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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1　种群的数量特征
一、种群及种群密度

种群 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同种生物所有个体形成的集合

种群

密度

的调

查方

法

逐个计

数法

通常适用于调查分布范围较小、个体较大的种群,如调查某山坡上的珙桐(乔木)密度

估算法 方法 样方法 标记重捕法

适用

对象

植物(如蒲公英)或活动范围小、活动

能力弱的动物等(如昆虫卵、蚜

虫、跳蝻、藤壶等)

活动范围大、活动能力强的动物(如

鱼类、鸟类、哺乳类动物等,不适用于

土壤小动物)



种

群

密

度

的

调

查

方

法

估算法 调查程

序

   

注意

事项

(1)样方形状可以多样(如圆形、正方

形),但必须保证随机取样;

(2)样方大小适宜,可根据调查对象适

当调整,如调查草本植物时样方的大

小以1 m2为宜;

(3)样方数量不宜太少

(1)标记物应不易脱落、对调查动物的

正常生命活动无影响;

(2)调查期间,种群应无迁入和迁出、

出生和死亡;

(3)每次捕获应随机且避免伤害动物



易混易错    (1)种群的特点: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种群内的个体间不存在生殖

隔离;一个物种可以形成多个种群,一个种群内的生物均为一个物种。

(2)标记重捕法的误差分析

①N0偏小→N比实际偏大:标记物脱落;标记个体被重捕机会减小;在标记个体稀少处重

捕;被标记个体易被天敌发现。

②N0偏大→N比实际偏小:标记个体未充分融入就被再次捕获;标记个体被重捕机会增

大;在标记个体密集处重捕。



知识拓展    种群密度的其他调查方法

(1)隐蔽、复杂环境中的动物常用红外触发相机法、粪便统计法、个体声音分析技术

进行调查。

(2)酵母菌等微生物可用抽样检测法调查。

(3)有趋光性的昆虫可用黑光灯诱捕法(该方法也可用来调查物种丰富度)调查。



二、种群的其他数量特征

   



易混易错    性别比例是种群中雌雄个体数目的比例,大多数生物接近1∶1,雌雄同体

的生物种群不存在性别比例。



小表达    (1)[2022全国甲,31(1)]调查发现,某种哺乳动物种群的年龄结构属于增长

型,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发现该种群中 

幼年个体数较多、成年个体数适中、老年个体数较少 。

(2)(选必2 

P4改编)农业生产中常利用人工合成的性引诱剂诱杀雄性个体,进而降低害虫的种

群密度,这样处理的原理是 

利用性引诱剂诱杀雄虫可改变害虫种群正常的性别比例,使很多雌虫不能完成交配

,从而降低害虫种群的出生率,进而使种群密度降低 。



考点2　种群数量的变化
一、种群数量增长的两种模型

 “J”形增长 “S”形增长

条件 理想状态:食物和空间条件充

裕、气候适宜、没有天敌和其

他竞争物种等

自然状态:资源、空间等有限,种

内竞争随种群密度增加而加剧



模型

及

特点  
种群数量每年以一定的倍数增

长:Nt=N0λt(N0

为种群的起始数量,t

表示时间,Nt表示t年后该种群的

数量,λ表示该种群数量是前一年

种群数量的倍数)

 
种群数量达到K值后,维持相对稳

定,此时种内竞争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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