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宿迁市高职单招 2023 年生态学基础

模拟练习题三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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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选题(30 题) 

1. 一般来说，北方的群落中，优势种的数目比南方的( )。 

A.多 B.少 C.相等 D.看具体情况而定 

 

2. 草原上的野兔会影响牧草的数量，如果猎手无节制地大量捕杀野兔，

最终会导致( )。 

A.畜牧业得到发展 B.草原植被破坏 C.牧草生长良好 D.草食性动物不

断进化 

 

3. 下列属于阳性植物的是( )。 

A.红豆杉 B.玉米 C.柔毛冷杉 D.云杉 

 

4. 在生态农业中，稻田养鱼体现了( )原理。 

A.整体效应 B.生物种群相生相克 C.物质循环与再生 D.生态位 

 

5. 降雨对蝗虫的发生( )。 

A.影响很大 B.影响较小 C.无影响 D.以上三种情况均可能发生 

 

6. 在一定范围内按不同密度播种的三叶草,其最终产量与播种密度无关,

这是( ) 

A.养分制约的结果 B.空间制约的结果 C.密度制约的结果 D.人为影响



的结果 

 

7. 把( )作为研究中心，是近代生态学的特点。 

A.生物与环境 B.种群 C.群落 D.生态系统 

 
 

8.森林砍伐迹地从控制演替的主导因子看属于( )。 

A.内因演替 B.原生演替 C.外因演替 D.次生演替 

 
 

9.难降解的有毒物质沿食物链传递，其浓度将 （  ）。 

A.维持恒定 B.产生波动 C.逐级降低 D.逐级升高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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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下列各项中的生物之间，属于种内互助的是( )。 

A.犀牛与犀牛背上生活着的食虫小鸟 B.蜂群中的工蜂与蜂王 C.海葵

与寄居蟹 D.培养液中的大小两种草履虫 

 
 

12.在单向风的影响下，树木对风适应的明显形态特征是（  ）。 

A.矮化 B.顶冠 C.根系发达 D.旗冠 



 

13. 第一次把植物营养体型称为生活型的人是( ) 

A.洪堡德 B.瓦尔明 C.达尔文 D.奥德姆 

 
 

14.生物对高温适应的特点是( )。 

A.降低细胞含水量，增加可溶性糖 

B.降低细胞含水量，减少可溶性糖 

C.增加细胞含水量，增加可溶性糖 

D.增加细胞含水量，减少可溶性糖 

 
 
 

15.某种群中幼体比例减少，老年个体比例增大，出生率低于死亡率。

这个种群的结构类型是（  ）。 

A.增长型 B.稳定型 C.下降型 D.不规则型 

 

16. 光照强度对植物生长及形态结构有重要的作用，表现在( )。 

A.影响细胞的分裂和伸长，植物体积的增长，重量的增加 

B.改善植物体的有机营养，使枝叶生长健壮，花芽分化良好 

C.动物白天黑夜都能活动，常不分昼夜地表现出活动与休息不断交替 

D.生物对光照强度的需求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结构和生理上的区别 

 
 

17. 小麦黏虫在麦田里大量繁殖，造成小麦严重减产。引起农田生态平

衡失调的原因可能是（ ）。 

A.青蛙大量被捕捉，破坏了食物链 B.大量清除杂草 C.大量捕杀田鼠 D.



大量捕杀黄鼬 

 

18. 白桦、云杉不能在华北平原生长，梨、苹果不能在热带地区栽培是

受( )的限制。 

A.光照周期 B.雨水分布 C.极端温度 D.有效积温 

 

 

19.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生态学

分支学科的划分依据是（  ）。 

A.生物组织层次 B.生物类群 C.生境类型 D.应用领域 

 

20. 水体富营养化，是由于水体进入了过多 

A.氮、磷 B.有机物 C.泥沙 D.微生物 ( ) 

 

 

21.当种群数量超过环境容纳量时，种群数量趋向于（ ）；当种群数量

低于环境容纳量时，则趋向于（ ）。 

A.减少；减少 B.减少；增加 C.增加；减少 D.增加；增加 

 

22. 在培养蘑菇的培养基上长出了根霉，根霉与蘑菇之间的关系属于( )。 

A.寄生 B.共生 C.捕食 D.竞争 

 

23. 根据有效积温法则，一种生物分布所到之地的全年有效总积温必须

满足该种生物完成一个世代所需要的 

A.K值 B.T值 C.N值 D.T
0
值 ( )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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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陆地生态系统的营养级数目通常不会超过（  ）。 

A.1～2 B.2～3 C.3～4 D.5～6 

 
 

26.从种群数量变动的角度来看，沿海的“赤潮”现象，属于( )。 

A.周期性波动 B.种群爆发 C.不规则波动 D.季节性消长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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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群型 B.均匀型 C.随机型 D.聚集型 

