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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学》试卷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个 2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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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农业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农业生物与农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规

律和机理，以获得最高生物产量和最佳经济效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农业再生资源持续利用的一

门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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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损耗的部分最终进入环境被生物利用这个过程。 

4.能量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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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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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生境：生物种群或生物群落生长所形成的具体地段的环境。 

7.生活型：不同种生物，由于长期生存在相同的自然生态和人为培育环境条件下，发生趋同适应，经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形成的具有类似形态、生理和生态特性的物种类群，称为生活型。 

8.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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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生态农业：利用生态学基本原理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的精华相结合，进行物

质生产和能量循环，并按人类的要求进行生产的农业类型。 

10.周转率：单位时间内所周转的量。 

11.趋同适应：亲缘关系相当疏远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

器官形态等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现象，其结果使不同种的生物在形态、生理和发育上表现出很强的一致

性和相似性。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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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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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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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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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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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五大生态危机：指能源危机、水危机、环境污染危机、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 

18.边缘效应：由于群落交错区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异质性和稳定性，使得毗邻群落的生物可能在这一

生境重叠交错区域中，不但增叫交错区中物种的多样性和种群的密度，而且增大了某些生物的活动强

度和生活力这一现象。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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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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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 

1.农业生态系统的特点。 

①受人类控制。 

②净生产力高。 

③组成要素简化，自我稳定性较差。 

④开放性系统。 

⑤同时受自然与社会经济“双重”规律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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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有明显的区域性。 

2.农业生态系统的辅助能的类型及意义。 

（1）辅助能的类型：自然辅助能、人工辅助能（生物辅助能（有机能）、工业辅助能（无机能）） 

（2）辅助能的性质：不能转化成生物能，对生物能的合成、转化起辅助作用 

（3）辅助能的作用：促进转化、减少消耗、改善环境 

3.C、N、P 和水循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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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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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特点：在植物、动物和环境之间循环，所需时间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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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高初级生产力和次级生产力的途径。 

提高初级生产力途径： 

⑴生物与环境相适应 

⑵协调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 

⑶建立良好的群体结构 

⑷重视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⑸适量的辅助能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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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r 选择和 k选择。 

一类是个体小，寿命短，存活率低，但增殖率高（r），具有较大的扩散能力，适应于多种栖息环境，

种群数量常出现大起大落的突发性波动，如农田中的昆虫、杂草等。 

另一类生物个体较大，寿命长，存活率高，适应于稳定的栖息生境，不具较大扩散能力，但具有较强

的竞争能力，种群密度较稳定，常保持在 k水平，如乔木，大型肉食动物。 

6.简述种群的数量特征。 

1．种群大小和密度 
2．出生率和死亡率 
3．种群年龄和性别结构 
4．种群的迁入和迁出 

7.群落内生物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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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简述环境对生物的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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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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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选 2 题，每题 10 分） 

1.什么是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如何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 

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有能量流、物质流、信息流、价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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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以下两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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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组分； 

（2）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组分。 

2.什么是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为什么要调整和如何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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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人工管理的生态系统，既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属性，又有人工管理系统的属性。

它一方面从自然界继承了自我调节能力，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类各种技

术手段的调节。充分认识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机制及调控途径，有助于建立高效、稳定、整体功能良

好的农业生态系统，有助于利用和保护农业资源，提高系统生产力。 

（1）确定系统组成在数量上的最优比例。 

（2）确定系统组成在空间上的最优联系方式。 

（3）确定系统组成在时间上的最优联系方式。 

3.你认为农业生态学应包括那些内容？请你设计一个农业生态学课程内容体系。 

物质循环、物质生产力、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生物与环境、生物种群、

生物群落、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等内容。 
评分标准：要点表述准确、论述充分者得满分，只有要点无论述者根据情况适当扣 1-5 分；要点表述

不清，论述空洞、甚至不正确者扣 6-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