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群的特征和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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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考纲 

1.种群的特征 

2.种群的数量变化 

3.（实验）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数

量的动态变化 

生命观念 
分析种群数量变化，建立

生物与环境相协调的观点 

科学思维 构建种群增长数学模型 

近三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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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1分）；2016年T1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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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 

调查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

度，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

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 

社会责任 
归纳总结种群数量变化在

实践中的应用 



考点一 种群的特征  

1.种群的概念: 

种群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同种生物的_________。 

2.种群的数量特征及相互关系: 

①_________是最基本的数量特征,是种群在_________________中的个体数。 

②出生率和死亡率:单位时间内_____________的个体数目占该种群个体总

数的比率。 

③迁入率和迁出率:单位时间内___________的个体数目占该种群个体总数

的比率。 

全部个体 

种群密度 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 

新产生或死亡 

迁入或迁出 



④性别比例:种群中_____________的比例。 

⑤年龄组成:种群中各年龄期的个体数目的比例。 

雌雄个体数目 

年龄组成

增长型：出生率 死亡率→增加

稳定型：出生率 死亡率→不变

衰退型：出生率 死亡率→减小

种群密度

＞ 

≈ 

＜ 



①直接决定种群密度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年龄组成和性别比例不直接决定种群密度,年龄组成通过影响种群的_______ 

_________,从而预测种群数量变化趋势,性别比例能够影响种群的_______间接 

影响种群密度。 

出生率和死亡率、迁出率和迁入率 

出生率 

和死亡率 出生率 



3.种群密度的调查方法 

  样方法 标志（记）重捕法 

对象 
植物或活动范围小、活动能力弱
的动物（昆虫卵、蚜虫、跳蝻等） 

活动范围大、活动能力强的动物 

调查程序 

注意事项 
①_______取样 
②样方大小适中 
③样方数量不宜太少 

①调查期间无迁入和迁出、出生和死亡 
②标志物对所调查动物生命活动_______，
不能太过醒目、不易脱落 

平均值 

随机 

无影响 



易错点1.样方的个体数量计算方法 

（1）样方内的个体全部计数。 

（2）边界线上的个体只计数样方相邻两边及其顶点上的。如下图1、图2： 

 

 

 

 

 
 



易错点2.利用标志重捕法估算种群密度的误差分析 

估算公式为：N总＝N初捕数×N再捕数/N再捕中标记数，由于再捕中标数位于分母上，

则 

（1）若由于某种原因（如标志物易脱落、被标记个体的被捕获机会降低、

标志物导致被标记个体易于被捕食、被标记个体放回后还未充分融入该种

群中就再次捕获且在被标记个体稀少处捕获等）造成分母偏小，则N总偏大。 

（2）若由于某种原因（如被标记个体放回后还未充分融入该种群中就再次

捕获且在被标记个体密集处捕获等）造成分母偏大，则N总偏小。 

（3）若在调查期间，调查区域有较多个体出生和死亡或迁入和迁出，也会

造成估算中出现较大误差。 



4.种群的空间特征（了解）： 

(1)概念:组成种群的个体,在其生活空间中的位置状态或布局。 

(2)类型: 

类型 举例 

_________型 如稻田中水稻的空间分布 

_________型 如田野中某种杂草的空间分布 

_________型 如瓢虫的空间分布 

均匀分布 

随机分布 

集群分布 



【秒判正误】 

1.一座山上的所有灰喜鹊是一个灰喜鹊种群。 (   ) 

2.由于薇甘菊入侵导致松树种群死亡率较高属于数量特征。 (   ) 

3.种群出生率增加,种群密度一定增大。 (    ) 

分析:种群密度受出生率、死亡率、迁出率和迁入率等多种因素影响。 

√ 

√ 

× 



4.性别比例是通过影响种群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间接影响种群密度的。(   ) 

分析:性别比例只影响出生率,不影响死亡率。 

5.每毫升水中有9个大肠杆菌,属于种群的空间特征。 (   ) 

分析:每毫升水中有9个大肠杆菌,表示种群密度,属于种群的数量特征。 

× 

× 



例题1.（2018·全国卷Ⅰ，5）种群密度是种群的数量特征之一。下列叙

述错误的是（  ） 

 A.种群的S型增长是受资源因素限制而呈现的结果 

 B.某林场中繁殖力极强老鼠种群数量的增长会受密度制约 

 C.鱼塘中某种鱼的养殖密度不同时，单位水体该鱼的产量有可能相同 

 D.培养瓶中细菌种群数量达到K值前，密度对其增长的制约逐渐减弱 

D 



例题2.（2018·扬州一模）种群的数量特征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①为性别比例，人类的性别比例接近1∶1 
B.②为出生率和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 
C.④为年龄组成，可以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 
D.③为种群数量，其增长方式在自然界中一般呈“J”型增长 

B 



考点二 种群的数量变化  

1.种群数量变化的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建构_____模型。 

(2)一般步骤:观察研究对象,提出问题→提出合理的_____→根据实验数据, 

用适当的_________对事物的性质进行表达→检验或修正。 

数学 

假设 

数学形式 



淘汰 

食物、空间 

环境容 
纳量 

增长速率 

2.种群数量的两

种增长模型分析 



易错点1.关注K值与值及其应用 

（1）K值与K/2值的应用 

 

 

 

 

 

 

 

 

 



（2）在不同图形中识别K值与K/2值 

 

 

 

 

 

 

 

 

 



易错点2.关注“J”型增长的数字模型：Nt＝N0λ
t中“λ ”值内涵  

 

 

 

 

