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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5 测评

(时间:60分钟,满分:100分)

一、选择题(共 25小题,每小题 2分,共 50分)

1.下列叙述违背生态工程中生态学原理的是(　　)

　　　　　　　　　　　　　　　　

A.充分考虑环境因子对生物的影响

B.尽可能减少种间竞争所产生的耗损

C.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D.以单一种群获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答案 D

解析单一种群的系统极不稳定,无法获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2.生态经济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和实现的重要手段分别是 (　　)

A.循环经济和生态工程

B.整体性原则和生态工程

C.循环经济和工程学手段

D.无污染原则和生态工程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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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生态经济主要通过实行“循环经济”的原则,使一个系统产出的污染

物,能够成为本系统或者另一个系统的生产原料,从而实现废弃物的资源

化,而实现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生态工程。

3.下列关于生态工程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生态工程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B.“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属于生态工程的内容

C.生态工程应遵循“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

D.实施生态工程的目的是环境保护

答案 D

解析生态工程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其目的不单

纯是环境保护,而是要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4.城市生活垃圾要做到分类、回收、利用,实现废物资源化利用。与该做

法关系最密切的生态工程原理是(　　)

A.物种多样性原理 B.整体性原理

C.物质循环再生原理 D.系统学原理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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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实现废物资源化利用,使物质循环往复,

分层分级利用,尽量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目的,体现了物质循环再生

的原理。

5.建立生态农业时巧设、增设食物链的目的不包括(　　)

A.努力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分层多级利用

B.减轻对环境的污染,提高抵抗力稳定性

C.加强生物防治,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

D.食物链延长,消耗能量环节增多,系统总能量利用率降低

答案 D

解析巧设、增设食物链可以实现物质和能量的分层多级利用;生态农业增

加了物种多样性,使物质循环更流畅,可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可以加强生

物防治,控制有害生物的危害,从而提高抵抗力稳定性;食物链延长,消耗

能量环节增多,但流向对人类有益部分的能量增加了,从而使系统总能量

利用率提高。

6.生态农业比一般农业(　　)

A.投入多,产出多,污染少,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B.投入少,产出多,污染少,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C.投入一样,产出相当,污染少,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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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投入和产出都较少,污染相同,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答案 B

解析生态农业实现了能量多级利用和物质循环再生。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

相比,投入少,产出多,污染少,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7.下列生产活动,既有利于开发和利用野生生物资源,又有利于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是(　　)

①在鄱阳湖区围湖造田　②开垦山地　③完全禁止采伐林木　④适时地、

有计划地采伐林木　⑤适时适量地捕获湖泊中的成鱼　⑥在繁殖季节捕

捞成鱼

A.①② B.②④

C.③⑥ D.④⑤

答案 D

解析围湖造田破坏了湖泊生态系统原有的稳定性;开垦山地破坏了山地植

被,会使水土流失、山地荒漠化加重;保护野生生物资源并不是完全禁止开

发利用,要适时适量地、有计划地利用,既要获得最大利用量,又不影响生

物资源的恢复再生。

8.目前南方地区普遍采用在荔枝园内养鸡的生产模式,总收益约是普通荔

枝园的2倍。下图为该模式的结构与功能示意图。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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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模式遵循的原理主要是协调与平衡、生物多样性原理

B.鸡粪中所含的能量流入果树,促进果树的生长

C.与普通荔枝园相比,该模式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

D.荔枝树固定的太阳能是输入该系统的全部能量

答案 C

解析题述模式中,鸡的粪便能改良土壤,鸡粪便中的有机物被分解者分解

为无机物后,被荔枝树吸收可以供给荔枝树生长所需的肥料,荔枝园为鸡

遮风挡雨,鸡可以捕食荔枝园中的害虫和草,因此该模式遵循的原理主要

是物质循环再生、物种多样性原理,A项错误。鸡粪中所含的能量被分解

者分解,最终以热能的形式散失,果树只能利用鸡粪被分解者分解后的无

机物,B项错误。与普通荔枝园相比,该模式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C项正确。

该荔枝园还需要给鸡投放饲料,因此输入该系统的全部能量包括生产者

(不只是荔枝树,还有杂草等)固定的太阳能和给鸡投放的饲料,D项错误。

9.目前,在一些城市,科研人员采用“浮床生态工艺”治理水体污染。这种

浮床生态工艺净化水体的机理不包括 (　　)

