某生物群落调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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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核桃树下几乎没有草本植物的主要原因是 ( ) 

A.缺营养 B.他感作用 C.缺水分 D.缺光照 

 

4. 下列群落中,动物种类最少的是( ) 

A.北方针叶林 B.草原 C.苔原 D.荒漠 

 

5. 有些植物的树干和根基生有很厚的木栓层，具有绝热和保护作用，这

是植物对高温的 ( ) 

A.形态适应 B.生理适应 C.行为适应 D.结构适应 

 
 

6.下列能源燃烧时，易形成酸雨的是（  ）。 



A.石油 B.煤 C.天然气 D.煤气 

 

7.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学者______提出了著名的生态金字塔定律。

（ ） 

A.海克尔 B.坦斯利 C.林德曼 D.奥德姆 

 

8. 逻辑斯蒂方程中的 r是( ) 

A.内禀自然增长率 B.周限增长率 C.瞬时增长率 D.相对增长率 

 

9. 我国东部森林土壤从北到南呈现有规律的变化，这是土壤分布的（ ） 

A.纬度地带性 B.经度地带性 C.垂直地带性 D.非地带性 

 

10. 下列生态因子中,对生物生长起直接作用的因子是( ) 

A.光能 B.水分 C.养分 D.以上三者皆是 

 

11. 根据生态学原理,要使能量在食物链传递时损失最小,人类应该采取

的食物结构是( ) 

A.牛奶、牛肉 B.禽蛋 C.水产 D.谷物 

 
 

12.有效积温法则公式 K=N(T-C)中，N 为（  ）。 

A.发育历期 B.生物学零度 C.有效积温 D.平均温度 

 

13. 下列能导致某一种群呈指数增长的条件之一是（ ） 

A.多个种群共存 B.种群对环境适应性强 C.环境资源不受限制 D.环境

资源是有限的 



 

 

14.植物的密度效应指的是（ ）。 

A.作为构件生物的植物本身构件问的相互影响 

B.同一种群的植物邻接个体间的相互影响 

C.不同种群的植物问的相互影响 

D.植物种群不同集群间的相互影响 

 

 

15. 锥体基部比较窄，而顶部比较宽的年龄金字塔属于( )。 

A.增长型种群 B.稳定型种群 C.下降型种群 D.混合型种群 

 

16. 下列群落中，植物物种组成最简单的是（ ） 

A.常绿阔叶林 B.落叶阔叶林 C.热带雨林 D.荒漠生物群落 

 

 

17.对植物群落的结构和环境形成起主导作用的物种是（ ）。 

A.稀有种 B.伴生种 C.优势种 D.亚优势种 

 

18. 下述动物中属于昼行性动物的是 ( ) 

A.松鼠 B.夜猴 C.家鼠 D.壁虎 

 

19.下列有关砂土类土壤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土壤中以粗砂和细砂为主 B.土壤黏性大 C.土壤孔隙多 D.土壤通气

透水性好 

 

20. 下列属于生态农业优点的是( )。 



A.生态农业是生态系统中最积极和最稳定的 

B.利于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将水分返还环境 

C.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D.利于太阳能和化学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生态系统中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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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引起植物群落随海拔高度的上升而呈现垂直地带性分布的主要生态

因子是（ ） 

A.温度 B.二氧化碳 C.氧气 D.风 

 

23. 世界极干旱且高温地区，往往被( )所占据。 

A.高大植物 B.抗旱植物 C.抗湿植物 D.喜热植物 

 
 

24.下述国家中，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是( )。 

A.中国 B.印度 C.美国 D.俄罗斯 

 
 

25.在以下生态系统中，总初级生产力最高的是（  ）。 

A.热带雨林 B.亚热带阔叶林 C.温带草原 D.暖温带混交林 

 

26.如果一个种群的年龄锥体为金字塔形，则该种群的发展趋势呈 ( ) 

A.稳定型 B.增长型 C.衰退型 D.下降型 



 
 

27.原始森林遭到破坏后，形成森林的过程为（  ）。 

A.原生演替 B.次生演替 C.水生演替 D.旱生演替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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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顶极—格局假说的优势顶极，相当于单元顶极论的（  ）。 

