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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群落的结构和演替 

一、选择题 

1.下列关于种群和群落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一片草地上的所有灰喜鹊是一个灰喜鹊种群 

B.可以用标志重捕法调查老房屋中壁虎的种群密度 

C.演替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后,群落内物种组成不再变化 

D.洪泽湖近岸区和湖心区不完全相同的生物分布,构成群落的水平结构 

2．下列所举实例中不能体现群落结构的是(  ) 

A．温带落叶林的外貌随季节变化   B．草原上的植物形成斑块状和镶嵌状的分布状态 

C．田间的玉米有高有矮           D．森林里乔木、灌木、草本植物、苔藓等分层分布 

3．群落不断发展变化，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替。下列关于群落演替的叙述，错误的是(  ) 

A．人工群落组建后，它的物种丰富度也会变化 

B．人类活动对群落演替的影响与自然演替的方向、速度往往不相同 

C．西北干旱地区的典型草原经足够长的时间演替后能形成森林 

D．群落的初生演替和次生演替的主要区别是初始条件不同 

4．下列有关种间关系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蝉吸取树的汁液、蝗虫啃食植物叶片都属于寄生关系 

B．两种生物种群之间的捕食关系是在群落水平上进行研究获得的 

C．同一区域的两种动物之间没有共同的食物，则二者不存在竞争关系 

D．互利共生的关系体现在某个种群内的不同个体之间 

5．某池塘中，某种鱼常年生活在底层，取食多种底栖动物，而该种鱼的幼体生活在水体上

层，滤食浮游动物和浮游藻类。下列相关叙述错误的是(  ) 

A．该种鱼的幼体与浮游动物具有竞争和捕食关系 

B．该种鱼发育阶段不同，其所处营养级可能不同 

C．该种成年鱼及其幼体在水中的分布构成群落的垂直结构 

D．底栖动物与浮游动物分层现象体现了群落对资源的充分利用 

6．某弃耕农田 40 年间植物种类数的变化情况如表所示。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植物类群 第 1 年 第 4 年 第 15 年 第 25 年 第 40 年 

草本 28 27 29 34 34 

灌木 0 3 4 12 19 

乔木 0 0 0 14 23 

总计 28 30 33 6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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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表中的数据大多是采用样方法获取的 

B．上述群落的演替类型属于次生演替 

C．灌木和乔木的出现，可能为更多的阴生草本植物提供生存环境 

D．第 25～40 年，草本植物种类数不再增加，说明该群落已演替到成熟阶段 

7．如图为宁夏南部草原区在不同退耕年限草地植物群落部分特征变化，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  ) 

 

A．退耕后的草地上群落演替为次生演替 

B．该地区群落演替最终一定能形成树林 

C．丰富度指数、地上生物量的变化与退耕年限大致成正相关 

D．退耕还草后，该草原区的抵抗力稳定性呈上升趋势 

8．如图表示的是不同群落中生物种群的数量变化关系，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 

 

A．图甲可以表示草原上狮子和猎豹之间的关系 

B．图乙可以表示白蚁和其肠道内的鞭毛虫的关系 

C．图丙的三个种群一定能形成一条食物链 

D．甲、乙两图都表示生物种间的竞争关系 

9．如图为某种以浮游植物为食的淡水浮游动物在池塘中的分布随时间的变化，多边形的宽

度为不同深处的相对个体数。下列相关叙述正确的是(  ) 

 

A．该浮游动物在池塘中的分布体现了群落的垂直结构 

B．该浮游动物在日出前后集中于池塘较深的部位 

C．池塘中的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构成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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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该浮游动物昼夜移动可能与温度、溶氧量和浮游植物的分布有关 

10．如图表示某弃耕农田植物种类随时间变化的情况。有关该地群落变化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该演替类型是初生演替 

B．在演替过程中，不同时期群落中的优势种群在发生变化 

C．在演替过程中，松林比硬木林的群落结构复杂 

D．在演替过程中，各种群的数量变化都呈“S”型增长 

二、非选择题 

11．如图所示为 3 组生物：A.根瘤菌与豆科植物；B.农作物与杂草；C.狐与兔的种间关系示

意图(纵轴表示个体数，横轴表示时间)，请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判断 A～C 3 组生物对应的曲线：A________，B________，C________。 

(2)若 3 种种间关系中的 b 死亡，对 a 有利的是________。 

(3)若狐死亡，则兔的发展趋势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a或 b的变化曲线是在________水平上的研究；a和 b之间关系的变化则是在________

水平上的研究。(填“种群”或“群落”) 

12．(2019·凉山模拟)从“退耕还林”的实施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的提出，

都充分说明我国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为研究退耕还林的群落演替

规律，研究者利用“把同一时间内的不同群落当作同一群落不同演替阶段”的原理，调查不

同退耕年限植物群落的物种数，结果如图。 

 

请据图回答： 

(1)如图是采用________法调查三类植物的物种数而构建的________模型，该模型说明

群落具有________结构。 

(2)该地群落演替过程中，乔木的丰富度逐渐________(填“增加”或“降低”)，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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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它在与灌木、草本的______(填种间关系)过程中，具有更强的获得阳光的能力。 

(3)经过了一年退耕还林的类似山区再经过________年左右，其草本植物的丰富度最大，

该过程发生的是________演替。如果第 2 年在该地区人为种植一些灌木和乔木，并加以保护，

则草本植物的丰富度达到最大的时间________(填“不发生变化”“提前”或“推后”)。 

 

13.请回答关于群落演替的问题: 

(1)在光裸的岩石上开始的演替和从森林被全部砍伐的地方开始的演替中,哪个属于初生

演替,哪个属于次生演替? 

