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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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群的特征及种群密度的调查 

班级：                姓名：                学号：                授课日期： 11.29    

【本课在课程标准里的表述】 

举例种群具有种群密度、出生率和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特征。 

尝试建立数学模型解释种群的数量变动。 

【学习内容】一、 种群的特征 

1. 种群的概念 
在一定自然区域内,    的    形成种群。  

2. 种群的数量特征(详见本讲重难点 1) 
(1) 最基本的数量特征:     。  
①概念:单位空间内某种群的个体数量。 
②常用的调查方法:    法和      法。(详见本讲重难点 1第 1点)   

(2) 决定种群大小和种群密度的直接因素(特征):       、        。  
(3) 可预测种群数量变化趋势的特征:     。  

①概念:一个种群中    的个体数目的比例。  
②类型及对种群密度的影响(连线) 

 

(4) 间接影响种群数量的特征:     。  
①概念:种群中    个体数目的比例。  
②人为因素破坏后(如性外激素诱杀雄性害虫),降低    ,从而降低种群密度。  

3. 种群的空间特征 
种群的空间特征即种群的空间分布,包括均匀分布、    分布、集群分布。  

【导读】 

【导思】 

 样方法 标志重捕法 

调查 

对象 

植物;活动范围小、活动能力弱的动物,如昆虫

卵、蚯蚓、跳蝻及蚜虫等 

活动能力强、范围大的动物,如哺乳类、鸟类、爬行类、

两栖类、鱼类和昆虫等 

调查 

程序 

  

注意 

事项 

①随机取样; 

②样方大小适中; 

③样方数量不宜太少,要依总面积的大小而

定,总面积大的选取的样方要多些; 

④要选熟悉的又容易计数的植物,如一般不选

丛生或蔓生的单子叶草本植物,而选择个体数

目容易辨别的双子叶草本植物 

①调查期间,被调查个体没有迁入和迁出、出生和死亡; 

②标志物不能过于醒目,不能影响标志对象正常的生命

活动; 

③标志物不易脱落,要能维持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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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标志重捕法的实际结果如何？ 

◉方 法 规 律：样方面积的选择和计数原则 

(1) 植物的大小不同,样方面积也应不同。如乔木的样方面积约为_____,灌木约为_____,草本植物约为

_____。 

(2) 计数原则。若有正好在边界线或夹角上的个体,应统计样方内所有个体数和_______________的个体

数。如右图,蜗牛数为_______________ 

（注:一般只计数左上角相邻两边及其夹角） 

2. 种群数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图解 

 
(1) 年龄组成并不决定种群密度的变化。年龄组成只是预测种群密度的变化趋势,但该趋势不一定能够实

现,还要看影响种群密度变化的其他因素,如气候、食物、天敌、传染病等。 

(2) 种群数量不等于种群密度。种群密度是种群在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中的个体数,强调“单位面积或单

位体积”,即种群数量增加,种群密度不一定增加。 

3. 种群年龄类型的变式图解 

(1) 图示类型示例 

①统计图 

 
②曲线图中分别代表？ 

 

③柱形图分别代表？ 

 

(2) 判断方法:无论何种图形,均应注意各年龄段个体的比例。增长型中的幼年个体多,老年个体少,稳定型

中的各年龄段个体比例适中,衰退型中的幼年个体少、老年个体多。 

【导练】 

考向 1 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 

 (2020·泰州期中)下列关于调查种群密度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 在调查分布范围较小,个体较大的种群时,可以逐个计数 

B. 蔓生或丛生的单子叶草本植物常用样方法计数 

C. 调查运动能力较强、活动范围较大的种群时,常用标志重捕法 

D. 用样方法调查种群密度时,要注意选择适宜的样方面积及随机取样 

 (2020·盐城期中)某生物学家在测定 200km
2
的野兔的种群密度时,第一次捕获 50只做上标记,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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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回到草原中,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又捕获 60 只,其中含标记的 5 只,则该草原内野兔的种群密度为

 (  )                  

A. 300只·km
-2
      B. 600 只·km

-2     
C. 3只·km

-2    
 D. 6只·km

-2
 

考向 2 种群特征分析 

 (2020·苏中苏北七市三调)下表为人的 3个种群中各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的统计,下列相关叙述正

确的是 (  ) 