①a段——λ＞1且恒定，种群数量呈“J”型增长； 
②b段——“λ”尽管下降，但仍大于1，此段种群出生率大于死亡率
则种群数量一直增长； 
③c段——“λ”＝1，种群数量维持相对稳定； 
④d段——“λ”＜1，种群数量逐年下降； 
⑤e段——尽管“λ”呈上升趋势，但仍未达到1，故种群数量逐年下
降。 



易错点3.“S”型增长曲线的开始部分≠“J”型增长曲线 

“J”型增长曲线是一种理想条件下的种群数量增长曲线，迁入后种群

数量马上呈指数形式增长，不存在适应过程，种群增长率始终保持

不变。而“S”型增长曲线的前段是种群对新环境的一个适应阶段，

始终存在环境阻力，如食物、空间有限等，种群增长率一直下降。 

 



3.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 

(1)变化类型:增长、波动和下降。 

(2)影响因素: 

①内因。 

a.起始种群个体数量。 

b.导致种群数量增加的因素:_______________。 

c.导致种群数量减少的因素:_______________。 

②外因。 

a.自然因素:气候、_____、天敌、_______等。 

b.人为因素:种植业、养殖业发展,砍伐森林,猎捕动物,_________等。 

出生率和迁入率 

死亡率和迁出率 

食物 传染病 

环境污染 



【秒判正误】 

1.在理想条件下,影响种群数量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环境容纳量。 (   ) 

分析:理想条件下无环境容纳量。 

2.不同种生物的K值各不相同,但同种生物的K值固定不变。 (   ) 

分析:K值随环境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 

× 



3.在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中,种群数量在K值上下波动,主要是由气候、食物、 

天敌等因素调节的。 (   ) 

分析:由于气候、食物、天敌等因素会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因此在相对稳定 

的生态系统中,种群数量在K值上下波动。 

√ 



4.为有效防治蝗灾,应在种群数量为K/2时及时控制种群密度。 (   ) 

分析:对害虫的防治应该越早越好。 

5.种群数量变化不仅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受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   ) 

6.在“S”型增长曲线中,当种群数量超过K/2后,种群增长速率减慢,其对应的 

年龄组成为衰退型。 (   ) 

分析:在“S”型增长曲线中,当种群数量超过K/2后,种群增长速率减慢,其对 

应的年龄组成为增长型。 

7.研究种群数量的变化有利于对有害动物的防治以及对野生生物资源的保护 

和利用。 (    ) 

× 

√ 

× 

√ 



例题3.（2017·全国卷Ⅰ，5） 假设 某草原上散养的某种家畜种群呈S型
增长，该种群的增长率随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图所示。若要持续尽可
能多地收获该种家禽，则应在种群数量合适时开始捕获，下列四个种群
数量中合适的是（  ） 

 
 
 
 
 
 
 
 A.甲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B.乙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C.丙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D.丁点对应的种群数量 

D 



例题4.（2018·南京、盐城、连云港二模）丹顶鹤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科学家研究

了苏北地区丹顶鹤越冬种群数量及栖息地分布动态变化，获得如下数据，下列有关

叙述错误的是（  ） 

A.2015年丹顶鹤的种群数量约为图中最大值的一半 

B.2000年后，栖息地面积是影响丹顶鹤越冬种群数量变化的主要因素 

C.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丹顶鹤最有效的措施 

D.若用标志重捕法调查丹顶鹤的种群数量，标记物脱落会造成调查结果偏小 

D 



考点三 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变化  

 



2.实验流程: 液体 无菌 

均匀 

计数板 小方格 

7 

曲线 



3.实验注意事项及分析 
（1）显微镜计数时，对于压在上方格界线上的酵母菌，应遵循“计上
不计下，计左不计右”的原则计数。 

（2）从试管中吸出培养液进行计数前，需将试管轻轻振荡几次，目的
是使培养液中的酵母菌_________，减小误差。 

（3）本实验不需要设置对照实验，因不同时间取样已形成对照；需要
做重复实验，目的是尽量减少误差，需对每个样品计数三次，取其
________。 

（4）如果一个小方格内酵母菌过多，难以数清，应当______培养液重
新计数。 ______的目的是便于酵母菌悬液的计数，以每小方格内含有
4～5个酵母细胞为宜。 

（5）每天计数酵母菌数量的时间要_______。结果记录最好用记录表，

如下： 
 
 

均匀分布 

平均值 
稀释 

稀释 

固定 

时间/d 1 2 3 4 5 6 „„ 

数量/个               



4.血球计数板及相关计算 

（1）血球计数板（如下图所示）： 

血球计数板由一块厚玻璃片特制而成，其

中央有两个计数室。每个计数室划分为9个

大方格（如上图A所示），每个大方格的

面积为1 mm2，加盖玻片后的深度为0.1 

mm。因此，每个大方格的容积为0.1 mm3。

另外，中央大方格以细线等分为25个中方

格（如上图B所示）。每个中方格又等分

为16个小方格，供细胞计数用。 



【秒判正误】 

1.实验时应将适量干酵母放入装有一定浓度葡萄糖溶液的锥形瓶中在无氧 

的条件下培养。 (    ) 

分析:酵母菌的繁殖需要在有氧的条件下进行。 

2.培养液中酵母菌数量的增长只受培养液的成分、温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 

分析:培养液中酵母菌数量的增长还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如种群的个体数量。 

× 

× 



3.在该实验中,先滴培养液,再盖盖玻片,计数结果将偏小。 (   ) 

分析:计数时,一般先盖盖玻片,再滴培养液,若先滴培养液,再盖盖玻片,计数 

结果将偏大。 

4.一定容积的培养液中酵母菌在一定时期内其数量增长呈“S”型。(   ) 

分析: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种群会呈“S”型增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