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

和 稳 定 性



（1）种类

一.信息传递

种类 特点 来源 实例

物理信息 物理过程传递 生物与环境

光、声、温度、湿度

（听得见、看得见、

  摸得到）

化学信息
化学物质传递

  （信息素）
代谢活动

生物碱、有机酸

（闻得到）

行为信息 特定行为 异常表现和行为 求偶炫耀、蜜蜂舞蹈



一些需要注意的情况
孔雀开屏                             
孔雀通过亮丽的颜色给同类传递信息
鸟类突然起飞发出警报        
鸟类通过鸣叫报警

行为信息
物理信息
行为信息
声音——物理信息

一.信息传递



[思考] 信息可在哪些层次进行传递？生态系统
中的信息传递包括哪些？

细胞内部各部分之间
个体的细胞与细胞
种群内的个体与个体
不同种群之间
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

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

一.信息传递



[识图析图] 

[总结]
信息传递特点：
信息的来源：
信息传递范围：

无机环境和生物

个体与个体

种群与种群

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

往往是双向的

一.信息传递



莴苣种子萌发率与光的波长
的关系

3. 信息传递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① 通过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离不开信息的作用。(个体）

一.信息传递



许多动物都能在
特定时期释放用
于吸引异性的信
息素，用来传递
性信号。

3 信息传递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② 通过信息传递，保证种群的繁衍。(种群）

一.信息传递



3. 信息传递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③ 通过信息传递，能够调节生物之间的关系 ,
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群落和生态系统）。 

[资料分析] 
草原返青时,“绿色”为食草动物提供了可以采食的信息；
萤火虫发出的萤光是一种求偶信号，以此与异性取得联系。
但这种信号往往被第三者狼蛛非法利用，结果双双被捕，成
了爱情的牺牲品。

一.信息传递



4. 信息传递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① 提高农产品或畜产品的产量
② 对有害动物进行控制 (通过生物防治的方法)
音响驱虫诱鸟，利用性引诱剂诱杀害虫的雄虫，
可以改变害虫种群性别比例. 
化学防治——用农药等致死试剂
机械防治——用机械捕杀

一.信息传递



项目 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 信息传递

特点
单向流动
逐级递减

循环性、全球性 往往具有双向性

范围 生态系统各营养级 生物圈
生物之间
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

途径 食物链（网） 多种途径

地位 生态系统的动力 生态系统的基础
决定能量流动和物质
循环的方向和状态

联系

[总结]任何生态系统都具有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他们
是生态系的功能，三者密不可分，但各有不同。使生态系统成为具有一定结
构和功能的统一体。

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 信息传递

同时进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形成统一整体



[典例] 雌蚕蛾能释放一种性引诱剂，可以把3 km以外的雄蚕
蛾吸引过来。虽然每只雌蚕蛾所释放的性引诱剂的数量不足0. 
01 mg，但雄蚕蛾仍能对其作出反应。有趣的是雄蚕蛾对密封
在玻璃瓶中的雌蚕蛾虽然看得见，但却无动于衷。下列相关
叙述错误的是(　　)
A. 使雄蚕蛾作出反应的性引诱剂属于化学信息
B. 体现了信息的传递有益于种群的繁衍
C. 说明生态系统中的信息都是由生物产生的
D. 说明性引诱剂具有高效性

C

一.信息传递



[典例] 某种植物上栖息着一定数量的甲、乙两种昆虫和蜘
蛛。甲、乙两种昆虫均以该植物为食，蜘蛛以乙昆虫为食。
甲昆虫在白天活动，乙昆虫在夜晚活动。甲昆虫采食该种植
物的叶片后，植物会释放出挥发性的物质X，X既可吸引甲昆
虫的天敌，也能驱赶乙昆虫。请回答：
(1)上述现象中，X分别在_________________之间进行传递。
(2)影响甲昆虫活动的信息有两大来源，分别是__________
和___________。影响乙昆虫活动的信息种类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蜘蛛在蜘蛛网上捕食乙昆虫所利
用的信息种类是____________。
(3)若在上述植物上施用人工合成的物质X，短期内该植物上
甲昆虫天敌和乙昆虫天敌数量的变化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植物与甲昆虫的天敌
植物和乙昆虫

生物
无机环境

化学信息和物理信息
物理信息

甲昆虫天敌数量增加，乙昆虫天敌数量减少

一.信息传递



关 注 考 纲 近五年考情 把 握 考 情

1.生态系统的稳定性Ⅱ

2.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Ⅱ

3.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和
措施Ⅱ

5.实验：探究水族箱（或鱼
缸）中群落的演替

2019卷ⅠT31，

2018卷ⅢT6，

2016卷ⅠT5

1.生命观念——稳态与平衡观：生态系统
通过负反馈调节；保持相对稳定认同生物
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2.科学思维——比较与分析：根据信息特
点判断信息类型；比较生物多样性不同层
次的含义、区分不同方面的价值等

