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种群及其动态变化

单元测试卷 

一、单选题

1．已知某种兔迁入新的环境后种群增长曲线为“S”形．在其种群增长速率最大的年份用

标记重捕法调查该兔的种群密度，第一次捕获 50 只全部标记后释放，一个月后进行第

二次捕捉，共捕获未标记的 60 只、标记的 20 只，估算该兔种群在这一环境中的 K 值是

（    ）

A．150 只 B．200 只 C．300 只 D．400 只

【答案】D

【分析】1、标志重捕法计算公式：个体总数 N：初次捕获标志数 M=再次捕获总数目

n：重捕的标志个体数 m。

2、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1）特点：

①种群内个体数量达到环境条件所允许的最大值（K 值）时，种群个体数量将不再增加；

②种群增长率变化，种群数量由 0→K/2 时，增长率逐渐增大；种群数量为 K/2 时，增

长率最大；种群数量由 K/2→K 时，增长率不断降低；种群数量为 K 时，增长率为 0。

（2）原因：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当种群密度增大时，种内竞争就会加剧，

以该种群为食的捕食者数量也会增加。

【详解】根据标记重捕法的计算公式可知，在其种群增长速率最大的年份时，该环境中

兔的总数为 50 60 20 20 200´ + ¸ =（ ） （只），当增长速率最大时，种群的数量约为 / 2K ，

因此该兔群的 K 值约为 400 只，D 正确。

故选 D。

2．根据种群的年龄结构，可以推测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

A．年龄结构为稳定型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B．年龄结构为增长型的，出生率大于死

亡率

C．年龄结构为衰退型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D．年龄结构为稳定型的，出生率小于死



亡率

【答案】B

【分析】种群具有种群密度、出生率和死亡率、迁出率和迁入率、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

四个基本特征。决定种群大小和种群密度的重要因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迁出率和迁入

率；预测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的种群特征是年龄结构。

【详解】A、年龄结构为稳定型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A 错误；

B、年龄结构为增长型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B 正确；

C、年龄结构为衰退型的，出生率小于死亡率，C 错误；

D、年龄结构为稳定型的，出生率等于死亡率，D 错误。

故选 B。

3．关于种群的增长，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引入到新环境的种群，一定时间内都能呈“J”形增长

B．在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下，种群数量都会在 K 值附近波动

C．在环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种群的增长都有在 K 值上下维持稳定的趋势

D．自然界的种群增长到一定程度都会在 K 值保持稳定，因此，都呈“S”形增长

【答案】C

【分析】1、“J”型曲线：指数增长函数，描述在食物充足，无限空间，无天敌的理想条

件下生物无限增长的情况。

2、“S”型曲线：是受限制的指数增长函数，描述食物、空间都有限，有天敌捕食的真实

生物数量增长情况，存在环境容纳的最大值 K。

3、同一种生物的 K 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遭受破坏，K 值会下

降；当生物生存的环境改善，K 值会上升。

【详解】A、新环境为理想条件，种群才能呈“J”形增长，A 错误；

B、环境条件变化，K 值也会随之改变，B 错误；

C、环境条件不变，种群增长在 K 值上下维持稳定，C 正确；

D、自然界的种群数量有增长、波动、稳定、下降的情况，D 错误。

故选 C。

4．下列有关种群密度及调查方法的叙述，错误的是（　　）

A．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

B．种群密度能反映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

C．可采用样方法调查蚜虫的种群密度

D．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的动物可用标志重捕法调查其种群密度



【答案】B

【分析】1、调查种群密度的方法：

（1）样方法：调查植物和活动能力弱、活动范围小的动物。

（2）标志重捕法：调查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大的动物。

2、大多数土壤动物身体微小，不适于用“样方法”或“标志重捕法“进行调查，在这类研

究时，常采用取样器取样的方法，即用一定规格的捕捉器（如采集罐、吸虫器等）进行

取样，通过调查样本中小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来推测某一区域内土壤动物的丰富度。

【详解】A、种群密度是指某种群在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中的个体数，种群密度是种群

