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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学》试卷答案 

一、解释（每个 2 分，共 40 分） 

1.陆地生态学：研究陆地上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 

2.农业生态系统：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求，在一定边界内通过干预，利用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

间的能量和物质联系建立起来的功能整体。 

3.物质循环：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不断吸收物质，经转化后合成能量，在转化过程中有一定损耗，

但损耗的部分 终进入环境被生物利用这个过程。 

4.营养结构：以营养为纽带，把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紧密连接起来的结构。 

5.生态对策：是指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在繁殖和竞争等方面朝着不同方向、适应不同栖息生境的对策。 

6.化感作用：指由植物体分泌的化学物质对自身或其它种群发生影响的现象，植物的这种分泌物叫做

化感作用物质。 

7.优势种：对群落的结构和群落环境的形成有明显控制作用的物种称为优势种。 

8.能量流动：绿色植物利用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生产食物能，食物能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从一个

营养级传递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过程。 

9.群落演替：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群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出现了生物

群落及其环境向着一定方向，有顺序的发展变化过程，称为生物群落演替。 

10.物种多样性：是指生物种的多样性变化和变异性以及物种生境是生态复杂性，它包括植物、动物和

微生物的所有种及其组成的群落和生态系统。 

11.生态型：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群，长期生存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人工培育条件下，发生趋异适应，

并经自然和人工选择而自然形成的生态、形态和生理特性不同的基因类群。 

12.耐性定律：各种生态因子对具体的生物来说，都存在着一个生物学的上限和下限，它们之间幅度，

就是该种生物的耐性限度（又称耐性范围）。 

13.生态金字塔：生态系统内各种生物由于数量和所处营养级不同而形成的以能量流动为基础的塔状结

构。 

14.周转期：周转率的倒数，即在系统达到稳定状态时，每个组分中的物质全部更换掉所需要的时间。 

15.生态位：是生物物种在完成其正常生活周期时所表现出的对环境综合适应的特性，即一个物种在生

物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 

16.生物学放大作用：有毒物质进入生态系统，便立即参与物质循环，性质稳定、易被生物吸收的有毒

物质沿食物链逐级富集浓缩，在生物体内的残留浓度不断升高，这种现象被称为有毒物质在食物链上

的富集作用，又称为生物浓缩或生物学放大作用。 

17.密度调节：是指通过密度因子对种群大小的调节过程。 

18.垂直结构：群落中生物按高度或深度的垂直配置。 

19.食物链：生态系统中，来源于植物的食物能通过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把生物紧密的联系起来，

形成以食物营养为中心的链索关系即食物链。 

20.种群：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一定特定空间与时间的同一物种（或有机体）的集合体。  

评分标准：完全正确者得满分，意思正确但表达不准确者扣 0.5-1 分，不正确者得 0分。 

二、简答题（每题 6 分，共 36 分） 

1.什么是生态平衡，生态平衡失调的标志体现在那几个方面？ 
生态平衡：就是根据生态学规律，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使生态系统保持良性循环。 

（1）生态失调结构上的标志 

一级结构缺损。二级结构受损。 

（2）生态失调功能上的标志 

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 

2.什么是次级生产，分析次级生产在农业生态系统的意义和提高次级生产力的途径。 
次级生产：指动物、微生物等异养者的生产，是利用初级生产产物进行物质和能量转化，表现出

的生产力，是生态系统的第二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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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意义： 

1.提供动力 

2.转化农副产品，提高利用价值 

3.提供蛋白质产品，改善人们的食物构成 

4.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增强生态系统的机能 

5.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次级生产力的途径： 

1.改善次级生产者的构成，使初级产品得到多次转化 

2.遵循协调平衡法则，合理饲养管理，提高转化效率 

3.选择科学的配合饲料，提高转化效率 

4.控制家畜的非生产性消耗 

3.简述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 
农业生态系统是人类为满足社会需求，在一定边界内通过干预，利用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

间的能量和物质联系建立起来的功能整体。 
组分结构、时空结构和营养结构。并对各结构进行简要阐述。 

4.简述生物种群间的相互关系。 
正相互作用可按其作用程度分为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和原始协作三种类型。 

负相互作用包括竞争、捕食和寄生等。 

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阐述，要论述充分，层次分明，简明扼要。 

5.简述环境对生物的影响和作用。 
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以外的空间，以及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生

存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1）环境影响生物的分布，不同环境分布不同的生物类型。 

（2）环境与生物相互作用。 

6.简述农业生态系统中林业与农业的关系。 
（1）涵养水源，保持水土（2）调节气候，增加雨量 
（3）防风固沙，保护农田（4）净化空气，防治污染 
（5）降低噪音，美化大地（6）提供燃料，增加肥源。 
评分标准：要点表述准确者得满分，有遗漏根据情况适当扣分。 

三、论述题（24 分） 

1. 试比较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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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 未成熟（早期演替）成熟程度 

季节性发生 同时发生 物        候 

复杂 简单生境不均匀性 

长 短时          间 

不需要 明显需要人 为 调 控 

低 高熵 

封闭式 开放式 矿物质循环 

多 少物种多样性 

多 少品种多样性 

复杂 简单营养变化 

中等 高 净生产力 

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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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农业生态系统中 C、N、P 和水循环的意义和特点，分析目前人们在调控物质循环中存在的问题

和对策。（14 分） 
C 特点：(1)陆地植物 大气 海洋之间的自然交换基本平衡。 ↔ ↔

（2）化石燃料贮存的碳素入敷付出。 

（3）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 

对策：（1）提高植物光合利用率。 

（2）适量增加碳素。 

（3）尽量使农作物还田。 

N 特点：1.输入：三个来源即生物固氮、大气固氮、工业固氮 

2.输出：有机体燃烧、产品输出、反硝化作用、淋溶流失和挥发 

对策：（1）充分发挥生物固氮的作用 

     （2）发展工业固氮 

     （3）使动、植物残体及排泄物尽量还田 

     （4）控制土壤中 N的非生产性消耗 

P 特点：在植物、动物和环境之间循环，所需时间较长。 

对策：（1）开发新的 P矿资源。 

（2）重视多条途径，实现 P的再循环，尤其是有机途径。 

（3）提高肥效，节约 P肥，减少流失。 

（4）注意 P肥使用中的环境污染问题。P肥中含有重金属和放射性物质。 

水特点：（1）陆地、大气和海洋中的水形成一个循环系统。 

（2）输入量减少且水质变差。输出量增加 

对策：（1）保护森林、草地植被，增加对降水的截流量，减少径流。 

（2）修筑水库、塘坝，增加对降水的蓄积量。 

（3）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尤其是深层地下水，避免区域性水资源的枯竭。 

（4）减少有毒物质的排放，防止水域污染。 

（5）节约用水。 

评分标准：要点或基本内容表述准确、论述充分者得满分，论述不充分者根据情况适当扣 1-5 分；要

点表述不清，论述空洞、甚至不正确者扣 6-14 分。 

 
第 3 页 共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