3.科学探究——制定并实施方案：设计并
制作生态缸，观察其稳定性

4.社会责任——保护环境：分析温室效应、
水体富营养化等成因，提出解决方法与措
施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1.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概念: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___________
相对稳定的能力。
(1)结构的相对稳定:生态系统中动植物___________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一般相关种群数量呈现周期性变化,
可用如图曲线表示。
(2)功能的相对稳定:生物群落能量的_______________保持相对平衡,
物质的___________保持相对平衡。

结构和功能

种类及数量

输入量与输出量

输入与输出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2.生态系统稳定性形成的原因:生态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_________能力。
(1)实例:

(2)基础:_______调节。

自我调节

负反馈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3.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特点:生态系统的_____________不是无限的,当外界干扰
超过一定限度时,生态系统的_________能力会迅速丧失。

自我调节能力
自我调节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4. 抵抗力稳定性
①定义：
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使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保持原状的能力
②影响因素：
生态系统生物组分越多(种类、丰富度越大)、
食物网结构(营养结构)越复杂，抵抗力稳定性越高，
自我调节能力也越高！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4. 恢复力稳定性
① 定义：
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因素的破坏后恢复到原状的能力，
叫做恢复力稳定性。
② 例子：
下图哪个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强
草原被严重破坏后较容易恢复原来的草本阶段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营养结构        自我调节能力
恢复力
稳定性

抵抗力                                          
稳定性

（抵抗干扰、
  保持原状）

（遭到破坏、
  恢复原状）

越复杂 越强 越强 越弱

（食物链网、
  组成成分）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项目 抵抗力稳定性 恢复力稳定性

区

别

实质     自身结构与功能相对稳定     自身结构与功能相对稳定

核心     干扰，    原状 遭到    ，    原状

影响因素
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越大，营养结构

越复杂，抵抗力稳定性    。

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越大，营养结构

越复杂，恢复力稳定性    。

原因 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            ，其基础为      调节

二者联系
    关系

5.区别与联系

保持 恢复

抵抗 保持 破坏 恢复

越强 越弱

自我调节能力 负反馈

相反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4）相关曲线

 y：表示      稳定性

   （y越大抵抗力稳定性越  ；反之越强） 

 x：表示      稳定性

   （x越大恢复力稳定性越  ；反之越强） 

 TS：表示  稳定性

   （TS面积越大，生态系统的总稳定性越  ；反之越强） 

抵抗力

弱

恢复力

弱

总

弱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秒判正误】
1.负反馈调节在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它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   )
2.某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旅鼠的天敌、植物、旅鼠之间数量的变化是一种
正反馈调节。 (    )
3.生态系统中的组成成分越多,食物网越复杂,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就越
强。 (   )
4.森林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要比草原生态系统的高。 (   )
5.极地苔原生态系统由于物种组成单一、结构简单,它的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
力稳定性都很低。 (   )
6.河流轻度污染后的净化恢复及火灾后草原的恢复均属于恢复力稳定性。(   )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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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原因
是其抵抗力稳定性较低。 (   )

√

×

×
√

√

×

×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典例] 如图所示，图A为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反馈调节示意
图，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2）甲、乙、丙3者之间的食物联系是________________；
该生态系统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是沿着这种渠道进
行的。
3）图B为某湖泊的生态系统中发生的某种调节活动，这种
调节导致的最终结果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结果产生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图A和图B这两种反馈调节是否相同？为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甲→丙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加速破坏该生态系统原有的稳态　
生物种类减少，自我调节能力降低

不同。图A是负反馈调节，图B是正反馈调节



【例】（2017年江苏卷，多选）下列关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

 叙述，正确的是（　BD　）

 A.调查草地某种蜘蛛种群密度时，要选择草多的地方，否则结

   果偏低

 B.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强于三北防护林

 C.一只猛禽追逐另一只抓握着鼠的猛禽，这两只猛禽属于捕食关系

 D.一棵树上不同高度的喜鹊巢，不能反映动物群落的垂直结构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5.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措施

 ①控制对生态系统    的程度，对生态系统的利用应该

       ，不应超过生态系统的            ；

  （避免破坏）

 ②对人类利用强度较大的生态系统，应实施相应的物质、

   能量    ，保证生态系统内部结构与功能的    。

  （适当增加组分）

干扰

适度 自我调节能力

投入 协调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6.生态系统中正负反馈调节的比较:

