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成人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生态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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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小题给出的
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下列土壤分类中不属于同一类的是( )
A.燥红土 B.黑钙土 C.灰化土 D.红色石灰土
2.下列有关阳性植物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强光下生长良好 B.弱光下生长良好
C.强光下生长不好 D.荫蔽处生长良好
3.农田作物的生长和土壤养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产量往往受土
壤中供应最不足的营养元素所制约。这是( )
A.李比希最低率 B.谢尔福德耐性定律 C.阿伦法则 D.贝格曼法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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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下列对应有误的是( )
A.生产者——二氧化碳、水 B.消费者——生产者
C.生产者——有机营养 D.还原者——生产者、消费者的残体
6.领域的特性不包括( )
A.更换性 B.排他性 C.伸缩性 D.替代性
7.下列不属于种群的主要特性的是( )
A.空间特性 B.数量特性 C.遗传特性 D.年龄结构
8.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植物定居的是( )
A.生长 B.发芽 C.繁殖 D.腐烂
9.对于一个稳定的森林或草原生态系统来说，其各组成成分中，唯一
可缺少的成分是( )
A.生产者 B.消费者 C.分解者 D.无机环境
10.下列不属于按组织层次划分的分支学科是( )
A.个体生态学 B.景观生态学 C.进化生态学 D.种群生态学
11.下列属于可再生能源的是( )
A.石油 B.天然气 C.煤 D.水能
12.水稻土属于( )
A.潜育土 B.泥炭土 C.盐成土壤 D.钙成土壤
13.在种群增长方程中引入环境资源后，种群数量与种群增长率呈
( )
A.正比关系 B.反比关系 C.无关系 D.不可确定
14.以下区域中，初级生产力最高的区域是( )
A.海洋 B.草原 C.海陆交接地带 D.农田



15.按照丹麦植物学家瑙基耶尔(ChristenRaunkiaer)的生活型划分
方法，北方针叶林的优势生活型为( )
A.高位芽植物 B.地上芽植物 C.一年生植物 D.地面芽植物
16.下列演替类型中不属于按演替进程时间长短分类的是( )
A.原生演替 B.快速演替 C.长期演替 D.世纪演替
17.动物斗殴的行为属于( )
A.干扰竞争 B.利用竞争 C.共生 D.竞争排除
18.我国东部地区成为湿润森林区，主要受( )
A.山风影响 B.季风影响 C.谷风影响 D.海洋风影响
19.生态因子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两类，其中非
生物因子不包括( )
A.气候因子 B.土壤因子 C.地形因子 D.人为因子
20.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域是( )
A.温带 B.热带 C.亚热带 D.寒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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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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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22.形成生物群落的经度地带性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
23.____________是指生态系统中一定空间内的生物在一定时间内所
生产的有机物质积累的速率。
24.根据生长环境中水的深浅不同，水生植物可分为沉水植物、
____________和挺水植物三种。
25.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碳储存库为岩石圈和____________。
26.按形成的主导因素，隐地带冷性土壤可分为水成土壤、盐成土壤
和____________。
27.死亡率代表一个种群的____________。
28.食物链是指在生态系统中，生物间通过取食与____________关系
联结起来的链索结构。
29.生态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野外调查研究、实验室研究和
____________。
30.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____________。
31.生物的种间关系主要有____________、捕食、共生、寄生等几种。
32.三基点温度包括最低温度、____________和最高温度。
33.种群的分布型一般可分为__________、随机型和成群型三种类型。
34.耗散结构是指在远离____________下，系统可能出现的一种稳定
的有序结构。
35.生态系统的三个基本功能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____________。
36.最后产量恒值法则 Y=W·d 中，d的含义是____________。
37.生物问彼此有利，分开后不能生活，这种关系称____________。