最基本的数量特征，A 正确；

 B、种群密度反映了某种群在一定时期的数量，不能反映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年龄组

成能反映种群数量的变化趋势，B 错误；

 C、因为蚜虫活动能力差，活动范围小，所以可采用样方法调查蚜虫的种群密度，C 正

确；

 D、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的动物可用标志重捕法调查其种群密度，D 正确。

故选 B。

5．下列关于环境容纳量的叙述，错误的是（    ）

A．环境条件不受破坏情况下，环境容纳量是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种群最大数量

B．同一种群的环境容纳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C．草原上放养的牲畜过多使植被被破坏，其牲畜的环境容纳量不变

D．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提高大熊猫种群的环境容纳量

【答案】C

【分析】环境容纳量是指特定环境所能容许的种群数量的最大值，用 K 值表示，种群

的数量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在某值上下波动的。

【详解】A、在环境条件不受破坏的情况下，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种群最大数量称为

环境容纳量，又称 K 值，A 正确；

B、同一种群的环境容纳量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受到气候、食物、天敌、传染病等环境

因素的影响，B 正确；

C、草原上放养的牲畜过多使草原生态环境发生改变，植被被破坏，其牲畜的环境容纳

量减小，C 错误；

D、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是改善大熊猫的生存环境，从而提高大熊猫种群的环境容纳

量，D 正确。

故选 C。



6．某小岛上蜥蜴进化的基本过程如图所示。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该小岛上的蜥蜴原种和蜥蜴新种共同组成一个种群

B．达尔文的观点认为，有利性状的蜥蜴个体世代间不断保存

C．若图中 X、Y、Z 表示生物进化中的基本环节，则 Z 是隔离

D．现代生物进化理论认为该岛上蜥蜴进化过程中基因频率一定发生变化

【答案】A

【分析】分析题图：图中 X 表示变异、Y 表示自然选择、Z 表示隔离，这三者是生物进

化中的基本环节，自然选择直接作用于生物的表现型，保存有利性状，淘汰不利性状，

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蜥蜴原种和蜥蜴新种是两个物种，不能进行基

因交流。

【详解】A、Z 是隔离，由于已经形成了新种，说明蜥蜴原种和蜥蜴新种存在生殖隔离，

故二者属于不同物种，不能共同构成一个种群，A 错误；

B、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产生后代，种群中相应的

基因的频率会不断提高；相反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留下后代的机会少，种群中的相应基

因的频率会下降。故根据达尔文的观点，有利性状的蜥蜴个体世代间不断保存，B 正确；

C、根据分析可知，图中 X 表示变异，Y 表示自然选择，Z 表示隔离，这三者是生物进

化中的基本环节，C 正确；

D、生物进化的实质是种群基因频率的改变，所以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频率一定发生变

化，D 正确。

故选 A。

7．下列关于种群密度调查及实验的叙述，错误的是（    ）

A．可用样方法调查某片草原中跳蝻的种群密度

B．可采用标志重捕法调查某地区松鼠的种群密度

C．对于肉眼不能直接看到的细菌、酵母菌等可用显微计数法

D．对酵母菌计数时，先将培养液滴入计数室，再盖盖玻片

【答案】D

【分析】调查种群密度的方法：标志重捕法，样方法，去除取样法，直接计数法。

①样方法：其原理是在被调查种群的分布范围内，随机选取若干个样方，通过计数每个



样方内的个体数，求得每个样方的种群密度。样方法调查种群密度关键要做到随机取样。

②标志重捕法其原理是：在被调查种群的活动范围内，捕获一部分个体，做上标记后再

放回原环境，经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重捕，根据重捕到的动物中标记个体占总个体数的

比例，来估计种群密度。

③去除取样法：在一个封闭的种群中，随着连续地捕捉，种群数量逐渐减少，通过减少

种群的数量，来估计种群的大小。

④直接计数法：通过显微镜利用血球计数板进行较大单细胞微生物计数的操作方法，称

为显微镜直接计数法。

【详解】A、样方法适用于调查植物或活动能力弱、活动范围小的动物的种群密度，所

以可用样方法调查某片草原中跳蝻的种群密度，A 正确；

B、标志重捕法适用于调查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大的动物的种群密度，所以可采用标

