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023 学年安徽省六安市普通高校对口

单招生态学基础自考测试卷(含答案) 

学校:________ 班级:________ 姓名:________ 考号:________ 

 
 

一、单选题(50题) 

1.有效积温则公式中，TO 为（  ）。 

A.平均温度 B.生物学零度 C.有效积温 D.天数 

 

2. 下述作物属于短日照的是 ( ) 

A.大麦 B.水稻 C.小麦 D.油菜 

 

3. 在环境条件相同时，落叶松幼龄林的净生产力比成熟林（ ） 

A.高 B.低 C.相等 D.不确定 

 
 

4.根据逻辑斯谛种群增长模型，当 N=K/2 时，种群的( )。 

A.数量最小 B.数量最大 C.瞬时增长量最小 D.瞬时增长量最大 

 
 

5.在群落中调查了 10 个样方，油松出现于 4 个样方中，则油松的( )。 

A.相对密度等于 40％ B.盖度等于 40％ C.频度等于 40％ D.相对盖度

等于 40％ 

 

6. 下列生态系统中，维护自身相对平衡能力最强的是 ( ) 

A.农田 B.湖泊 C.热带雨林 D.北方针叶林 

 



7. 自然界中符合“S”形种群增长的生物是( )。 

A.蘑菇 B.酵母 C.小麦 D.水稻 

 
 

8.下面关于动物婚配制度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单配偶制 B.群婚制 C.一雌多雄制 D.一雄多雌制 

 
 

9.难降解的有毒物质沿食物链传递，其浓度将 （  ）。 

A.维持恒定 B.产生波动 C.逐级降低 D.逐级升高 

 

10. 温带草原在半干旱区的群落类型是 ( ) 

A.草甸草原 B.典型草原 C.荒漠草原 D.高山草甸 

 

11. 当两个生物利用的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的其他环境变化时，就会出

现（ ） 

A.生态位重叠 B.生态位分离 C.生态位压缩 D.生态位移动 

 
 

12.下列哪项不是引起生态失调的原因?（  ） 

A.A.生物群落的不断演替 B.火山爆发、台风 C.人的行为 D.雨、雪 

 
 

13. ( )是获取原始资料的必要和直接的手段，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在实际

工作中得到真实、可靠的数据。 

A.实验研究 B.系统分析 C.野外调查研究 D.数学模拟 

 

 



14.全球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  ）。 

A.景观 B.生物圈 C.种群 D.群落 

 
 

15.旱生植物的特点是( )。 

A.根系发达，叶表面积较大 B.根系发达，叶表面积较小 C.根系不发达，

叶表面积较小 D.根系不发达，叶表面积较大 

 
 

16.下列哪种关系属于互利共生关系( )。 

A.鸟与树的关系 B.豆科植物与根瘤菌 C.豆科植物与禾本科植物 D.青

蛙与水稻的关系 

 

17. 经验证明，要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优越，其森林覆盖

率要达到 ( ) 

A.10% B.20% C.30% D.40%  
 
 

18.下列生态系统中，分解作用最旺盛的是（  ）。 

A.热带雨林 B.常绿阔叶林 C.北方针叶林 D.苔原 

 

19. 地球上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是 ( ) 

A.森林生态系统 B.海洋生态系统 C.农业生态系统 D.生物圈 

 
 

20.根据食物链富集原理，DDT 在体内浓度最高的是( )。 

A.浮游生物 B.小鱼 C.食小鱼的大鱼 D.食大鱼的水鸟 

 



21. 要维持一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生物群落中首先必须要有一定数

量的（ ）。 

A.生产者和消费者 B.生产者和分解者 C.食肉动物和分解者 D.草食动

物和分解者 

 
 

22.农业上最好的土壤结构是( )。 

A.网状结构 B.团块结构 C.团粒结构 D.块状结构 

 
 

23.能量沿食物链流动过程中（  ）。 

A.逐级递减 B.逐级增加 C.保持不变 D.先增后减 

 

24. 热带雨林中，动植物种类繁多，这是因为 ( ) 

A.雨量充沛 B.温度适宜 C.阳光充足 D.食物丰富 

 
 

25.关于生物群落的描述，下列选项错误的是（  ）。 

A.生物群落有时也可狭义地指某一分类单元物种数目的总和 

B.生物群落为生态系统中生物成分的总和 

C.每个生物群落都有一定的组成和营养结构 

D.生物群落是任意物种的随意组合，生活在同一群落中的各个物种是通

过长期历史发展和自然选择而保存下来的 

 
 

26. 草原的优势植物以______为主。（ ） 

A.禾本科 B.豆科 C.莎草科 D.菊科 



 

27. 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生态学

分支学科的划分依据是（ ） 

A.生物组织层次 B.生物类群 C.生境类型 D.应用领域 

 

28. 下列原因中，不是生态失调原因的是( )。 

A.人口增长过快 B.滥用资源 C.自然灾害过频 D.经济与生态分离 

 
 

29.实验表明，有利于蛋白质合成的是（  ）。 

A.蓝光 B.青光 C.紫光 D.红光 

 

30. 某种狐狸耳朵很小，下巴钝圆，根据生态学原理，这种狐狸应该生

活在( )地区。 

A.非洲 B.赤道附近 C.温带 D.北极 

 

31. 在演替过程中 ( ) 

A.水生生境变得中生一些而中生生境变得干旱一些 

B.水生生境变成旱生生境 

C.旱生生境变成水生生境 

D.水生型的生境和早生型的生境都趋向于中生型生境 

 
 
