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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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第二课时） 
班级：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学号：       _____授课日期：   12.1     

【本课在课程标准里的表述】 

分析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在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之间不断循环、能量在生物群落中单向流动并逐级递减的规

律。 

【导读】 

一、 物质循环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指组成生物体的 C、H、O、N、P、S 等    ,都不断进行着从无机环境到生物

群落,又从生物群落到无机环境的    过程,也叫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1. 特点:    性、    性。  

2. 物质循环的主渠道:            。  

3. 碳循环 

(1) 碳循环及存在形式 

①在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间:以    形式循环。  

②在生物群落内部:以      形式传递。  

③在无机环境中:主要以     形式存在。  

(2) 消耗 CO2的过程:主要是      作用。  

(3) 产生 CO2的过程:    作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  

4. 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的成因 

①工厂、汽车、飞机、轮船等对    的大量使用,向大气中释放大量的    。  

②森林、草原等      的破坏,大大降低了对大气中 CO2的调节能力。  

(2) 危害:加快极地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对陆地生态系统和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3) 缓解措施 

①    ,增加植被面积。  

②开发    ,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  

【导思】 

一、基础知识判断 

(1) 植物可通过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参与生态系统的碳循环。 (  ) 

(2) 碳在生态系统各成分间都是双向流动、循环的。 (  ) 

(3) 生物圈的物质是自给自足的,能量需要不断补充。 (  ) 

(4) 结合物质循环的概念和特点,思考:物质循环的范围是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吗? 

 

 

 二、重难点辨析 

  1. 碳循环模型图中各种成分的判断 

图 1 图 2 图 3 

(1) 图 1:先根据双向箭头确定 A和 B应为？ 

(3) 图 3:首先找出相互之间具有双向箭头的两个成分即 A和 E分别？ 

(4) 分析此类图解,常根据双向箭头来突破,通过双箭头相连的是)_______或_______。各种成分都指向的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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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练】 

 (2018·浙江卷)某生态系统碳循环的部分示意图
①
如下图所示。请回答下列问题: 

 

(1) 图中的字母    表示大气中的 CO2,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含量夏季    冬季。  

(2) CO2被生产者吸收转变成体内物质进入生物群落,再被图中的 A、B 的    和 C 的分解作用以及 E

的燃烧,转变成 CO2 后再重新循环。若此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处在正常演替过程中,生产者吸收的 CO2 量    

整个生物群落排放的 CO2量。  

(3) 若将本题图修改为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示意图,可将 D的含义改为        ,其他字母及文

字代表的含义不变,还需要修改之处有:增加“光→A”、取消“→E→D”、    。  

 某同学画出 3幅表示生态系统部分碳循环示意图,下列分析错误的是 (  ) 

 

图 1 

 

     图 2   图 3 

 

A. 碳元素在无机环境与生物群落之间传递时,只有生产者与无机环境之间的传递是双向的,其他成分都

是单向的。因此,3幅图中生产者都是 A 

B. 图 1中 C能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C. 图 2中 A、B、D、E构成群落,碳在其中流动的形式是有机物 

D. 若使图 1、图 2、图 3完整表示碳循环,需补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 CO2 

考向 2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综合考查 

 (2020·无锡期末)(多选)竹子中纤维素含量很高。大熊猫每天要吃大量竹子,但一般只能利用其中

一小部分纤维素。研究表明,大熊猫的基因组缺少编码纤维素酶的基因,但是肠道中有多种纤维素分解菌。

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 大熊猫未消化的纤维素会被分解者分解利用 

B. 纤维素分解菌促进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C. 大熊猫与其肠道内某种纤维素分解菌是竞争关系 

D. 能量流动的方向是竹子→大熊猫→纤维素分解菌 

 

【导读】 

二、 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 

1. 生态系统的三大功能:    、    和信息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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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的种类、特点、来源及实例(连线) 

 

3. 信息传递的范围和特点 

(1) 范围:存在于生态系统的各种成分之间,包括生物和生物之间、生物与    之间的信息传递。  

(2) 特点:    传递。  

4. 信息传递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及应用 

(1) 作用 

①    的正常进行,生物种群的    离不开信息传递。  

②调节生物的    ,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2) 应用:提高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对    进行控制。  