志重捕法调查某地区松鼠的种群数量，B 正确；

C、显微计数法的对象是用肉眼不能直接看到的细菌、酵母菌等微生物，C 正确；

D、对酵母菌计数时，先盖盖玻片，再将培养液滴入计数室，D 错误。

故选 D。

8．某实验基地水库中放养了一批罗非鱼，监测数据显示，罗非鱼的种群数量在 ae 段发

生了明显波动。调查发现有人在该水库放生了大型肉食性鱼；一段时间后，罗非鱼种群

数量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如下图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注：K0是未放生大型肉食性鱼条件下罗非鱼种群的环境容纳量。

A．调查罗非鱼的种群密度可采用标志重捕法

B．罗非鱼种群在 ab 段近似呈“J”型增长

C．大型肉食性鱼最可能是在 b 对应的时间点进入水库

D．在捕食压力下，罗非鱼种群的环境容纳量为 K1

【答案】D

【分析】据图分析，a~b 种群数量是“J”型曲线：指数增长函数，描述在食物充足，无限

空间，无天敌的理想条件下生物无限增长的情况；c~d 种群数量减少；e 以后种群数量



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详解】A、标志重捕法适合调查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的动物，因此适合调查罗非鱼，

A 正确；

B、在罗非鱼投放的初期，由于环境适宜、空间充足、天敌较少等，种群的增长接近“J”

型曲线，B 正确；

C、曲线在从 b 点后开始环境阻力加大，c 点后开始下降，说明大型食肉性鱼应该是在 c

点之前迁入的这个环境，所以最有可能是 b 点迁入，C 正确；

D、当迁入大型食肉性鱼以后对罗非鱼造成了捕食压力，导致环境容纳量下降，所以种

群数量会在新的环境容纳量附近上下波动，所以环境容纳量为 K2，D 错误。

故选 D。

9．2020 年 11 月 l 日零时我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

结构、分布和迁移流动等信息。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A．年龄结构可以预测我国人口的数量变化 B．决定某地区人口数量的只有出生率和

死亡率

C．全国人口普查的调查方法可以是逐个计数D．性别比例可以影响我国人口的数量变

化

【答案】B

【分析】种群特征包括种群密度、年龄结构、性别比例、迁入率和迁出率、出生率和死

亡率等。种群密度是指在单位面积或体积中的个体数，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

【详解】A、年龄结构是指各个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或百分比，可以预测

我国人口的数量变化，A 正确；

B、某地区人口数量的决定因素有出生率、死亡率和迁入率、迁出率，B 错误；

C、全国人口普查要统计所有人，方法一般是逐个计数，C 正确；

D、性别比例可以影响出生率，影响我国人口的数量变化，D 正确。

故选 B。

10．种群密度是种群的数量特征之一，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对同一种群来说，自然增长率越大，种群密度越大

B．年龄结构为增长型种群的种群密度大于年龄结构为衰退型的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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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S 型增长的种群，其种群数量达到 K 值前，密度对其增长的制约逐渐减弱

【答案】C

【分析】种群的特征包括种群密度、出生率和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年龄组成和性



别比例。其中，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出生率和死亡率对种群数量起着决

定性作用；年龄组成可以预测一一个种群数量发展的变化趋势。

【详解】A、对同一种群来说，自然增长率大时，种群密度不一定大，A 错误；

B、年龄结构为增长型种群的种群密度不一定大于年龄结构为衰退型的种群，B 错误；

C、鱼塘中某种鱼的养殖密度不同，其增长速率可能相同，单位水体该鱼的产量有可能

相同，C 正确；

D、呈逻辑斯谛增长的种群，其种群数量达到 K 值前，密度对其增长的制约逐渐增强，

D 错误。

故选 C。

11．某生物的种群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

A．甲曲线的出现可能是气候突然变化造成的，该因素对种群数量变化的影响不受种群

密度的制约

B．a~b 段，种群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同，说明气候、天敌等因素对出生率和死亡率