 

28. 下列植物属于耐阴植物的是( )。 

A.槐 B.红豆杉 C.侧柏 D.松 

 

29. 生长在珊瑚虫周围的藻类大量死亡而引起珊瑚虫群体的死亡，这个

现象说明生物种间有( )作用。 

A.竞争 B.共生 C.寄生 D.他感 

 

30. 表达人口增长的因素是( )。 

A.人口数量 B.死亡率 C.迁出率 D.迁入率 

 
 

二、填空题(20 题) 

31. 食物链中的每个环节处于不同的营养层次，这些环节称为______。 



 
 

32.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相互关系是长期( )的结果。 

 
 
 

33.群落交界处是______，它是物种沿着环境梯度迅速置换的地点。 

 
 
 

34.种群的分布型一般可分为______、随机型和成群型三种类型。 

 
 
 

35.通常把影响种群密度的调节作用分为______和______两种。 

 
 

36. 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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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碳储存库为岩石圈和______。 

 
 
 

39.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方式包括______、______和生理生化适应。若生

物对环境的适应有多种方式协同作用，这一特性称为______。 

 
 
 

40.群落的水平结构主要包括镶嵌性、______和群落交错区。 



 
 
 

41.生态系统中的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构成了生态系统的

四大组成要素。 

 
 

42. 根据某一特定时间对种群作的年龄结构调查资料而编制的表格称为

______。 

 
 

43. 风将植物的种子吹到一个新的地点而发芽生长的过程，称为______ 。 

 
 
 
 

44.最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土壤结构是__________。 

 
 
 

45.大气因子对生物的生态作用主要表现在空气的化学成分和空气

__________两个方面。 

 
 

46. 海拔高度、地形等是对生物生长发育起______作用的生态因子。 

 
 
 

47.多元重复可理解为生态系统结构上的__________现象。 

 
 

48. 人类生态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生态学______分类中的一员。 

 



 
 

49.在最适宜的条件下，种群所表现出来的最大增长率称为______。 

 
 

50. 种群的季节性消长是种群对外界环境变化的______。 

 
 
 

三、判断题(10 题) 

51.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越复杂，其稳定性越强。（  ） 

 
 

52.老虎种群的个体分布属于随机分布。（  ） 

 
 
 

53. 次生演替的结果是群落复生。 

A.正确 B.错误 

 
 

54.休眠是生物抵御不利环境的生理机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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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和负反馈都能控制种群密度的过度增长。 

A.否 B.是 



 

57. 温室效应是解释全球变暖的理论。 ( ) 

A.正确 B.错误 

 

58. 种群数量波动幅度小是成熟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特征之一。（ ） 

A.正确 B.错误 

 

59. 可持续发展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三个效益的

统一。( ) 

A.正确 B.错误 

 

60. “生态学”这一学科名词最早是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的。 

A.正确 B.错误 

 
 

四、简答题(10 题) 

61.简述植物密度效应的最后产量恒值法则，并解释最后产量恒值的原

因。 

 
 

62. 群落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63. 简述种群的年龄结构的三个基本类型的特点。 

 
 

64. 逻辑斯蒂曲线常被划分为哪几个时期,各代表什么生态意义? 

 
 



 

65.简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66. 决定种群容纳量大小的因素是什么? 

 
 

67. 简述生态型和生活型的区别。 

 
 

68. 简述农田防护林的生态意义。 

 
 
 

69.简述种群水平稳态机制和反馈调节。 

 
 

70. 什么是物种多样性?包括哪几个层次? 

 
 
 

五、论述题(5 题) 

71.试述生态农业的特点。 

 
 

72.怎样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73. 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全球危机。 

 
 

74. 论述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 

 



 
 

75.试述细胞外被中糖蛋白在细胞内合成、组装和运输的全过程及其对

于细胞的主要生理功能。 

 
 
 

六、单选题(0 题) 

76.下列关于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能量流动是单向递减的 B.能量流动是循环波动的 C.能量流动是单

向递增的 D.能量流动是物质循环的载体 

 
 
 

参考答案 

 

1.B 解析：由于北方环境条件的限制，优势种的数目比南方温热多湿条

件下的数目要少，故选 B。 

2.B 
3.B 

4.D解析：稻田养鱼充分利用了农田的空间生态环境，体现了生态位原

理，即物种在生态系统时空上的位置及相互关系，故选 D。 

5.A解析：蝗虫适宜在干旱的环境下生长，一般蝗灾多发生在旱季、旱

区，所以降雨对蝗虫的影响是很大的，故选 A。 

6.C 
7.D 
8.C 

外因演替包括自然和人为因素，其中人类砍伐森林、开垦草原等属于

人为发生演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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