【导读】重难点 2 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 

1. 信息传递的方向与范围 

(1) 信息传递的方向通常是双向的,不同于能量的单向流动,也不同于物质循环。 

(2) 生态系统信息传递的范围并不局限于生物与生物之间,而是存在于三个方面:同种生物个体之间(性外

激素、蜜蜂跳舞及孔雀开屏等);异种生物之间(物理、化学、行为中的警示作用);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主

要有物理信息中的光、磁等)。见下图: 

 

 

2. 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的关系 

项目 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 信息传递 

特点 单向流动、逐级递减 循环流动、反复利用 往往是双向的 

途径 食物链和食物网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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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进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形成统一整体 

 

【导思】 

(1) 变色龙变化体色,主要是向同类传递行为信息。 (  ) 

(2) 生态系统中的信息都来源于其他生物。 (  ) 

(3) 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一样都是单向的。 (  ) 

(4) 生态系统的物理信息都来源于环境。 (  ) 

【导练】 

 (多选)下列有关生态系统信息传递的描述,错误的是(  ) 

A. 生态系统的物理信息都来源于无机环境 

B. 动物可通过特殊的行为在同种或异种生物间传递信息 

C. 雄鸟的“求偶炫耀”属于行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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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态系统中的信息都是由生物发出并且通过双向传递而发挥作用 

 (2020·苏中苏北七市三调)(多选)下列有关生态系统信息传递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 生态系统的信息类型有物理信息、化学信息和行为信息等 

B. 信息传递可以发生在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 

C. 生态系统信息通过食物链(网)传递,具有单向循环的特点 

D. 信息传递可以维持种群繁衍、调节种间关系,维持生态平衡 

 (2018·新课标Ⅲ卷)某同学运用黑光灯诱捕的方法对农田中具有趋光性的昆虫进行调查,下列有关

叙述错误的是 (  ) 

A. 趋光性昆虫是该农田生态系统的消费者 

B. 黑光灯传递给趋光性昆虫的信息属于化学信息 

C. 黑光灯诱捕的方法可用于调查某种趋光性昆虫的种群密度 

D. 黑光灯诱捕的方法可用于探究该农田趋光性昆虫的物种数目 

 (2018·海南卷)某同学将一面镜子竖立在一棵树旁,该树上的一只小鸟飞到镜前,对着镜子中的“小

鸟”愤怒地啄击扑打。下列关于该事件中信息传递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 小鸟啄击扑打的动作本身是一种行为信息 

B. 小鸟的眼睛能够感受镜子发出的物理信息 

C. 小鸟把镜子传递的信息当作来自入侵者的信息 

D. 激怒小鸟的信息是直接来自非生物的化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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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第二课时） 

班级：________姓名：________学号：________时间：_______作业时长：30分钟 
一、单项选择题 

1．(2021·山东泗水一中高三月考)信息传递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列有关说

法错误的是(  ) 

A．蜘蛛感受蛛网的振动属于接收物理信息 

B．植物产生的生物碱、有机酸等都属于化学信息 

C．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和生物种群的繁衍离不开信息传递 

D．利用卷叶螟的性外激素诱捕雄虫属于化学防治 

2．(2021·河北唐山一中高三月考)研究发现，斑马群整齐地排列成一队使条纹融合在一起，让捕食者难

以专注于一个猎物而增加其发现单个猎物的难度。下列有关叙述错误是(  ) 

A．该斑马群属于同一种群，空间特征为集群分布 

B．斑马群的密度越大，则捕食者的成功率越低 

C．斑马条纹属于行为信息，信息传递具有双向性的特点 

D．用标志重捕法调查斑马群时发现第二次捕获更难，则斑马群的实际值会小于计算值 

3．(2021·山东宁阳一中高三月考)某地爆发山火，焚烧了数千万亩的土地，不仅将美丽的森林烧成灰烬，

也给当地人们带来无尽的伤感和挑战。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此地区生物群落需经过初生演替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B．火灾产生的后果已超出了该地区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能力，将无法恢复 

C．火灾过后，受灾地区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可能比原来的强 

D．森林能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4．下图表示甲、乙两个相邻类型的不同生态系统，在遭受同等程度的外

