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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知识 

非生物物质和能量 

生产者 

消费者 

分解者 

生态系统 
的成分 

营养结构 
（食物链、食物网 ） 

生态系统的结构 

考点1：生态系统的结构 



(1)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阳光、热能、水、空气、无机盐等 

(2)生产者：自养生物，主要是绿色植物。能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
是其他生物物质和能量的来源，生产者是生态系统的基石。 

(3)消费者：异养生物，包括植食性动物、肉食性动物、杂食性动
物和寄生生物等。加快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有利于生产者的传粉
或种子的传播。 

(4)分解者：异养生物，主要是腐生细菌和真菌，还包括部分腐生动
物。能将动植物的遗体、排泄物和残落物中所含有有机物分解为无
机物供生产者再次利用 

 

1.生态系统的成分 



自养生物：能把CO2和H2O制造成有机物的生物 

光能自养： CO2 + H2O 
光能 

有机物 

化能自养： CO2 + H2O 
化学能 

有机物 

硝化细菌： NH3 HNO2 HNO3 

异养生物：不能把CO2和H2O制造成有机物，只能利用现成的有
机物 

 



(1)据各环节“能量”值依照“能量逐级递减”规律构建。 

营养级 A B C D 
同化量 15.9 870.7 1.9 141.0 

食物链 
B→D→A→C 

(2)据有毒物质浓度，依照“生物富集”规律构建食物链。 

生物体 A B C D E 

有机汞浓度/ 
(mg·L－1) 

0.05 7 0.51 68 0.39 

难点1.巧借各类信息正确书写食物链 
2.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 

E=10? 



考点二：生态系统的功能 
概念： 生态系统中能量的输入、传递和散失的过程 

过
程 

能量的源头： 

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 生产者固定的太阳能的总量 

途径：食物链或食物网 

特
点 

单向流动： 

逐级递减： 

沿食物链方向由低营养级流向下一营养级 

能量沿食物链流动过程中逐级递减；传递效率
10%~20%。 

研究
意义 

调整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关系，使能量持续高效的流
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 

太阳能 

一.能量流动 
 



桑
基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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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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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 排泄物 鱼塘－鱼 

塘泥 

太阳 

可以帮助人们科学规划、设计人工生态系统，使能量得
到最有效的利用。 如:生态农业 



难点1.构建能量流动模型 

根据图1：输入到第二营养级的能量是        （填数字），3是           ，5中被分
解者分解的是              。3属于第二营养级同化的能量吗？              。 
2=6+           =6+          +                 。      
根据图2：图2中的B相当于图1中的        （数字），E相当于图1中的         （数字） 

同化 
自身生
长发育
繁殖 

呼吸作
用消耗 

下一营
养级 

2 粪便 

遗体残骸 不属于 

4 5 7 

2 5 



已知鹰的营养1/3来自兔，2/3来自鼠。若草能量增
加M，则鹰至少增加多少？若鹰增加M，则草至少需
要增加多少？ 

难点2.能量传递效率的应用 

M/100 25M 



例题1.在生态系统中，营养级越高的生物获得的总能量越少。下列解释

错误的是 

A．各营养级中总有一部分能量被分解者利用 

B．各营养级中的能量一部分以热能形式散失 

C．生物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消耗一部分能量 

D．能量金字塔顶层的生物数量少，需要能量少 

D 



例题2．下图为某湖泊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简图。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浮游藻类属于生产者            B．该食物网有5条食物链 
C．该食物网中，水生昆虫属于第二营养级 
D．浮游动物与水生昆虫之间通过负反馈调节维持各自数量的相

对稳定 

C 



例题3.有一食物网如下图所示。如果能量传递效率为10%，各条
食物链传递到庚的能量相等，则庚增加1 kJ的能量，丙最少含多
少能量 ) 
 
 
 
 
[来源:学#科#网Z#X#X#K] 
A．550kJ      B．500 kJ    C．400 kJ    D．100 kJ 
 

A 



例题4.为预防某水库蓝藻大量繁殖形成水华，管理人员每年在休渔
期投放适量的喜食蓝藻的滤食性鱼苗，而在捕鱼期适量捕捞所投放
的鱼类成体。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若改为投放肉食性鱼类，能获得更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B．控制投放量和捕捞量，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C．人为投放和捕捞鱼类调整了水库的能量流动关系，使能量更多
地流向人类 
D．投放滤食性鱼类控制蓝藻数量属于利用种间关系进行的生物防
治 