A.后顶极 B.前顶极 C.亚顶极 D.气候顶极 

 

30.种群的指数增长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是( )。 

A.在该环境中只有一个种群 B.该种群对环境的适应比其他种群优越得

多 C.环境资源是无限的 D.环境资源是有限的 

 
 

二、填空题(20 题) 

31.对群落的结构和群落环境的形成有明显控制作用的植物种称为

______。 

 
 
 

32.种群的数量随时问的变化而上下摆动的情况称为______。 

 
 
 



33.种群中包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如按年龄分组统计，各年

龄个体占总数的百分率称为______。 

 
 
 

34.食物链是指自然界中，物种与物种之间______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

序列。 

 
 
 

35.反硝化作用：是反硝化细菌将______转化成大气氮，回到大气库

中。 

 
 

36. 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能源属于______性自然资源。 

 
 
 

37.我国东北草甸形成的______是最好的土壤。 

 
 
 

38.森林群落通常可划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______四个层

次。 

 
 

39. 种群的空间分布通常可分为均匀型、______和成群型三种类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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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 



 
 
 

41.生物量是指在任一时间里实际测得的单位面积内有机物总量，一般

用______来表示。 

 
 

42. ______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有机体多少的度量。 

 
 
 

43.______的定义是指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其特征是由相邻生

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时间及强度所决定的。 

 
 

44. 内环境实际上是生物体内进行细胞生长、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等

______的场所。 

 
 
 

45.单位面积上或单位体积中种群的个体数量称为______ 。 

 
 

46. 一个物种在没有受到其他种类因竞争而引起的抑制作用时占据的最

大生态位叫 ______。 

 
 

47. 生物对某种环境因素都有一个忍受范围，即有一个上限和下限，上

限和下限之间的范围称为______。 

 
 
 



48.种内互作包括种群的领域性和______。 

 
 

49.根据阿伦定律，通常生活在寒冷地带的哺育动物，其四肢、尾和耳朵

有趋于缩短的现象，这是对___________因子的适应。 

 
 
 
 

50.当生物个体间竞争剧烈，对抗作用强，该生物的内分布型是

__________。 

 
 
 

三、判断题(10 题) 

51.生物的地理分布与其生态幅无关。（  ） 

 
 

52. 种群平衡是指种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  ） 

 

A.否 B.是 

 

53. 在群落的自然分类系统中，有的以群落区系组成为分类基础，有的

以其生态外貌为基础，还有的以其动态特征为基础。( ) 

A.正确 B.错误 

 
 

54.在微酸性条件下，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最差，不利于植物生长。( ) 

 
 

55. 食草动物的引入使植物种群生物量迅速下降，同时食草动物种群数



量不断上升，达到一定密度后，植物生物量又减少，食草动物种群也随

之下降，以后两个种群的数量表现为周期性的振荡。( ) 

A.正确 B.错误 

 
 

56.现代生态学以人为研究中心，更加注重实践研究。（  ） 

 
 

57. 当离子被植物吸收后，土壤溶液又不断从水中吸取离子来补充土壤

离子的含量。( ) 

A.正确 B.错误 

 

58.伴生种与优势种相伴存在，但对群落的结构和环境形成不起主要作用。

（  ） 

 
 

59. 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中，物种达到最大量和最适量，但不排

斥其他种生物的入侵，( ) 

A.正确 B.错误 

 
 

60.哺乳动物大多属于 r 对策生物。（  ） 

 
 
 

四、简答题(5 题) 

61. 逻辑斯谛曲线常被划分为哪几个时期，各代表什么生态意义? 

 
 



62. 简述判断种群分布型的方法。 

 
 

63. 什么是食物链、食物网? 

 
 
 

64.简述各年龄结构类型种群特征。 

 
 
 

65.描述种群数量特征的统计学指标有哪些？ 

 
 
 

五、论述题(5 题) 

66. 论述湿地的生态功能。 

 
 

67.论述生态学的基本视角。 

 
 
 

68.什么是生态系统的分解作用？影响分解作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论

述分解作用的生态学意义。 

 
 

69.比较 r对策和 K对策的特点。 

 
 
 

70.简述生物群落发生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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