来干扰其稳定性发生明显波动后，再恢复到原有的结构状态所需时间的图

像。下列关于这两个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 

A．甲的抵抗力稳定性较乙强 

B．乙的恢复力稳定性较甲强 

C．甲的抵抗力稳定性较弱，而恢复力稳定性较强 

D．甲为森林生态系统，乙为草原生态系统 

5．某环保部门在凌晨 2点选择某养猪场附近河流的四个不同地点测量其溶 氧

量，结果如下图所示。根据图示分析，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地点 3附近好氧型微生物活动旺盛 

B．污染最可能从地点 2附近开始 

C．地点 3溶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光照不足，浮游植物光合作用减弱 

D．地点 4数据表明该河流具有抵抗力稳定性 

6．(2021·山东青岛二中高三开学考试)调查研究表明，红树林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物种最多样化的生态系

统之一，一般分布于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潮间带，既是海岸的天然防护林又是潮间带多种贝类、鱼类、

水鸟的栖息繁衍地。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一些物种的生存受到影响。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A．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使红树林中物种多样性减少，降低了其抵抗力稳定性 

B．潮间带中的贝类、鱼类、 水鸟组成食物链，能量沿着食物链单向传递 

C．决定水鸟种群密度的主要因素是出生率，死亡率和迁入率、迁出率 

D．红树林能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净化海水，体现了红树林的间接价值 

7．(2021·湖南常德高三期中)随着“蚂蚁森林”的推行和广大用户的积极参与，阿拉善、通辽、鄂尔多

斯等地已经种上梭梭树等树木，以前的沙漠，现在已是绿油油的一片。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这些地方的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都增强了 

B．沙漠变绿洲说明了人类活动可以改变演替的方向 

C．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在不同的季节、气候条件下可能发生改变 

D．种植梭梭树等沙生植物固沙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8.(2019·苏北三市一模)下列关于生态系统功能的叙述，错误的是(  ) 

A.碳元素在生物群落内部主要以有机物的形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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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最终以热能形式散失，且不能被生物重新利用 

C.虫媒花通过鲜艳的色彩和特殊的气味等物理信息吸引昆虫为其传粉 

D.农田通过锄草、治虫等措施可使能量更多地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 

9．下列关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五点取样法适合调查灌木类行道树上蜘蛛的种群密度 

B．就食性而言，杂食性鸟类的数量波动小于其他食性的鸟类 

C．就生态系统结构而言，生态瓶的稳定性取决于物种数 

D．变色龙变化体色，主要是向同类传递行为信息 

10．(2018·扬州一模，多选)下图为某生态系统的碳循环示意图，其中甲、乙、丙、丁为生态系统的组成

成分，a、b、c 代表 3 种不同生物物种，物种 a 处于第二营养级，物种 b 处于第二营养级和第三营养级，

而物种 c捕食物种 a和物种 b。下列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碳在甲、乙、丙、丁之间的循环形式为 CO2 

B．图中种间关系为竞争和捕食的有物种 a和 b、b和 c 

C．在一定时间内，丙中物种 a的种群数量增长模型最可能符合“J”型增长模型 

D．图中 a和 b之间信息传递的种类可能有物理信息、化学信息和行为信息 

二、多项选择题 

11．(2021·湖北襄阳四中高三月考)下列有关生态系统信息传递及其应用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动物在接受物理信息和行为信息时，均可能有神经系统的参与 

B．在控制动物危害的防治技术中，利用化学物质进行的防治都属于化学防治 

C．延长短日照植物黄麻的光照时间，可推迟黄麻开花而提高麻皮产量，这是化学信息合理利用的结果 

D．在农业生产中，利用信息传递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产量，也可对有害动物进行控制 

12．(2021·江西上饶一中高三月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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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 X，X 既可吸引甲昆虫的天敌，也能驱赶乙昆虫。下列说法不正

确的是(  ) 

A．物质 X分别在植物与甲昆虫的天敌、植物与乙昆虫之间进行信息传递 

B．施用人工合成的物质 X，短期内甲昆虫天敌数量减少，乙昆虫天敌数量增加 

C．蜘蛛在蜘蛛网上捕食乙昆虫所利用的信息种类是化学信息 

D．影响甲昆虫活动的信息有两大来源，分别是无机环境和生物 

*13．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下列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有效的措施 

B．引进物种不慎和对引进物种管理监测不到位可能破坏生物多样性 

C．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在基因、群落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上采取保护措施 