不再产生影响

C．若该生物种群为农业害虫种群，则在 a 点时对其进行捕杀效果最好

D．若 b 点时环境发生变化，则形成甲曲线的环境更适合该生物种群生存

【答案】A

【分析】1、出生率和死亡率：单位时间内新产生的个体数目或死亡的个体数目占该种

群个体总数的比率，出生率和死亡率对种群数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2、在环境条件不受破坏的情况下，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种群最大数量称为环境容纳

量，又称 K 值。

3、在自然界，影响种群数量的因素有很多，如气候、食物、天敌、传染病等。因此，

大多数种群的数量总是在波动中；在不利条件下，种群数量还会急剧下降甚至消亡。

【详解】A、甲曲线种群数量下降，可能是由气候突然变得不适宜造成的，该因素是非

密度制约因素，A 正确；



B、a~b 段，气候、天敌等因素使种群出生率和死亡率大致相等，种群数量维持相对稳

定，B 错误；

C、种群数量为 K/2 时，种群的增长速率最大，因此有害生物的防治应在 K/2 以前，a

点时已经达到环境容纳量，C 错误；

D、丙曲线 K 值增大，形成丙曲线的环境更有利于该生物种群生存，D 错误。

故选 A。

12．如图所示为某种鱼迁入太平湖后种群增长速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根据该曲线可以

得出（     ）

A．该种鱼迁入太平湖后呈“J”形增长

B．10 年后该种鱼在太平湖中的种内斗争最激烈

C．20 年后该种鱼在太平湖中将逐渐消失

D．该种鱼在太平湖中的环境容纳量约为 10 年时鱼数量的两倍

【答案】D

【分析】分析题图：图示为某种鱼迁入太平湖后，种群数量增长速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0 年，种群数量增长速率为 0；0-10 年时，种群数量增长速率逐渐升高，种群数量增长

速率加快；10 年，种群数量增长速率最大，此时种群数量增长速率最快；10-20 年，种

群数量增长率逐渐降低，种群数量增长速率减慢；20 年时，种群数量增长率为 0，此时

种群数量达到最大值，即 K 值。

【详解】A、该种鱼在新的环境中增长速率先增大后减小左后为零，增长曲线应呈“S”形

增长，A 错误；

B、20 年后该种鱼在太平湖中种群数量达到最大值的种内斗争最激烈，B 错误；

C、20 年后该种鱼在太平湖中种群数量达到最大值，并在 K 值左右动态变化，C 错误；

D、10 时该鱼的增长速率最大，此时对应的种群数量为 ，所以该种鱼在新湖泊中的环

境容纳量约为 10 时该鱼数量的两倍，D 正确。

故选 D。

【点睛】本题结合种群数量增长速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考查种群数量的变化曲线，

要求考生掌握种群数量增长的 J 形曲线和 S 形曲线，能准确分析曲线图，明确各段曲线



中种群增长率和种群数量的变化情况，明确 t1时种群数量为 ，t2时种群数量达到 K 值，

再结合曲线图对各项作出正确的判断。

13．如图表示某地老鼠种群数量变化曲线，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

A．在 a 点时老鼠种群的年龄结构为衰退型

B．防止鼠灾最好办法是将种群密度控制在 b 点

C．在 c 点时老鼠种群的增长率达到最大

D．引入天敌可以降低老鼠种群的 K 值

【答案】D

【分析】题图分析，图中种群数量呈现“S”形曲线，其中 b 点位于 K/2 处，种群增长速

率最大，c 点位于 K 值，种群增长速率为 0，种群数量基本不变。

【详解】A、在 a 点时老鼠种群数量在增加，因此其年龄结构为增长型，A 错误；

B、为有效防止鼠灾，最好将种群密度控制在 K/2（b）以下，使其增长速率较小，B 错

误；

C、由分析可知，在 b 点时老鼠种群的增长速率达到最大，C 错误；

D、引入天敌可以提高老鼠生存压力（环境阻力），降低老鼠种群的 K 值，D 正确。

故选 D。

14．如图是种群数量变化及影响种群数量因素等的概念图，有关叙述错误的是(    )

