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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三生物学科导学案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环境保护 

班级：             姓名：              学号：                授课日期：  12.2           

【本课在课程标准里的表述】 

 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节作用抵御和消除一定限度的外来干扰，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稳定。 

【学习内容】 

【导读】 

1．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四大生态环境问题成因 

 

3．三种水体污染的成因 

 

4．关注生物多样性的“3、3、4、1” 

 

【导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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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抵抗力稳定性越弱，恢复力稳定性一定越强吗？ 

 

(2)生物多样性、营养结构、稳定性的关系？ 

 

(3)生物多样性的原因？ 

 

【导练】 

例题 1： 高原鼢鼠是一种营地下生活的挖掘类啮齿动物，挖洞时将挖出的土堆在地面，会在草甸中形成

无植被覆盖的裸露土丘，土丘需 6年左右才能逐步恢复。图 1中 CK、A、B、C、D表示土丘密度不同的 5

个区域（“·”表示土丘）。图 2表示演替至第 6年时各区域的生物量和植物丰富度，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 裸露土丘的恢复过程属于种群的次生演替 

B. 草甸中高原鼢鼠数量越多，恢复后植物丰富度越高 

C. 鼢鼠挖洞行为有利于疏松土壤从而促进植物生长 

D. 为了提高草甸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需要彻底消灭鼢鼠 

例题 2： 下图是河流生态系统受到生活污水（含大量有机物）轻度污染后的净化作用示意图。下列分析

错误的是 

 

A. AB段溶解氧随有机物被细菌分解而大量消耗 

B. BC段藻类大量繁殖的原因是有机物被大量分解，NH4
+等无机盐离子逐渐增加，此时细菌减少的原因

是溶解氧减少 

C. CD段溶解氧含量逐渐恢复的主要原因是藻类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需氧型细菌数量下降，消

耗氧气少 

D. 该过程体现了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例题 3：下列有关生态学内容的叙述，正确的是 

A. 落叶阔叶林遭到严重破坏时，往往不易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原来状态，原因是其抵抗力稳定性较低 

B. 向某生态系统中大量任意引入外来物种可以提高生物多样性、增强其抵抗力稳定性 

C. 轮作能够提高土地的产出，原因是轮作能够促进农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并提高能量利用率 

D. 土壤的结构和化学成分决定了在这一区域内定居和繁衍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说明生物群落与无机

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例题 4： 某生态系统中，甲乙丙丁四个营养级的关系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与图示含义不相符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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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若 X代表各营养级所积累的铅浓度，则丙代表最高营养级 

B. 甲乙丙丁中所有生物组成的群落具有垂直结构和水平结构 

C. 若 X代表各营养级所同化的能量，则丙>甲+乙+丁 

D. 甲乙丙丁所含有的生物种类越多，该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越高 

例题 5：“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比如通过

植树种草等措施治理沙漠，我国平均每年以约 1980Km2的速度将沙漠变为绿洲。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 植树种草能防风固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B. 沙漠治理丰富了群落的水平结构、简化了其垂直结构 

C. 沙漠变绿洲有利于降低大气 CO2浓度，缓解温室效应 

D. 治理提高了“沙漠”恢复力稳定性，沙漠治理更容易 

例题 6：如图表示气候变化对甲、乙生态系统中种群类型数量的影响。据图分析，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 甲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一定较乙生态系统强 

B. 甲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一定较乙生态系统强 

C. 乙生态系统在 S点后一定有新物种产生 

D. 乙生态系统在 S点后一定经历初生演替过程 

 

 

 

 

 

 

 

 

 

 

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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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仪征中学 2021—2022学年度第一学期高三生物学科作业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环境保护 

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学号：________时间：_______作业时长：30分钟 

1. 下列曲线表示四个不同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受到同等程度的外来干扰后，初级消费者和次级消费者数量

的变化情况，其中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是（  ） 

 

A. A B. B C. C D. D 

2. 两个不同的生态系统在同时受到同等强度的干扰（a）后，其结构和功能的曲线变化情况如图所示，据

图不能得出的结论是 

 