A. 年龄组成只通过影响种群的出生率从而影响种群数量 

B. 年龄组成为稳定型且性别比例适中的种群数量较稳定 

C. 种群 3的年龄组成为衰退型,当前人口数量最少 

D.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数量一定增加的是种群 1 

 (2020·如皋期初)(多选)下列关于种群特征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 利用性引诱剂诱捕雄性昆虫,通过降低出生率影响种群密度 

B. 种群密度预示着种群数量的未来变化趋势 

C. 研究城市人口的变迁,迁入率和迁出率是不可忽视的 

D. 种群的空间特征有随机分布、均匀分布和集群分布 

典例 3(2020·南京六校联考)近年来,东海渔政部门加强捕捞管理,严控网具网眼尺寸,每年休渔期结束以后

渔业资源比往年有所好转。对控制网具网眼尺寸的解释错误的是 (  ) 

A.使更多幼小的个体逃脱,得到生长和繁殖的机会 B.可以减少捕捞强度,保持足够的种群基数 

C.维持良好的年龄结构,有利于种群数量的恢复   D.可以改变性别比例,进而提高种群出生率 

 

变式 3.某岛屿上生活着一种动物,其种群数量多年维持相对稳定。该动物个体从出生到性成熟需要 6个月。

如图为某年该动物种群在不同月份的年龄组成(每月最后一天统计种群各年龄组的个体数)。关于该种群的

叙述,错误的是 (  ) 

 

A.2 月份成熟个体数量大于 8 月份 

B.该种群 10月份的出生率可能为零 

C.在 2月份捕捉成熟个体,对该种群数量影响最大 

D.8 月份该种群的年龄组成为增长型 

 

 

 

 

 

 

 

课后反思： 

                                                                                              

                                                                                              

                                                                                              

                                                                                              

 

 

 

年龄组/岁 种群 1 种群 2 种群 3 

0~10 30% 20% 5% 

11~20 25% 15% 5% 

21~45 30% 35% 35% 

46~60 10% 20% 35% 

61+ 5%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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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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群的数量特征和种群密度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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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选题 

1. 下列关于种群特征间相互关系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 城市人口种群密度直接取决于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的大小 

B. 某个种群合理的性别比例有利于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 

C. 种群年龄组成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从而影响种群密度 

D. 种群特征包括数量特征、空间特征和遗传特征 

2.（2020 届扬州市下学期调研测试）下列有关种群计数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调查植物、动物种群密度的方法分别是样方法、标志重捕法 

B. 对酵母菌进行计数时，未经染色的统计结果比实际值偏低 

C. 方形地块一般用五点取样法取样，这有利于确保取样的随机性 

D. 一般使用血细胞计数板来检测自来水中大肠杆菌菌群是否达标 

3.（2020 届苏锡常镇四市一模）某研究小组对长白山区的东北兔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结果见下表。下

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组成 幼年组 亚成年组 成年组Ⅰ 成年组Ⅱ 小计 

雄性/只 10 27 10 5 53 

雌性/只 8 20 10 7 44 

合计/只 18 47 20 12 97 

组成百分比% 18.56 48.45 20.63 12.23 100 

性别比（♀∶♂） 1∶1.25 1∶1.35 1∶1 1∶0.71 1∶1.20 

A. 在调查时的环境条件下，东北兔的种群数量将趋于减少 

B. 完成本调查的关键在于年龄及性别的准确判定 

C. 东北兔幼年组、亚成年组的雄性比例较高，成年后则相反 

D. 东北兔的种群密度可通过标志重捕法来进行估算 

4.（2020 届南通市三模）下表为人的 3 个种群中各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的统计，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 

年龄组/岁 种群 1 种群 2 种群 3 

0～10 30% 20% 5% 

11～20 25% 15% 5% 

21～45 30% 35% 35% 

46～60 10% 20% 35% 

61 ＋ 5% 10% 20% 

A. 年龄组成只通过影响种群的出生率从而影响种群数量 

B. 年龄组成为稳定型且性别比例适中的种群数量较稳定 

C. 种群 3 的年龄组成为衰退型，当前人口数量最少 

D.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人口数量一定增加的是种群 1 

5.下列有关调查动物种群密度方法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草地中跳蝻的种群密度一般不采用样方法进行调查 