A.植物吸收水中的悬浮物,使水体透明度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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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植物吸收水中的 NO-
3、PO3-

4 等,降低水中 N、P等的含量

C.浮床遮光,抑制浮游藻类的生长繁殖,防止水华发生

D.浮床生态工艺能使水生生物得到自然恢复,使水域生态系统逐步达到相

对稳定状态

答案 A

解析植物可以吸收水中的 NO-
3、PO3-

4 等无机盐,降低水中 N、P等的含量,

不吸收水中的悬浮物;浮床可以遮光,抑制浮游藻类大量繁殖,防止水华发

生;浮床生态工艺能使沉水植物和底栖生物等水生生物得到自然恢复,使

水域生态系统逐步达到相对稳定状态。

10.下图是某生态农场的生产流程,据图分析,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食用菌和蚯蚓在该生态系统中属于分解者

B.该生态系统达到了能量多级利用的目的

C.因食物链延长,系统总能量利用率降低

D.循环利用有机废弃物,提高了系统的效益

答案 C



第 7 页   共 10 页

解析通过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有效延长,达到了能量多级利用、物质循环

再生的目的,从而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提高了生态系统的效益。腐生型的

食用菌和蚯蚓在该生态系统中属于分解者。

11.下列有关生态工程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无废弃物农业主要体现了生态工程的整体性原理

B.生态工程是无消耗、多效益、可持续的工程体系

C.生态经济主要实行“循环经济”的原则

D.在林业工程建设中,应重点遵循系统整体性原理

答案 C

解析无废弃物农业实现了物质的区域小循环,做到了物质和能量的分层分

级利用,因此主要体现了生态工程中的物质循环再生原理,A项错误;与传

统的工程相比,生态工程是一类少消耗、多效益、可持续的工程体系,B项

错误;生态经济主要是通过实行“循环经济”的原则,使一个系统产出的污

染物,能够成为本系统或者另一个系统的生产原料,从而实现废弃物的资

源化,而实现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生态工程,C项正确;在林业

工程建设中,应重点遵循物种多样性原理、系统的协调与平衡原理和整体

性原理,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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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态护坡是利用植被对斜坡或边坡进行保护的一项综合技术。下列叙

述正确的是(　　)

A.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营养结构,第一营养级一定是绿色植物

B.生态坡地不同地段中植物种类的分布差异体现了群落的垂直结构

C.植被掩盖可有效防止坡地水土流失,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D.把裸露的坡地建成生态坡地,说明人类可以改变演替的速度

答案 D

解析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营养结构,第一营养级一定是生产者,生产者包

括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植物和进行化能合成作用的细菌,A项错误;生态坡

地不同地段中植物种类的分布差异体现了群落的水平结构,B项错误;植被

覆盖可有效防止坡地水土流失,这属于生态功能,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间

接价值,C项错误;把裸露的坡地建成生态坡地,说明人类活动可改变演替

的速度和方向,D项正确。

13.“生物圈 2号”是模拟地球生态系统、全封闭的人工生态循环系统,其

建造目的是(　　)

A.验证人类在离开地球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人工生态系统,能否生存

B.验证人类在离开地球的情况下,利用人工生态系统,仅依靠太阳,能否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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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验证人类在人工生态系统中的存活能力

D.验证密闭立体钢架结构的人工生态系统建筑物是否适合人类居住

答案 B

14.下列生态工程模式与典型实例或措施对应正确的一组是(　　)

A.农村综合发展型生态工程——甘肃陇南地区的“九子登科”治理模式

B.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工程——北京郊区窦店村物质多级循环利用工程

C.大区域生态系统恢复工程——“生物圈 2号”生态工程

D.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工程——鄱阳湖“平堤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答案 D

解析农村综合发展型生态工程——窦店村以沼气工程为中心的生态工

程,A项错误;小流域综合治理生态工程——甘肃陇南县“九子登科”治理

模式,B项错误;大区域生态系统恢复工程——“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

还草工程,C项错误;湿地生态系统恢复工程——鄱阳湖“平堤行洪,退田

还湖,移民建镇”,D项正确。

15.由于国情不同,我国的生态工程建设需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以下观点

正确的是(　　)

A.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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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应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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