 

 

(2)一般来说,若要演替到相对稳定的森林阶段,上述两个演替中次生演替所需的时间短,

分析其主要原因。 

 

 

(3)据调查,近 5 万年以来,某地区由于气候越来越干燥,森林逐渐被灌丛取代,这也是自然

界存在的一种演替类型。近 50 年来,由于人类过度开垦,导致局部灌丛出现了荒漠化,该现象

表明:与该地区具有的自然演替相比,人类的开垦活动使得该地区群落的演替速度           

           (填“未发生改变”“变慢”或“变快”),演替的方向               (填“发生

改变”或“未发生改变”)。 

14．科研人员对某地群落的自然演替过程进行了数年追踪研究，结果如图 1 所示，其中 A～

I 表示群落逐渐发展到稳定时的不同阶段。图 2 是研究过程中构建的捕食者—猎物模型。请

据图回答下列问题： 

 

(1)图 1 中信息能体现出的群落结构是________。科研人员在对植物的丰富度进行调查

时，需要统计各层植物的________。 

(2)图 1 中 A～I 阶段的演替过程属于__________。C～E 阶段，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加，

群落恢复力稳定性________(填“增强”或“减弱”)。 

(3)图 2 中最可能代表猎物种群 K 值的数据为________，捕食者的数量为________时，

其种群的增长速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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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群落的结构与演替答案 

1.解析：选 C。本题考查种群和群落的相关知识。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

称为一个种群,故 A 选项正确;标志重捕法适用于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较大的动物,调查壁虎

的种群密度,可用标志重捕法,故 B 选项正确;群落演替到相对稳定的阶段后,群落内物种的组

成仍处于动态变化中,故 C 选项错误;由于水平方向上地形变化、土壤湿度、盐碱度的差异、

光照强度的不同、生物自身生长特点的不同,以及人和动物的影响等因素造成不同地段往往

分布着不同的种群,构成群落的水平结构,故 D 选项正确。 

2.解析：选 C 田间的玉米有高有矮体现的是种群的特征。 

3.解析：选 C 物种丰富度是指群落中物种数目的多少，人工群落组建后，它的物种丰富度

也会变化，A 正确；人类活动会使群落演替沿着不同于自然演替的速度和方向进行，B 正确；

由于受西北干旱地区水分的限制，该地区的典型草原不可能演替为森林，C 错误；群落演替

包括初生演替和次生演替，初生演替的起点是没有任何植被，而次生演替的起点是有土壤条

件甚至有植物的种子或繁殖体，D 正确。 

4.解析：选 B 蝉吸取树的汁液属于寄生关系，蝗虫啃食植物叶片属于捕食关系；研究各种

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属于在群落水平上研究的问题；同一区域的两种动物之间没有共同的食

物，则二者在食物上不存在竞争关系，但二者在生存空间上可能会存在竞争关系；互利共生

属于种间关系，发生在不同种生物的种群之间，不能发生在某个种群内的不同个体之间。 

5.解析：选 C 该种鱼的幼体生活在水体上层，滤食浮游动物和浮游藻类，由于浮游动物也

捕食浮游藻类，因此该种鱼的幼体与浮游动物具有竞争和捕食关系，A 正确；根据题干信息

可知，该种鱼发育阶段不同，其所处营养级可能不同，B 正确；该种成年鱼及其幼体在水中

的分布属于种群的空间分布，不属于群落的垂直结构，C 错误；底栖动物与浮游动物分层现

象属于群落的垂直结构，体现了群落对资源的充分利用，D 正确。 

6.解析：选 D 表格中都是关于植物种类数的数据，调查植物物种丰富度常用样方法，A 正

确。该群落演替的起点是弃耕农田，有土壤条件和繁殖体等，说明群落演替的类型为次生演

替，B 正确。灌木和乔木的出现，可以为阴生植物遮挡阳光，因此，可能为更多的阴生草本

植物提供有利的生存环境，C 正确。第 25～40 年，草本植物种类数不再增加，但灌木和乔

木的种类数仍然在增加，该群落的物种总数仍有可能继续增加，因此，不能说明该群落已演

替到成熟阶段，D 错误。 

7.解析：选 B 发生在退耕的草地上的群落演替为次生演替，A 正确；宁夏地区气候干旱少

雨，故该地区群落演替不一定能形成树林，B 错误；据图分析可知，随着退耕时间的延长，

丰富度指数和地上生物量逐渐增加，大致呈正相关，C 正确；退耕还草后，该草原区的丰富

度指数增加，营养结构复杂程度增加，故抵抗力稳定性呈上升趋势，D 正确。 

8.解析：选 D 据图分析可知，甲、乙、丙三图分别表示竞争、竞争和捕食关系。草原上狮

子和猎豹具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故图甲不能表示草原上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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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猎豹之间的关系。白蚁以木材为食，但是它本身不能消化纤维素，必须要依靠其肠道内