38.温度超过生物适宜温区的上限后就会对生物产生有害影响。高温
可减弱光合作用，增强____________，使植物的两个重要过程失调。
39.根据生态因子的性质，通常可将生态因子归纳为气候因子、土壤
因子、地形因子、____________和人为凼于。
40.当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刚好与呼吸作用的消耗____________时
的光照强度称为光补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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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生植物与被附生植物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寄生关系。( )
42.生态优势种最显著的特征是生物个体最大。( )
43.森林中鸟的数量与森林的周长成正比，是因为服从边缘效应。
( )
44.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是营养物质循环变慢。( )
45.农业的最终发展方向是机械化农业。( )
46.全球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全球陆地和全球海洋。( )
47.生物对不同生态因子的耐受性不同，并且耐受性可以人为改变。
( )
48.紫外光可以诱杀害虫、消毒灭菌，大剂量紫夕卜光会使生物发生
病变甚至致死。( )
49.梨、苹果不能在热带地区栽培是因为降水量太大。( )
50.老虎种群的个体分布属于随机分布。( )
四、简答题：51～53 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30 分。
51.简述陆地生物群落的主要植被类型。

52.简述物种形成的过程。

53.简述种群年龄结构的含义及其基本类型。



五、论述题：54小题，20 分。
54.试述生态农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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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基础试题答案解析

1.【答案】D
2.【答案】A
3.【答案】A
4.【答案】A
5.【答案】C
6.【答案】A
7.【答案】D
8.【答案】D
9.【答案】B
10.【答案】C
11.【答案】D
12.【答案】A
13.【答案】B
14.【答案】C
15.【答案】D
16.【答案】A
17.【答案】B
18.【答案】B
19.【答案】D
20.【答案】A
21.【答案】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22.【答案】降水
23.【答案】生产力
24.【答案】浮水植物
25.【答案】化合燃料
26.【答案】钙成土壤
27.【答案】个体死亡情况
28.【答案】被取食
29.【答案】模型模拟研究
30.【答案】人口问题
31.【答案】种间竞争
32.【答案】最适温度
33.【答案】均匀型
34.【答案】平衡状态
35.【答案】信息传递
36.【答案】密度
37.【答案】共生关系



38.【答案】呼吸作用
39.【答案】生物因子
40.【答案】相等
41.【答案】×
42.【答案】×
43.【答案】√
44.【答案】√
45.【答案】×
46.【答案】×
47.【答案】√
48.【答案】√
49.【答案】×
50.【答案】×
51.【答案】植被是划分生物群落类型的基础。陆地生物群落主要植
被类型如下：
(1)森林，包括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北方针叶林；
(2)草地，包括稀树草原和草原；
(3)荒漠；
(4)苔原。
52.【答案】物种形成过程大致分为 3 个步骤：
(1)地理隔离。通常是由于地理屏障引起，将两个种群彼此隔离开，
阻碍了种群间个体交换，从而使基因交流受阻。
(2)独立进化。两个地理上和生殖上隔离的种群各自独立地进化，适
应各自的特殊环境。
(3)生殖隔离机制的建立。假如地理隔离屏障消失，两个种群的个体
可以再次相遇和接触，但由于建立了生殖隔离机制，基因交流已不可
能出现，因而成为两个种，物种形成过程完成。
53.【答案】(1)种群中各年龄期的个体在种群中所占比例为年龄结构。
(2)年龄结构的基本类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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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锥体呈倒钟型，种群数量处于稳定状态。
③衰退型。年龄锥形底部窄，上部宽(或答：幼年个体少，老年个体
多)，种群数量处于下降状态。
54.【答案】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其主要特点是：
(1)整体性。生态农业是一种整体性农业，它的结构十分复杂，具有
层次多、目标多、联系多的特点，构成复杂的立体网络。它按生态规
律要求进行调控，把农、林、牧、副、渔、工商、运输等各业组成综
合经营体系，整体发展。
(2)层次性。生态农业有多级亚系统，各个亚系统在功能上有差别：
有的从事粮食生产，有的从事蔬菜、水果、林木的生产，也有的亚系



统是综合性的。所有这些都为人类的食物生产开辟了多条途径，可通
过横向联系，组成一个综合经营体。
(3)地域性。生态农业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环境决定和影响着生物，
生物依赖并改造环境。因此，必须树立因地制宜的观点，严格按照地
域分异规律的要求，才能发挥地区优势，取得成效。
(4)调控性。生态农业的调控措施主要有四条途径：①充分利用自然
条件；②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③改造生态环节；④把自然调控和
人工调控结合起来，有效地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促进农业发展。
(5)建设性。生态农业是一种建设性农业，重视统一性规划，并注意
运用现代新技术、新成果，努力完成发展生产和改善环境的双重任务，
以利于建设、繁荣经济、美化环境。因此，生态农业能够把经济、生
态、社会三大效益统一起来，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