A．①表示“S”形曲线，其 K 值表示种群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数量

B．②表示种群密度，黑光灯诱捕法可用于有趋光性昆虫的种群密度调查

C．种群数量受气候、食物、天敌等外因的影响

D．年龄结构属于影响种群数量增长的内因

【答案】A



【分析】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有内部因素（出生率、死亡率、年龄结构、性别比例

等）和外部因素（气候、食物、天敌等）。种群密度是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征，种群增

长有 S 形增长和 J 形增长两种模型。在自然界中，环境条件是有限的，因此，种群不可

能按照“J”型曲线无限增长。当种群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增长时，随着种群密度的上升，

个体间由于有限的空间、食物和其他生活条件而引起的种内斗争必将加剧，以该种群生

物为食的捕食者的数量也会增加，这就会使这个种群的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高，从而

使种群数量的增长率下降。

【详解】A、①表示“S”形曲线，其 K 值表示种群在长时期内所能维持的种群最大数量，

而不是所能达到的最大数量，A 错误；

B、②表示种群密度，对于有趋光性昆虫的种群密度，可以采用黑光灯诱捕法，B 正确；

C、气候、食物、天敌等外因都会影响种群数量的变化，其中气候影响最大，C 正确；

D、年龄结构、性别比例等属于影响种群数量增长的内部因素，D 正确。

故选 A。

15．如图表示不同环境中某一种群增长的曲线。下列有关叙述正确的是

①甲曲线是该种群在理想环境中的增长曲线，没有 K 值

②乙曲线中的 K 值是该种群的最大数量

③如果不考虑迁入和迁出等其他因素，在 K 值时，出生率等于死亡率

④假设该种群是某经济鱼，在 e 点时开始捕捞，可持续获得最高产量

⑤种群中出现环境阻力是在 d 点之后

⑥K 值是环境的最大容纳量，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A．①② B．①⑥ C．①③ D．③⑥

【答案】C

【分析】种群经过一定时间的增长后，数量趋于稳定的增长曲线，称为“S”形曲线。在

环境条件不受破坏的情况下，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种群最大数量称为环境容纳量，又

称 K 值。同乙种群的 K 值是可以变化的。

【详解】甲曲线是该种群在理想环境中的增长曲线，呈 J 形增长，没有 K 值，①正确；



在 S 形的种群增长曲线中，K 值为在环境条件不受到破坏的条件下,一定空间中所能生

存的种群的最大数量，即最大环境容纳量，其数值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因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种群数量可在 K 值附近上下波动，②⑥错误；