B．对于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大的动物最好采用样方法调查种群密度 

C．池塘中变形虫、草履虫这些单细胞动物的种群密度的调查可用抽样检测法 

D．对农作物上的蚜虫、植物叶片上的昆虫卵常采用标志重捕法调查种群密度 

6.种群的年龄组成大致可分为图示 a、b、c 三种类型，据图分析，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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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我国近年的人口调查中，获知人口出生率每年

在下降，说明我国人口年龄组成一定为 c 图所示类型 

B．在渔业生产中，要严格控制渔网孔眼大小以保护

幼鱼，捕捞后，该水域鱼种群的年龄组成可能为 a 图所

示类型 

C．农业生产上应用性引诱剂来干扰害虫交尾的措施，有可能使该种害虫的年龄组成为 c 图所示类型 

D．在某一处于稳定状态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群的年龄组成可能为图 b 所示类型 

7.如图为某同学构建的种群各数量特征之间关系的概念图，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调查活动性强的生物种群密度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 

B.当一个城市人口的②与⑤基本相等时，其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不再增长 

C.草地中每平方米有 18 株蒲公英，这是对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的描述 

D.利用性引诱剂诱杀某种昆虫的雄虫主要是通过控制④，进而影响种群的数量 

8.某小岛上生活着自然寿命为一年半左右的某种鼠，数量较多且无迁入和迁出。研究人员通过等距布放鼠

笼开展每月一次、为期一年的标志重捕，进行其种群特征的研究。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利用标志重捕法所得的全部数据，可绘制该种群的存活曲线 

B.标志重捕法可以估算该鼠的种群密度，但不能估算总个体数 

C.若不同雄鼠很少在相同鼠笼布放点上被重捕，说明雄鼠具有领域 

D.若资源均匀分布且有较强的种内竞争，其种群的分布型为随机分布 

9.下列为种群数量特征的两个概念图，有关分析错误的是(  ) 

 

 

 

 

 

 

A．图 1 中预测种群数量未来变化趋势的主要依据是 b 

B．图 1 中的 c 为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 

C．图 2 中丁与图 1 中的 a 表示的含义相同 

D．图 2 中丙为性别比例，主要通过影响出生率来间接影响种群密度 

10..某同学为了调査某区域内麻雀和黄鹂的种群密度，在该区域内随机设置了若干捕鸟网。捕获结果统计

如下表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为了结果的可靠性，标记物对标记对象的生理习性不能有影响 

B.该区域麻雀大约有 322 只，黄大约有 172 只 

C.该区域所有的麻雀和黄鹂分别构成一个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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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于标记的个体被再次捕获的概率下降，所以计算的结果应偏小 

二、多选题 

11.(多选)如图表示种群的各个特征之间的关系，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甲为出生率、乙为死亡率，成为迁入率、己为迁出率 

B.丙为性别比例，主要通过影响出生率来间接影响种群密度 

C.丁为年龄结构，每种类型中包括幼年和老年两个年龄期 

D.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调查方法有标记重捕法和样方法等 

12.（多选）（2021 届南通如皋市期初）下列关于种群特征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 利用性引诱剂诱捕雄性昆虫，通过降低出生率影响种群密度 

B. 种群密度预示着种群数量的未来变化趋势 

C. 研究城市人口的变迁，迁入率和迁出率是不可忽视的 

D. 种群的空间特征有随机分布、均匀分布和集群分布  

*13.(多选)科研人员对某岛屿年内社鼠种群的数量和性比(:)进行研究，结果如图所示，据图分析下列叙述不

正确的是 

 

 

 

 

 

 

 

A.决定该岛屿社鼠种群数量变化的直接因素主要是出生率和死亡率 

B.可以用标记重捕法获取该岛屿社鼠种群数量变化的数据 

C.社鼠雌性个体在 9～11 月份的生存能力低于雄性个体 

D.社鼠种群密度较低时，较低性比有利于种群密度的恢复 

14.下列有关种群密度调的说法正确的是 

A.五点取样法和等距取样法是样方法取样的常用方法 

B.调查古树木、蝗虫的幼虫、某种蛇的种群密度，通常采用样方法 

C.采用标记重捕法调查得到的种群密度一般不是最精确的数值 

D.在某区域中将 M 只梅花鹿标记，在重捕到的 n 只梅花鹿中有 m 只被标记，则该区域约有梅花鹿 M×n

÷m 只 

*15.[2021·河南省部分学校高三开学考试]“飞蝗蔽天，禾草皆光”，下图为生态学家对某草原上 4 种蝗

虫处于不同密度时对牧草产量影响的研究结果。下列相关分析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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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种群密度相同时，对牧草危害最大的是亚洲小车蝗 