A. 同等强度的干扰下，乙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比甲强 

B. 同等强度的干扰下，若乙生态系统干扰提前，则 B点左移 

C. 若甲生态系统的干扰强度增大，则 C点右移 

D. 图中偏离正常运行范围的程度可以体现恢复力稳定性的大小 

3. 如图所示为不同生态系统在相同的环境条件变化下，甲和乙两个生物群落所表现出来的反应。据图分

析，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甲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高于乙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 

B. 不同群落内部的负反馈调节维持着不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C. 甲和乙群落所在生态系统稳定性不同，生物种类完全不同 

D. 甲所在的生态系统抵抗力稳定性弱，则其恢复力稳定性一定强 

4. 某山区实施退耕还林之后，经数十年的演替发展为森林，图中甲、乙、丙分别表示群落演替的三个连

续阶段中优势植物种群数量变化情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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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实施退耕还林等措施之后，对野生动植物种群不能进行开发利用 

B. 甲、乙、丙之间为竞争关系，第 3阶段群落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层现象 

C. 演替中后一阶段优势物种的兴起，一般会造成前一阶段优势物种的消亡 

D. 该过程中，群落的物种丰富度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会逐渐提高 

5. 2020年 7月，我国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与温室效应密切相关。下列有关说法错误的是 

A. 温室效应是 CO2分子将地球反射热释放出来，使地球升温 

B. 全球气候变暖使一些树种的分布发生变化，产量会下降 

C. 大气中 CO2增加导致地球温度升高，使南极的冰盖开始融化 

D. 地球变暖会使大气环流气团向两极移动，改变全球降雨格局，影响农业生产 

6. 促使我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主要原因是 

A. 我国矿藏资源过于贫乏              B. 很多地区缺水，限制工农业的发展 

C.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严重          D. 人口基数大，总产值低 

7. 下列哪项不都属于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A. 全球气候变化、海洋污染              B. 酸雨、水资源短缺 

C. 生物多样性锐减、粮食短缺            D. 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破坏 

8. 下列关于人类与环境的叙述，错误的是 

A. 地球变暖会使热带疾病的传播范围扩大 

B. 当前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设法降低出生率 

C. 生物圈中的各个部分都具有较强的生物生产力 

D. 微生物病原体是水体的八类污染物之一 

9.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我国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

求，引起了全社会对生物安全形势的高度关注。以下选项中不会给我国带来生物安全风险的是 

A. 人类及动植物中可能爆发的重大疫病 

B. 保护沿海滩涂红树林中的生物多样性 

C.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生态环境发生改变 

D. 收集我国公民及生物资源的遗传信息 

10. 2021年 3月 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当日，相关部门组织了“青鸥伙伴守护长江蓝”的普

法活动，在湖南省岳阳港开展普法宣传。3月 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政

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相关议题，3月 12日，河南省内沿黄生态廊道已贯通 330公里，

年底将实现全线贯通。保护长江、黄河已是我国相关省份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下列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的叙述，错误的是 

A. 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之一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主要是因为生物多样性有各种各样的直接价值 

B. 长江江豚只余一千多只，可以通过就地保护与易地保护并举的措施对它种群的恢复开展相关研究 

C. 就地保护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针对珍稀物种我们应当首先选择就地保护的措施 

D. 易地保护时人工繁育成功后，就可以将人工繁育的部分野生生物放回野外 

11. 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丰富，鸟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对某湿地生态系统不同退化阶段的生

物多样性进行了调查，结果见下表。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典型湿地 季节性湿地 中度退化湿地 严重退化湿地 

湿地特征 常年积水 季节性积水 无积水 完全干涸，鼠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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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指数 2.7 2.4 2.1 1.5 

鸟类丰富度 25 17 12 9 

注：生物多样性指数反映生物多样性水平 

A. 严重退化湿地中的鼠类吸引部分猛禽使得食物网结构最为复杂 

B. 因湿地退化食物不足，鸟类死亡率增加导致丰富度降低 

C. 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是其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 

D. 湿地退化对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影响最大 

12. 下列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A. 生态系统多样性是物种多样性的保证 

B. 各种中药材的药用功能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 

C. 大量引进国外物种是增加当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D. 混合树种的天然林比单一树种的人工林更容易被病虫害毁灭 

13. 下列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A. 把沼泽地改造成农田种植多种农作物有利于增加生物多样性 

B. 动植物和微生物及它们拥有 全部基因构成了生物多样性 

C. 群落演替的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会逐渐降低 

D. 森林对水土的保持作用属于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 

14. 下列关于生态系统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 一般来说，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决定其自我调节能力的大小 