鞭毛虫分泌的消化纤维素的酶才能将纤维素分解，分解后的产物供双方利用，故白蚁和其肠

道内的鞭毛虫是互利共生关系。图丙的三个种群可能是三个动物种群，而食物链中必须有生

产者。 

9.解析：选 D 群落的垂直结构是不同种群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层现象，该生物是同一种群，

不是群落的垂直结构，A 错误；由题图可知，该动物在日出前后，集中分布在池塘较浅的部

位，B 错误；群落包括所有生物，除了动物、植物外，还有细菌、真菌等，C 错误；由分析

可知，该浮游动物昼夜移动可能与温度、溶氧量和浮游植物的分布有关，D 正确。 

10.解析：选 B 由图示可以看出，该演替类型是次生演替，A 错误；群落的演替是优势种

的替代，且不同时期群落中的优势种群在发生变化，B 正确；在演替过程中，松林演替为硬

木林，因此硬木林的群落结构复杂，C 错误；在演替过程中，不一定每一个种群的数量都呈

“S”型增长，有的种群也可能灭亡，D 错误。 

11.解析： (1)根瘤菌与豆科植物属于共生关系，对应③；农作物与杂草属于竞争关系，对应

②；狐与兔的种间关系属于捕食关系，对应①。(2)若 3 种种间关系中的 b 死亡，对 a 有利

的是②，这是由于 a 和 b 属于竞争关系，b 死亡后，不再和 a 竞争资源等。(3)狐和兔之间为

捕食关系，若狐死亡，则兔因缺少天敌会大量增加，经过一段时间由于食物和生存空间的缺

乏，数量会减少直至达到稳定状态。(4)a 或 b 的变化曲线是在种群水平上的研究；a 和 b 之

间关系的变化则是在群落水平上的研究。 

答案：(1)③ ② ① (2)② (3)先增加后减少，然后趋于稳定 (4)种群 群落 

12.解析：(1)调查植物的数量可采用样方法，对调查结果用坐标曲线的形式呈现，属数学模

型，该模型说明群落具有垂直结构。(2)由退耕的土地演替到森林的过程中，乔木的丰富度

逐渐增加，主要原因是它在与灌木、草本的竞争过程中，具有更强地获得阳光的能力。(3)

分析曲线图，经过了一年退耕还林的类似山区再经过 6 年左右，其草本植物的丰富度最大，

该过程发生的是次生演替。如果第 2 年在该地区人为种植一些灌木和乔木，并加以保护，因

为人类活动可以改变群落演替的速度和方向，则草本植物的丰富度达到最大的时间提前。 

答案：(1)样方 数学 垂直 (2)增加 竞争 (3)6 次生 提前 

13.解释：(1)初生演替是指在一个从来没有被植物覆盖的地面,或者是原来存在过植被、但被

彻底消灭了的地方发生的演替,如在光裸的岩石上开始的演替;而次生演替是指在原有植被虽

已不存在,但原有土壤条件基本保留,甚至还保留了植物的种子或其他繁殖体的地方发生的演

替,如从森林被全部砍伐的地方开始的演替。 

(2)次生演替有土壤条件及保留的种子,有利于植物的繁殖,演替速度快,而初生演替植物

生活条件贫瘠,不利于繁殖,演替速度较慢。 

(3)由于人类过度开垦,破坏了土壤表土层及耕作层的结构,导致局部灌丛出现了荒漠化,

使得该地区群落的演替速度变快,群落演替的方向也与自然演替的方向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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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光裸的岩石上开始的演替为初生演替。从森林被全部砍伐的地方开始的演替为

次生演替。 

(2)形成森林需要一定的土壤条件,上述次生演替起始时即具备该条件,而从裸岩开始的

演替要达到该条件需要漫长的时间。 

(3)变快 发生改变 

14.解析：(1)群落中自下而上的草本、灌木和乔木体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形成群落的垂直

结构。调查植物的物种丰富度，需要统计各层植物的种类数。(2)图 1 中 A～I 阶段的演替过

程属于次生演替。C～E 阶段，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加，群落抵抗力稳定性增强，恢复力稳定

性减弱。(3)分析该模型，如果捕食者数量下降到某一阈值以下，猎物种群数量就上升，捕

食者数量如果增多，猎物种群数量就下降，反之，如果猎物数量上升到某一阈值，捕食者数

量就增多，而猎物种群数量如果很少，捕食者数量就下降，即猎物种群数量超过 N2，则引

起捕食者种群数量增加；捕食者种群数量超过 P2，则猎物数量减少，两者相互作用，使猎

物和捕食者的数量在 N2 和 P2 水平上保持动态平衡。因此猎物种群 K 值为 N2，捕食者的数

量为 P2/2 时，其种群的增长速率最大。 

答案：(1)垂直结构 种类数 (2)次生演替 减弱 

(3)N2 P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