B．若 4种蝗虫同时存在于该草场，它们之间的种间关系都是竞争 

C．当狭翅雏蝗虫的种群密度小于 5只/m
2
时，牧草产量增加 

D．常用标志重捕法调查宽须蚊蝗若虫(跳蝻)的种群密度 

三、非选择题 

16.某生物兴趣小组为了解草原生态系统，对草原生物种群进行了各项调查，请回答以下问题： 

(1)该兴趣小组对该草原上牧草进行丰富度的调查，为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调查时应注意：①样方大

小要适宜；②取样时要做到________；该小组还采用标志重捕法对草原田鼠进行了种群密度的调查。田鼠

天性警觉，经捕获后难以再次捕获，则最终估算的结果比真实值____。 

(2)在某一时刻有一田鼠种群迁入该草原，以优质牧草的根为食，该兴趣小组对这一田鼠种群进行了长

期的追踪调查，并绘制了以下两图： 

 
①图中虚线表示在理想条件下田鼠种群的增长方式。如果迁入时田鼠的种群数量为 a，而且每繁殖一

代种群数量比原来增加 m 倍，则在此条件下繁殖 n 代以后，田鼠的种群数量为______________。 

②图甲中实线表示田鼠种群在该草原上的实际增长情况，投药一段时间后，田鼠种群数量回升的原因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③图乙表示某时刻该田鼠种群的年龄组成，则图甲中__点不可能出现该种年龄组成。 

*17.科研人员对太公山常绿落叶针阔混交林内繁殖季节时鹭类组成和筑巢高度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

所示。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筑巢高度/m 池鹭/只 白鹭/只 夜鹭/只 牛背鹭/只 鹭鸟总数/只 

6~8 6 6 8 0 36 

8~10 52 6 6 2 66 

10~12 14 4 4 2 24 

12~14 10 22 4 0 36 

(1)表中数据显示，该森林群落中鹭鸟的优势种是__________。表中数据的获得是科研人员在林内从山脚到

山顶_________（填“随机”或“在密度大的地方”）选取 9 块（10m×10m）样方，逐个调查、统计并记录得出

的。调查这些树种上某鹭鸟的种群密度常采用的方法是_________，正常情况下，由于鹭鸟被捕获一次后，

再被捕获的难度增大，则所得数据比真实值_________（填“偏大”或“偏小”）。 

(2)4 种鹭在林内乔木层筑巢高度不同，体现了群落的_________结构，这种分布特点体现了鸟类对群落

___________资源的合理利用。 

(3)当不同鹭类利用同一资源时，会发生生态位的重叠。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白鹭与夜鹭的生态位重叠程

度最大，然而，白鹭主要在白天飞向西南方向活动、觅食，而夜鹭主要在傍晚飞向西北方向活动、觅食。

由于这两种鹭鸟在觅食时间和方向上的不同，错开了取食相同食物资源的_________和_________，可以较

为均衡地利用资源，二者之间的_________关系趋于缓和，从而实现共存，这是进化过程中这两种鹭鸟对

环境适应的必然结果。 

 

 



 8 

种群的特征和调查 试题答案 

一、 1. 同种生物 全部个体 2. (1) 种群密度 ②样方 标志重捕 (2) 出生率和死亡率 迁入率和迁
出率 (3) 年龄组成 ①各年龄期 ②A—Ⅱ—c B—Ⅲ—a C—Ⅰ—b (4) 性别比例 ①雌雄 ②出生
率 3. 随机 

 

典题 1 B    变式 1 C   典题 2 B   变式 2 ACD  典例 3 D  变式 3 A 

 

16.（1）随机取样 偏大 

(2)①a(1 十 m)
n
 

②经鼠药的选择作用，田鼠种群中抗药性个体不断增加 

③D 

17.(1)池鹭；随机；标志重捕法；偏大 

(2)垂直；空间 

(3)时间；取食地点（或地点）；竞争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A B C A C C C D 

11 12 13 14 15      

ABC ACD CD ACD 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