D．模拟鸟类外形的原理，研制出的飞机是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14.(2019·盐城三模)(多选)如图是自然界碳循环的简图。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 

A.乙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级别的生物 

B.与细胞呼吸有关的过程是①②③ 

C.⑤构成的关系越复杂，该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越高 

D.碳元素以有机物的形式在丙→乙→甲中流动 

三、非选择题 

15．(2019·河北保定摸底)城市中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污水排放量增加。为解决居民生活饮用水问

题，某水厂建设了水源生态湿地。下面为人工湿地群落组成简图，请据图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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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湿地中各种生物共同构成一个__________。沼泽湿地在蓄洪防旱方面有重要作用，这体现了生物多样

性的________价值。 

(2)输入该人工湿地的能量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湿地中芦苇、绿藻和黑藻等植物的分层配置，体现了群落的________结构。群落中物种组成的多少称

为________。 

(4)控制污水流入人工湿地的速率，除有利于有机污染物被充分分解外，还有利于植物充分吸收污水中的

无机盐，使出水口处的水质达到饮用标准。废水不能过量流入人工湿地，说明生态系统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实地调查中发现，该湿地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加，其群落演替类型是________。 

(6)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建立一个集污水净化、休闲、养鱼为一体的新型人工生态系统，其主要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2021·山东广饶一中高三月考)近年来，常年干旱的东非和中东等地突增降雨，地下蛰伏的虫卵孵

化，使多国爆发蝗灾。据研究蝗虫可呈两种生活形态，数量少时是散居型，数量多时散发外激素使其聚集，

成为群居型。请回答相关问题： 

(1)外激素属于________信息，信息在生态系统中往往是________(填“单向”或“双向”)传递的。 

(2)如图所示，信息传递需要信源、发送器官、信道、接收器官和信宿五个主要部分。 

 
散居型蝗虫幼虫呈绿色，群居型蝗虫体内会挥发刺激性的苯乙腈并产生有毒的氢氰酸，使其被鸟类捕食的

概率________(填“升高”或“降低”)，此时鸟类属于信息传递中的________，这一过程说明信息传递在

调节________中起着重要作用。 

(3)干旱地区真菌、蛙类较少，是蝗虫数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真菌与飞蝗的关系是________。目前，

人们尝试应用绿僵菌等“生物农药”治理蝗灾，将使蝗虫种内斗争的强度__________(填“增大”或“减

小”)，该防治措施属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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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导读】 

一、 物质循环 

第 2课时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信息传递 

过基础·概念落实 

一、 元素 循环 1. 全球 循环 2. 食物链、食物网 3. (1) ①CO2 ②含碳有机物 ③CO2、碳酸盐 

(2) 光合 (3) 呼吸 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 4. (1) ①化石燃料 CO2 ②植被面积 (3) ①植树造林 

②清洁能源 

【判断与思考】 

 (1) √ (2) × (3) √ 

(4) 不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所说的“生态系统”并不是一般的生态系统,而是指地球上最大的生态

系统——生物圈,因此物质循环具有全球性。 

典题 1 (1) D 低于 (2) 呼吸作用 大于 (3) 非生物环境 取消“D→A” 

变式 1 A     典题 2 AB 

 
二、 1. 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 2. ①—b—Ⅲ—C ②—c—Ⅰ—A ③—a—Ⅱ—B 3. (1) 无机环境 (2) 
双向 4. (1) ①生命活动 繁衍 ②种间关系 (2) 有害动物 
【判断与思考】 
 (1) × (2) × (3) × (4) × 

典题 3 AD   变式 2 ABD 典题 4 B 变式 3 D  

一、单项选择题：本部分包括 15 题，每题 2分，共计 30分。每题只有一个．．．．选项最符合题意。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D C C C C B D C B A 

 

二、多项选择题： 

题号 11 12 13 14  

答案 BC BC ABD ABD  

 

三、非选择题： 

15 .答案 (1)生物群落 间接 (2)太阳能和污水有机物中的化学能 (3)垂直 丰富度 (4)自我调节能力

是有一定限度的 (5)次生演替 (6)调整能量流动关系，使能量持续高效地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 

 

16.答案 (1)化学 双向 (2)降低 信宿 种间关系 (3)寄生 减小 生物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