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衔接点 08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一、选择题

1． 如图为某生态系统中部分生物成分之间的关系，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图中的鸟和虫之间有捕食关系

B．植物→虫→鸟构成 1条食物链

C．若消灭所有的虫，则更有利于原有生态平衡的维持

D．作为完整的生态系统，图中还缺少阳光等非生物部分

【解析】C

【解析】A．图示鸟捕食虫为了获取食物维持生存，因此鸟与虫之间形成了捕食关系，A正确。

B．图中植物生产者、虫初级消费者、鸟次级消费者，构成一条食物链植物→虫→鸟，B正确。

C．若消灭所有的虫，将产生近期或远期效应，使生态平衡失调或破坏，C错误。

D．生系统包括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非生物成分包括阳光、空气、水、土壤等，生物成分包括生产

者、消费者和分解者，所以图中还缺少阳光等非生物部分，D正确。

2. 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命活动的能量最终来源于（ ）

A．绿色植物 B．动物 C．细菌和真菌 D．太阳能

【解析】D

【解析】在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一般是从生产者固定太阳能开始的。只有绿色植物才能进行光合作用

固定太阳能。绿色植物通过叶绿体，利用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并储存能量，同时释放出氧

气。所以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命活动的能量最终来源于太阳能。

3. 如图为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图解的部分示意图，①②⑧④各代表一定的能量值，下列各项中错误的是

（ ）



A．从能量关系看②＞③+④

B．①表示流经生态系统内部的总能量

C．该生态系统中有机物最终来源于生产者

D．生物与生物之间吃与被吃的关系一般不可逆转，所以能量流动具有单向性

【解析】B

【解析】A．能量是沿着食物链、食物网流动的，并逐级递减，每一个营养级能量的传递效率约为 10～

20%．所以，从能量关系看②＞③+④，A正确。

B．在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一般是从生产者固定太阳能开始的。流经生态系统的总能量是绿色植物所

固定的太阳能，①不包括植物本身所消耗的能量，所以①不能表示流经生态系统内部的总能量，B错误。

C．在生态系统中，只有绿色植物才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有机物中储存着来自阳光的能量，因

此能量最终来源是太阳光能，而有机物的最终来源是生产者，C正确。

D．能量流经生态系统各个营养级时是逐级递减，而且流动是单向的、不是循环的，最终在环境中消失，

D正确。

4. 下列生态系统的中，自动调节能力最强的是（ ）

A．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B．撒哈拉沙漠

C．香格里拉伊拉草原 D．罗平油菜田

【解析】A

【解析】A．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分布在较湿润的地区，动植物种类繁多，营养结构复杂。森林在涵养

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消除污染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绿色水库”、“地

球之肺”之称，A符合题意。

B．撒哈拉沙漠，分布在干旱地区，那里烈日炎炎，昼夜温差大，年降水量低于 250毫米，气候干燥，

自然条件极为严酷，动植物种类十分稀少，B不符合题意。

C．香格里拉伊拉草原生态系统分布在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少很。缺乏高大的植物，动植物种类虽然

比森林生态系统少，但依然是非常丰富的。草原在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C不符合

题意。

D．罗平油菜田树突农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是人工建立的生态系统，人的作用非常关键，农作物

是这一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员。农田中的动植物种类较少，群落的结构单一，食物链简单，因此自我调节



能力较小，不稳定，D不符合题意。

5. 具有净化水质、者洪抗早作用且号称“地球之肾”的是（ ）

A．草原 B．农田 C．荒漠 D．湿地

【解析】D

【解析】A．草原生态系统分布在半干旱地区，年降雨量少很。缺乏高大的植物，动植物种类虽然比森

林生态系统少，但依然是非常丰富的。草原在水土保持和防风固沙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A不符合题意。

B．农田生态系统是人工建立的生态系统，人的作用非常关键，农作物是这一生态系统的主要成员。农

田中的动植物种类较少，群落的结构单一，食物链简单，因此自我调节能力较小，不稳定，B不符合题

意。

C．荒漠生态系统分布在干旱地区，那里烈日炎炎，昼夜温差大，年降水量低于 250毫米，气候干燥，

自然条件极为严酷，动植物种类十分稀少，C不符合题意。

D．湿地生态系统是在多水和过湿条件下形成的生态系统。沼泽是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以沼泽植物占

优势，动物的种类也很多。湿地具有净化水源、蓄洪抗旱的作用，因此被称为“地球之肾”，D符合题意。

6. 由于不同地域的环境差别很大，生物种类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地球上有着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下面是

几种生态系统示意图，请据图完成下列问题。

（1）湿地生态系统是在多水和过湿条件下形成的生态系统，该系统具有净化水质、蓄洪抗旱的作用：有

之称。

（2）图中有着“绿色水库“、“地球之肺”之称的是 ，该生态系统在 、

（任写一点）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在城市生态系统中， 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4）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越 ，其自动调节能力越强：因此一般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統和森林生

态系统相比，自动调节能力更强的是 。

（5）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 ，它包括 的底部、 的大部和岩石圈的表面。

【答案】（1）地球之肾；

（2）森林生态系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消除污染；

（3）人；



（4）丰富；森林生态系统；

（5）生物圈；大气圈；水圈。

【解析】（1）湿地生态系统是在多水和过湿条件下形成的生态系统。沼泽是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以沼