在 K 值时，种群的增长速率为 0，如果不考虑迁入和迁出等其它因素，在 K 值时出生

率等于死亡率，③正确；

c 点对应的是 K/2 值，此时种群的增长速率最大。假设该种群是某经济鱼，在 c 点以后

即可开始捕捞，只要捕捞后使种群数量维持在 K/2 值，即可持续获得最高产量，④错误；

图中阴影部分可表示环境阻力，据图可知，种群中出现环境阻力是在 b 点之前，⑤错误。

因此，C 项正确，A、B、D 项错误。

故选 C。

【点睛】本题结合曲线图，考查种群数量的变化曲线，要求考生掌握种群增长的“J”形

曲线和“S”形曲线，识记这两种曲线形成的条件，理解 J 形增长的数学模型中的各字母

的含义。解题的关键是理解 K 值和 K/2 值的含义。

16．某同学在“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变化”的实验中，可能观察到的细胞分散情

况如图 2 所示。下列推断错误的是（    ）

A．该血细胞计数板上有 2 个计数室，玻片厚度为 0.1mm

B．若实验中多次出现图 2 中 c 的现象，可能是由于样液未充分摇匀或稀释倍数不够所

致

C．根据抽样和计算获得的数据绘制酵母菌种群数量增长曲线，属于建立酵母菌种群数

量变化的数学模型

D．本实验不需要设置对照实验，因不同时间取样已形成对照；为了减少实验误差需要

做重复实验

【答案】A

【分析】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动态变化实验的注意事项

（1）由于酵母就是单细胞微生物，因此计数必须在显微镜下进行；显微镜计数时，对



于压线的酵母菌，应只计固定的相邻两个边及其顶角的酵母菌。

（2）从试管中吸出培养液进行计数前，需将试管轻轻振荡数次，目的是使培养液中的

酵母菌均匀分布，减少误差。

（3）每天计算酵母菌数量的时间要固定。

（4）溶液要进行定量稀释。

（5）本实验不需要设置对照和重复，因为该实验在时间上形成前后对照，只要分组重

复实验，获得平均值即可。

【详解】A、该血细胞计数板上有 2 个计数室，血细胞计数板盖玻片下液体的厚度（计

数室深度）为 0.1mm，A 错误；

B、若实验中多次出现图 2 中 c 的现象，表示细胞之间发生重叠，可能是由于样液未充

分摇匀或稀释倍数不够所致，B 正确；

C、根据抽样和计算获得的数据绘制酵母菌种群数量增长曲线属于建立酵母菌种群数量

变化的数学模型，C 正确；

D、本实验不需要设置对照实验，因不同时间取样已形成前后对照，做重复实验的目的

是取其平均值，进而减少实验误差，D 正确。

故选 A。

17．为研究甲、乙两种藻的竞争关系，在相同条件下对二者进行混合培养和单独培养，

结果如下图所示。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单独培养条件下，甲藻数量约为 1．0×106个时种群增长最快

B．混合培养时，种间竞争是导致甲藻种群数量在 10~12 天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C．单独培养时乙藻种群数量呈“S" 型增长

D．混合培养对乙藻的影响较大

【答案】B



【分析】从图中看出，单独培养甲和乙种群都呈“S”型增长，在混合培养后，乙藻数量

降低直至 0，甲藻数量增加，说明甲和乙之间是竞争关系。

【详解】A、单独培养时，甲藻的 K 值约为 2.0×106 个，所以种群增长最快的是 K/2 时，

约为 1.0×106个，A 正确；

B、10-12 天乙藻种群数量接近 0，所以竞争强度低，此时甲藻数量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培

养液和空间有限，B 错误；

C、由于空间和资源有限，所以种群数量呈“S 型”增长，C 正确；

D、据图可知：混合培养时，乙藻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灭绝，D 正确。

故选 B。

【点睛】本题需要考生结合种群数量增长曲线和群落种间关系进行解答，结合图形分析

出甲藻和乙藻之间的关系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18．吹绵蚧是一种严重危害果园生产的害虫，澳洲瓢虫以吹绵蚧为食，可以有效抑制该

害虫的数量。科学家研究了吹绵蚧种群数量与被捕食率、补充率的关系模型，其中补充

率代表没有被捕食的情况下吹绵蚧增长的比率。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在果园中适当投放澳洲飘虫，吹绵蚧数量也可能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

B．当吹绵蚧种群数量介于 0－m 点之间时，种群很可能会灭亡

C．当吹绵蚧种群数量介于 m－n 点之间时，种群数量会逐渐稳定在 n 点

D．当吹绵蚧种群数量介于 n－p 点之间时，种群数量会逐渐稳定在 n 点

【答案】A

【分析】图中显示的种群数量变化情况为，m 点之前种群数量增加，m 点之后种群数量

下降，逐渐在 m 点稳定下来，n 点时种群数量达到平衡，高于 n 点之后种群数量增大，

p 点达到新的平衡点，高于 p 点之后，种群数量下降，然后在 p 点稳定。

【详解】A、当种群数量超过 P 点时，在果园中适当投放澳洲飘虫，被捕食率大于补充

率，因此种群数量下降，最终稳定在 p 点，A 正确；

B、m 点之前种群数量增加，m 点之后种群数量下降，逐渐在 m 点稳定下来，B 错误；

C、当吹绵蚧种群数量介于 m～n 点之间时，被捕食率大于补充率，因此可推测种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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