 

32.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大多与生物学的方法相似是由于（  ）。 

A.从其他科学那里直接引入 B.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 C.生态学研

究层次 D.生态学最初属于生物学的分支 



 

33. 下列生态系统中对太阳能利用率最高的是 

A.稀树草原 B.淡水湖泊 C.荒漠 D.常绿阔叶林 ( ) 

 

34. 环境问题是指 ( ) 

A.生态破坏 B.环境污染 C.温室效应 D.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35. 生活在同一地段、生态要求相近的两个物种，发生竞争的原因是（ ） 

A.生态型不同 B.资源不足 C.生活型不同 D.年龄相同 

 
 

36.旱生植物不具备的特征是( )。 

A.根系发达 B.肉质茎肥厚 C.角质层厚 D.叶面积大 

 
 

37.自然选择，按其选择的结果分成（  ）。 

A.稳定选择 B.定向选择 C.分裂选择 D.以上三类 

 

38. 物质循环指的是( )。 

A.生物为维持生命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将这些元素在各个营养级之间

传递，并合并起来构成物质流 

B.物质存在于大气、水域或土壤，通过以绿色植物为代表的生产者吸收

进入食物链，然后转移到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等消费者 

C.物质被以微生物为代表的还原者分解转化回到环境中 

D.各种化学物质在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循环运转 

 
 



39. 引起植物光周期反应的敏感光质主要是 

A.蓝光与蓝紫光 B.红光与远红光 C.蓝紫光与紫外光 D.黄光与绿光 

 

40. 下列生态因子中，属于间接作用的因子是 ( ) 

A.海拔高度 B.海陆位置 C.纬度 D.以上三者都是 

 
 

41.群落常规速度的特点是（  ）。 

A.演替速度越来越快 B.演替速度不随时间变化 C.演替越来越慢 D.演

替初始缓慢，中间阶段快，末期演替停止 

 

42. 判断下列生物中属于一个种群的是 ( ) 

A.校园里的所有植物 B.校园里的所有树木 C.校园里的所有松树 D.校

园里的所有草本 

 
 

43.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生态学

分支学科的划分依据是（  ）。 

A.生物组织层次 B.生物类群 C.生境类型 D.应用领域 

 

44. 野生向日葵的根分泌的绿原酸和异绿原酸，抑制了其他植物的生长。

这种现象是由（ ）。 

A.种间竞争引起的 B.种内斗争引起的 C.他感作用引起的 D.进化原则

引起的 

 
 

45.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生活型为（  ）。 



A.地上芽植物 B.地面芽植物 C.高位芽植物 D.隐芽植物 

 

46.腔肠动物附着在寄居蟹背上，当寄居蟹在海底爬行时，扩大了腔肠动

物的觅食范围，同时，腔肠动物的刺细胞又对蟹起着伪装和保护作用。

寄居蟹和腔肠动物的这种关系为( )。 

A.互利共生 B.偏利共生 C.原始协作 D.负相互作用 

 

47. 需要在较弱的光照条件下生长，不能忍耐强光照的植物属于（ ） 

A.阳性植物 B.阴性植物 C.中性植物 D.耐阴植物 

 
 

48.下列有关自然种群的不规则波动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周期性的或少见的数量波动 B.周期性的或常见的数量波动 C.非周

期性的或少见的数量波动 D.非周期性的或常见的数量波动 

 

49. 初级生产力最高的区域是( )。 

A.海陆交接地带 B.荒漠 C.海洋 D.草原 

 
 

50.群落与环境的关系为（ ）。 

A.环境促成群落的形成 B.群落造成了环境 C.相互影响和制约 D.无关 

 
 

二、填空题(20题) 

51. 生物群落的______结构是指生物群落的配置状况或水平格局，它包

括生物群落的镶嵌性、两个以上的生物群落有规律地重复交替的结构格

局、生物群落复合体和生物群落的交错区。 



 
 
 

52.死亡率代表一个种群的_______。 

 
 
 

53.我国内蒙古有些地方羊繁殖得过快，反而会导致减产的原因是

______。 

 
 

54. 热力学第一定律指出，能量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但它可以

从一种形态______另一种形态。 

 
 
 

55.生物群落具有一系列结构特点，包括形态结构、生态结构和

__________。 

 
 

56. 群落的数量特征有多度或密度、频率、盖度______和重要值。 

 
 

57. 由于群落交错区生境条件的特殊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增大了交

错区中物种的多样性和种群密度，增大了某些生物种的活动强度和生产

力，这一现象称为______。 

 
 
 

58.反硝化作用：是反硝化细菌将______转化成大气氮，回到大气库

中。 



 
 

59. 根据生境类型，生态学可分为陆地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淡水生态

学和______ 四类。 

 
 
 

60.在生态学研究中，使用最早、最普遍、最基本的方法是___________。 

 
 
 

61. 在长江流域和福建，黄山松因为受到______的限制，不能分布在海

拔 1000～1200m 以下的高度。 

 
 

62. 在群落交错区内，物种的数目及一些物种的密度有增大的趋势，这

一现象被称为______。 

 
 
 

63.丹麦生态学家饶基耶尔生活型系统是以植物的__________距离地表

的位置而分的。 

 
 
 

64.人类捕杀野生动物如象、犀牛、熊猫，以获得它们的角、牙、皮毛

等；工厂排放污物，造成生态平衡失调。这些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属

于______因素。 

 
 
 

65.核小体核心是由______________缠绕______________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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