泽植物占优势，动物的种类也很多。湿地具有净化水源、蓄洪抗旱的作用，因此被称为“地球之肾”；

（2）森林生态系统分布在较湿润的地区，动植物种类繁多。森林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

节气候、净化空气、消除污染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绿色水库”、“地球之肺”之称；

（3）城市生态系统属于人工生态系统，人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动植物种类少，自我调节能最弱；

（4）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越丰富，其自动调节能力越强：因此草原生态系统分布在半干旱地区，年降雨

量少很。缺乏高大的植物，动植物种类虽然比森林生态系统少，一般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統和森林生态

系统相比，自动调节能力更强的是森林生态系统；

（5）生物圈是指地球上全部生物及其无机环境的总和（内容），包括大气圈的底部、水圈和岩石圈的上

部（范围）。它是地球的理化环境与生物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所有生物的

家。

7. 在一个由草、兔、狐组成的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中，假如把狐全部杀灭，图中可以正确表示兔数量变化

趋势的曲线是（ ）

A． B．

C． D．

【解析】D

【解析】在食物链“草→兔→狐”中，如果“狐”突然灭绝，兔的数量将会先增加，草随着兔的增多而减少。

后来兔的数量又因草的数量减少而减少。可见 D符合题意。

8. 小郭自制了一个密闭的生态瓶，要使模拟的生态系统维持更长时间，该生态瓶最好放在（ ）

A. 床柜上 B. 阳台上

C. 冰箱里 D. 衣柜里

【答案】B



【解析】能量是生态系统的动力，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在生态系统中能量开始于太阳辐射能的固定，

结束于生物体的完全分解，在生态系统中只有绿色植物才能进行光合作用固定太阳能。生态系统中能量的

源头是太阳能，生物进行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最终来自太阳。因此该生态瓶最好放在有阳光的阳台上。

二、非选择题

9. 如图展示了某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看，图中的草和灌木属于 ；图中的田鼠、兔、蝗虫、麻雀、鹰等动

物都是 。

（2）若要表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图中还缺少的成分是 和 。

（ 3）图中共有 条食物链，它们互相交错，形成食物网。请你写出最长的一条食物

链 。

（4）在生态系统中，虽然各种生物的数量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在一般情况下，各种生物的数量和所占比

例是相对稳定的，这说明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 能力。

【答案】（1）生产者；消费者

（2）分解者；非生物部分

（3）6；草→蝗虫→麻雀→鹰

（4）自动调节

【解析】（1）、（2）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非生物部分和生物部分。生物部分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分

解者。图中的草和灌木属于生产者；“图中的田鼠、蝗虫、兔、麻雀、鹰等动物，必须直接或间接地以绿

色植物为能量来源，通过消耗绿色植物合成的有机物来维持生活”，所以，动物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

因此图中所有生物若要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还缺少非生物部分和分解者。



（3）从图中可以看出“→”表示捕食关系（或吃与被吃的关系）。“该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通过营养关系

构成食物链”。图中食物链有：草→田鼠→鹰、草→兔→鹰、灌木→兔→鹰、草→蝗虫→麻雀→鹰、草→

麻雀→鹰、灌木→麻雀→鹰。所以，图中食物链共有 6条，它们相互关联，形成食物网，其中最长的一

条食物链是。

（4）在生态系统中，各种成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各种生物的数量

和所占的比例总是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是因为生态系统具有自动调节能力。

10. 100多年前，凯巴森林曾是美国最美丽的森林之一。森林中生活着黑尾鹿、狼等动物，为了发展野生鹿

群，1906年人们开始捕杀以黑尾鹿为食的狼，结果黑尾鹿种群的数量变化如图所示。

（1）大肆捕杀狼之前，黑尾鹿生活在一个相对 的森林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种类和 。维持在

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大肆捕杀狼之后，鹿群数量先是因狼群数量的骤减而 ，后则因植被的

而减少。

（2）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状态下的生态系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是因为生态系统有一定

的 能力。人们应该尊重生态平衡，不能随意 某种动物，因为每种生物在维持生态平

衡中起着重要作用。

（3）鹿、狼作为消费者直接或间接以绿色植物为食，通过 作用，将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物回到自

然界，促进了物质循环。

【答案】

（1）稳定；数量；增加； 减少

（2）自动调节；杀灭

（3）呼吸

【解析】（1）大肆捕杀狼之前，鹿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的森林生态系统中，

各种生物的数量和所占的比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大肆捕杀狼之后，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黑尾鹿由于天敌减少、食物充足会大量繁殖，数量增多；黑尾鹿数量增多会破坏植被，使生产者（草）

减少，导致黑尾鹿由于食物不足而大量死亡。黑尾鹿因死亡而减少，但是植物不一定会增多。因此生态

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鹿群数量先是因为狼群数量的骤减而增加，后则因植被的减少而减少。



（2）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状态下的生态系统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是因为生态系统有

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人们应该尊重生态规律，不能随意杀灭某种动物，因为动物在维持生态平衡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应尊重生态规律，保护动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复杂，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的途径越多，其调节能力，或者抵抗外力影响的能力就越强。反之，结构越简单，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

能力就越弱。

（3）生态系统中动物直接或间接以植物为食，将摄取有机物转变成自身能够利用的物质。这些有机物又

可在动物体内通过呼吸作用，分解成二氧化碳等无机物，回到自然界中。这说明了动物能够促进物质循

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