A 



1．概念：组成生物体的_       _______等元素，都不断在___________和

___________循环过程。 

2．特点：具有_      __________。 

 

C、H、O、P、S  无机环境  

生物群落  

全球性、循环性  

二.物质循环 



难点3.构建物质循环模型（以C循环为例） 



碳循环总结 

(1)碳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之间的循环形式为___________，实现循

环的关键成分是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碳元素在生物群落中传递途

径主要是___________________，传递形式为___________。 

(2)大气中 CO2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分解者的___________；二是动植

物的___________；三是化学燃料的___________。 

(3)大气中的碳元素进入生物群落，是通过植物的___________(主要

途径)或硝化细菌等自养型微生物的_________________完成的。 

(4)碳在无机环境和生物群落之间的传递只有生产者与无机环境之间

是___________的，而其他各成分之间均是___________的。 

 

CO2  

生产者  分解者  

食物链和食物网  有机物  

分解作用  

细胞呼吸  燃烧  

光合作用  

化能合成作用  

双向  单向  



(1)双向箭头  （2）两个“一出”箭头 



比较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关系：

项目 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以碳循环为

例)

形式 太阳能→化学能→热能

特点 单向流动、逐级递减 全球性、循环性

范围 生态系统各营养级 生物圈(全球性)

联系

同时进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①能量的固定、储存、转移和释放，离不开物质的合成和分解；

②物质是能量沿食物链(网)流动的载体；

③能量是物质在生态系统中往复循环的动力



例题5.如图是生物圈中碳循环示意图，下列相关分析错误的是( ) 

 
A．生物圈通过碳循环实现碳元素的自给自足 
B．A是消费者，C是生产者，碳在各成分间以CO2的形式循环 
C．对E过度开发利用会打破生物圈中碳平衡 
D．碳循环过程需要能量驱动，同时又是能量的载体 

B 



例题6.（多选）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大面积农田普遍采用联合收割
机收割，在收割的同时可以将秸粉碎翻压还田。这种做法的益处有 
A．促进了物质循环再生      B．实现了能量的多级利用 
C．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肥力 
D．改良土壤结构，促进作物根系的生长 

ACD 



三、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 
1．种类 
(1)物理信息：生态系统中的光、声、温度、湿度、磁力等，通过物理过
程传递的信息，如蜘蛛网的振动频率。 
(2)化学信息：生物在生命活动中，产生了一些可以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
如植物的生物碱、有机酸，动物的性外激素。 
(3)行为信息：动物的特殊行为，对于同种或异种生物能够传递某种信息，
如孔雀开屏、蜜蜂跳舞等。 
2．意义：生物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离不开信息传递；生物种群的繁

衍离不开信息传递；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可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有
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据信息传递模型，思考问题： 

(1)从图中可以看出，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是否只发生于生物与生物之间？ 

(2)从信息传递的方向来看，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具有什么特点？ 

不是，在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能发生信息传递。 

往往具有双向传递的特点。 



例题7.信息传递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下列能体现信息调

节种间关系作用的是 

A．油蒿分泌化学物质抑制多种植物种子的萌发 

B．长日照可促进苗圃中的落叶松幼苗推迟休眠 

C．鸟表演复杂的舞蹈动作吸引异性前来交配 

D．昏暗蜂房内蜜蜂用触角感受同伴的舞蹈信息 

A 



例题8.下列关于生态系统和生态工程的叙述，错误的是 

A．生态系统趋于稳定时，系统内的能量供给依然主要依赖外界 

B．生态系统趋于稳定时，系统内信息传递的形式趋于复杂多样 

C．治理沙漠的目的不是要消除沙漠，而是阻止沙漠扩大 

D．退耕还林、还湖主要是因为农田经济效益过低 

D 



例题9.（多选）野生动物园圈养草食性动物产生的大量粪便，可以

用粪食性金龟进行处理。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粪便的气味吸引粪食性金龟属于化学信息传递 

B．金龟的食物来自于草食性动物，处于生态系统的第3营养级 

C．金龟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来源于草食性动物同化的能量 

D．金龟的活动促进了营养物质的循环，提高了能量传递效率 

B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