比较项目 正反馈调节 负反馈调节

调节
方式

加速最初发生变化的那种成分所发生的
变化

抑制和减弱最初发生变化的那种成分
所发生的变化

结果 常使生态系统远离稳态 有利于生态系统保持相对稳定

实例
分析

已污染的湖泊污染加剧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补充考点] 制作生态缸

1. 设计时要考虑：
注意：要盖上缸盖，置于室内通风，光线良好的
地方，但要避免阳光直射（P112）。

设计要求 相关分析

成分齐全(具有生产者、消费者
和分解者)，系统内不同营养级
生物之间的合适比例

盖上缸盖

生态缸的材料必须透明

生态缸宜小不宜大，水量应适宜，
要留出一定空间
采光散射光，避免阳光直射

选择生命力强的生物，动物不宜
太多，个体不宜太大

防止外界因素的干扰

生态缸中能够进行物质循
环和能量流动，在一定时
期内保持稳定

便于操作；缸内储备一
定量的空气
防止水温过高导致水生
植物死亡
减少对O2的消耗，防止生
产量<消耗量

为光合作用提供光能；
便于观察



2. 生态缸稳定性观察
可通过观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判
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动植物的生活情况、水质变化等

3. 封闭的生态缸能够长时间保存稳定吗？
由于生态缸中的生态系统极为简单，自我调节能力极差，所
以抵抗力稳定性极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极易被破坏。因此
，生态缸内的生物只能保持一定时间的活性。



【例】(2019·江苏，15)我国生物多样性较低的西部沙漠地区生长着一种叶

 退化的药用植物锁阳，该植物依附在另一种植物小果白刺的根部生长，从

 其根部获取营养物质。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C   ） 

 A.锁阳与小果白刺的种间关系为捕食

 B.该地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强，恢复力稳定性较高

 C.种植小果白刺等沙生植物固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

 D.锁阳因长期干旱定向产生了适应环境的突变，并被保留下来

二.生态系统稳定性及保护 



1.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及原因

生态问题 原因

全球气候变化
（如：温室效应）

   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化石燃料的燃烧）

水资源短期 人口多，    严重

臭氧层破坏       等物质的大量排放（制冷剂）

酸雨         等气体的排放（汽车尾气）

土壤荒漠化 植被的    。

海洋污染 石油    、倾倒      等

生物多样性锐减 生物生存的    被破坏

CO2

污染

氟利昂

SO2、NO2

破坏

泄漏 污染物

环境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2.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基因多样性

分子水平：    的多样性

细胞水平：      的多样性

个体水平：      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最    的表现物种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    表现

DNA

染色体

表现型

直观

宏观



生物多样性的形成原因:

(1)
从分子水平看:
基因(DNA)多样性(根本原因) 蛋白质多样性(直接原因)

                        生物性状多样性(体现生物多样性)
       (2)从进化角度看:
               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样性主要是生物的不定向变异与定
向的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层次:

 
Ⅰ反映了同一物种中的差异应为“基因多样性”;
Ⅱ反映了不同物种间的差异应为“物种多样性”;

         Ⅲ反映了生物与无机环境间的关系应为“生态系统多样性”。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3.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价值：食用、药用、工业原料、观赏、研究、
             文学创作等
       价值：对生态系统有调节功能
            （保持水土、蓄洪防旱、调节气候等）
       价值：未发现、尚不清楚

直接

间接

潜在
[实例] 人工浮床既有美化环境的功能，同时还能处理污水，
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什么价值？
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
生物多样性的间接价值明显大于
它的直接价值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4.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保护：如              （最有效） 

       保护：如水族馆、动物园等

   生物技术保护：建立种子库、精子库和    库等

       保护：加强    、执法和    教育

建立自然保护区就地

易地

基因

法制 立法 宣传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5.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协调好            的关系。 

注意：保护生物多样性只是反对    地、      地

      开发利用而不意味着              。

人与生态环境

盲目 掠夺式

禁止开发和利用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6.共同进化

            之间、              之间在相互影响中

不断进化和发展。

不同物种 生物与无机环境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理解外来物种入侵引发的危机:
(1)外来物种入侵的含义:就是某物种从它的原产地,通过自然或人为途
径迁移到新的生态环境的过程。人们把在新侵入地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对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外来物种称为侵入种。
(2)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破坏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或生态平衡;使原生
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即引发生态危机。
(3)侵入种引发生态危机的原因:如果迁入地环境条件适宜,侵入种由于
缺少天敌的控制,传播能力特别强,一旦侵入,能迅速传播蔓延开来,在短
时间内呈种群的“J”型增长。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例】（2020年山东卷）为加大对濒危物种绿孔雀的保护，我国建立了

 自然保护区，将割裂的栖息地连接起来，促进了绿孔雀种群数量的增

 加。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D  ）

 A.将割裂的栖息地连接，促进了绿孔雀间的基因交流

 B.提高出生率是增加绿孔雀种群数量的重要途径

 C.绿孔雀成年雄鸟在繁殖期为驱赶其他雄鸟发出的鸣叫声，属于物理信息

 D.建立自然保护区属于易地保护，是保护绿孔雀的有效措施

三.生态环境的保护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