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11 生物与环境

1．核心概念

(1)生态系统：由生物群落与它的无机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必修 3 P88)

(2)食物网：许多食物链彼此相互交错连接成的复杂营养结构。(必修 3 P91)

(3)能量流动：生态系统中能量的输入、传递、转化和散失的过程。(必修 3 P93)

(4)物质循环：组成生物体的 C、H、O、N、P、S等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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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过程。(必修 3 P101)

(5)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保持或恢复自身结构和功能相对稳定的能力。(必修

3 P109)

(6)抵抗力稳定性：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并使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保持原状(不受损害)的能力，

叫做抵抗力稳定性。(必修 3 P110)

（7)恢复力稳定性：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因素的破坏后恢复到原状的能力，叫做恢复力稳

定性。(必修 3 P110)

(8)生物多样性：生物圈内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所拥有的全部基因以及各种各样

的生态系统，共同构成了生物多样性。(必修 3 P124)

2．要语必备

(1)教材黑体字

①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离不开信息的作用；生物种群的繁衍，也离不开信息的传递；信息还

能够调节生物的种间关系，以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必修 3 P107)

②负反馈调节在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它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必修 3 P109)

③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全球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臭氧层破坏、酸雨、土地荒漠化、

海洋污染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必修 3 P123)

④生物圈内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它们所拥有的全部基因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共

同构成了生物多样性。(必修 3 P124)

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有：目前人类尚不清楚的潜在价值、对生态系统起到重要调节功能的间接

价值(也叫做生态功能，如森林和草地对水土的保持作用，湿地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等方面

的作用)、对人类有食用、药用和工业原料等实用意义的，以及有旅游观赏、科学研究和文学

艺术创作等非实用意义的直接价值。(必修 3 P125)



⑥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是“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它追

求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持久而协调的发展。(必修 3 P128)

(2)易混重难点

④生态系统的结构包括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及食物链、食物网。(必修 3 P89、P91)

⑤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是单向的、逐级递减的，一般来说，在相邻两个营养级间能量传递效率只

有 10%～20%。(必修 3 P95～96)

⑥“桑基鱼塘”能实现对能量的多级利用，从而大大提高能量的利用率。“除草除虫”能合理

地调整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关系，使能量持续高效地流向对人类最有益的部分。(必修 3 P96)

⑦就地保护是指在原地对被保护的生态系统或物种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及风景名胜区等，这是对

生物多样性最有效的保护。易地保护是指把保护对象从原地迁出，在异地进行专门保护。例如，

建立植物园、动物园以及濒危动植物繁育中心等，这是为行将灭绝的物种提供最后的生存机会。

(必修 3 P126)

⑧保护生物多样性，关键是要协调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还要加强立法、

执法和宣传教育。保护生物多样性只是反对盲目地、掠夺式地开发利用，而不意味着禁止开发

和利用。(必修 3 P127)

3．长句模板

(1)能量流动的特点及原因(必修 3 P95～96)

①单向流动

能量沿食物链由低营养级流向高营养级，不可逆转，也不能循环流动，原因有：

a．食物链中，相邻营养级生物间吃与被吃的关系不可逆转，因此能量不能倒流，这是长期自

然选择的结果。

b．各营养级的能量总有一部分以热能的形式散失掉，这些能量是无法再利用的。

②逐级递减

输入到一个营养级的能量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流入下一个营养级，能量在沿食物链流动的过程中

是逐级减少的，原因有：

a．各营养级的生物都会因呼吸作用消耗相当一部分能量(ATP、热能)。

b．各营养级总有一部分生物或生物的一部分能量未被下一营养级生物所利用，还有少部分能

量随着残枝败叶或遗体等直接传递给分解者。

(2)生态农业延长腐生食物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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