B. 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明显大于它的间接价值 

C. 建立自然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等是对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 

D. 蜜蜂通过“跳舞”告诉同伴蜜源属于行为信息 

*15. 因含 N、P元素污染物的流入，导致淡水河爆发水华。研究人员在淡水河投放以藻类为食的罗非鱼控

制水华，实验结果如下图。相关叙述不正确的是 

 

A. 罗非鱼等动物和蓝藻等植物共同构成生物群落 

B. 投放罗非鱼调整了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 

C. 投放罗非鱼加快清除淡水河中含 N、P元素污染物 

D. 淡水河爆发水华，自我调节能力没有丧失 

*16. 《庄子·人间世》中庄子对弟子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语句中相关生态学原理错误的是 

A. “寇”“煎”“伐”“割”有利于能量流向对人类有益的部分 

B. “膏火自煎”使得生态系统能量利用率降低 

C. “伐之”、“割之”均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D. “无用之用”指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和潜在价值 

17. 工业废水中的物质甲在某些厌氧细菌的作用下可转化为物质乙，物质乙的毒性较大，脂溶性高，较稳

定，易被生物吸收和积累。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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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业废水随意向河流排放会导致海洋污染 

B. 给水体通气不利于降低水体中物质乙的含量 

C. 水体中的厌氧细菌可作为生态系统的分解者 

D. 物质乙可沿着食物链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 

18．圆石藻是一种海洋浮游生物，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二甲基硫醚(DMS)。下图是 DMS 在海洋中生成的主要

过程，分析并回答下 列问题： 

 

 

 

 

 

 

 

(1)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上看，圆石藻属于            。经研究圆石藻对海洋气候变化有影响，这体

现了生物多样性的            价值。 

(2)圆石藻大量繁殖会诱发病毒侵染其细胞，从而使其数量下降，这体现了生态系统可通过  

                   调节机制维持自身的相对稳定。 

(3)研究发现，海洋中生物能促进 DMS氧化分解产生 SO4
2-
，从而加快生态系统的                   。 

(4) 图 中 浮 游 动 物 所 同 化 的 能 量 除 自 身 呼 吸 作 用 以 热 能 的 形 式 散 失 外 ， 还 将 流

向                                      。 

(5)中间产物 X的浓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能作为一种       信息，使浮游动物对圆石藻的捕食明显减

少，这体现了生态系统中信息传递的作用是                   。 

*19.由于气候变化,雨水减少,某河流干涸后,群落历经草本、灌木、乔木的演替过程,该群落演替到顶级阶

段时生活着很多动物种群,其中有蛇、蛙、鼠、食草昆虫等,其中蛇的食物来源有蛙和鼠,蛙捕食食草昆虫,

食草昆虫和鼠吃草。演替过程中部分物种的种群密度变化情况如下表,部分动物的能量流动示意图如图所

示(a-d表示能量值的多少)。回答下列问题: 

分类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第 6年 

艾蒿/(株·100 m
-2
) 5 10 6 3 1 1 

白杨/(株·100 m
-2
) 0 1 2 4 8 8 

鼠/(只·100 m
-2
) 0 1 2 4 8 16 

 

(1) 判断该群落演替为次生演替的依据是            ,从第 3 年起,艾蒿种群密度下降的

原因是                    。  

(2) 演替过程中输入该生态系统的总能量    (选填“增加”“减少”或“不变”)。  

(3) 若将蛇的食物比例由 2/3 的鼠、1/3 的蛙调整为 1/3 的鼠、2/3 的蛙,按 10%的能量传递效率计算,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调整食物比例后该地的蛇的承载力是原来的   倍。  

(4) 上图中 M2表示          ,P 表示                。若草同化的能量

为 e,则从草到食草动物的能量传递效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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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8.(1)生产者   间接    (2)反馈(负反馈)     (3)物质循环      (4)下一营养级和分解者 

(5)化学     调节种间关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19.(1)在原有土壤条件保留的地方发生的演替   灌木和乔木遮挡了艾蒿的阳光   (2)增加 

(3)0.57(4/7) (4)用于食草动物生长、发育和繁殖等生命活动的能量   食草动物呼吸作用散失的能量 

(a+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