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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作为高考必考的内容，考量同学们对生态现象、生态观念、生态建设的

理解、思考和谋略。很多同学都觉得生态题比遗传育种、基因工程这样的难题简单得

多，最后的开放型问题也能写两句得上分。真是这样吗？让我们通过近三年的高考

题看看生态问题考查的内容和所需要具备的能力。

首先选择题每年考 1-2道题，篇幅有限就不列举了。选择题涉及内容有“种间

关系”“生态保护措施”“生态安全”“生态工程”等，大多是文字叙述，判断正误。只

要能正确解读题意，辨认基础知识，简单分析推理就能选对。只有 2020 年第 10 题

涉及曲线分析，比较两种动物取食种子大小的差异和共性，判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

的相互关系。

非选择题每年必考一道，所列如下:

2021年17题(12分)北大西洋沿岸某水域生活着多种海藻和以藻类为食的一种水

虱，以及水虱的天敌隆头鱼。柏桉藻在上世纪末被引入，目前已在该水域广泛分布，数

量巨大，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为探究柏桉藻成功入侵的原因，研究者进行了系列实验。

（1）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划分，柏桉藻属于 。

（2）用三组水箱模拟该水域的环境。水箱中均放入柏桉藻和甲、乙、丙3种本地

藻各0.5克，用纱网分区（见图1）：三组水箱中分别放入0、4、8只水虱。10天后对海藻

称重结果如图2，同时记录水虱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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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2结果说明水虱对本地藻有

更强的取食作用，作出判断的依据是:

与没有水虱相比，在有水虱的水箱

中， 。

② 水虱分布情况记录结果显示，

在有水虱的两组中，大部分水虱附着

在柏桉藻上，说明水虱对所栖息的海

藻种类具有 。

（3）为研究不同海藻对隆头鱼捕

食水虱的影响，在盛有等量海水的水箱中分别放入相应的实验材料，一段时间后检

测，结果如图3（甲、乙、丙为上述本地藻）。该实验的对照组放入的有 。

（4）研究发现，柏桉藻含有一种引起动物不适的化学物质，若隆头鱼吞食水虱时

误吞柏桉藻，会将两者吐出。请综合上述研究结果，阐明柏桉藻成功入侵的原因。

2021年的生态大题背景是外来物种引入对当地物种的影响，文字量增加，图从

1 张增加到 3 张，难度明显超过前一年。考查重点放在实验上，包括：实验 1 结果分

析（举证、解释）需要准确解读柱图，对各种水藻在不同数量的水虱条件下的生物量

进行比较，并准确阐述证据；实验 2对照组的设置，学生需要根据实验目的，对照组

的界定和实验结果的呈现，推断对照组需要放入的生物种类以及最后从“生物与生

物、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综合分析，运用进化与适应观阐明柏桉藻入侵的

原因。

2022年19题（12 分）学习以下材料，回答（1）～（5）题。

蚜虫的适应策略

蚜虫是陆地生态系统中常见的昆

虫。春季蚜虫从受精卵开始发育，迁飞

到取食宿主上度过夏季，其间行孤雌生

殖，经卵胎生产生大量幼蚜；秋季蚜虫迁

飞回产卵宿主，行有性生殖，以受精卵越

冬。蚜虫周围生活着很多生物，体内还

有布氏菌等多种微生物，这些生物之间

的关系如图。

蚜虫以植物为食。植物通过筛管将

以糖类为主的光合产物不断运至根、茎等器官。组成筛管的筛管细胞之间通过筛板

上的筛孔互通。筛管受损会引起筛管汁液中 Ca2+浓度升高，导致筛管中P蛋白从结

晶态变为非结晶态而堵塞筛孔，以阻止营养物质外泄。蚜虫取食时，将口器刺入植物

组织，寻找到筛管，持续吸食筛管汁液，但刺吸的损伤并不引起筛孔堵塞。体外实验

表明，筛管P 蛋白在 Ca2+浓度低时呈现结晶态，Ca2+ 浓度提高后P蛋白溶解，加入蚜

虫唾液后P蛋白重新结晶。

蚜虫仅以筛管汁液为食，其体内的布氏菌从蚜虫获取全部营养元素。筛管汁液

的主要营养成分是糖类，所含氮元素极少。这些氮元素绝大部分以氨基酸形式存在，

但无法完全满足蚜虫的需求。蚜虫不能合成的氨基酸来源如表

注：“-”代表低于蚜虫需求的量，“+”代表高于蚜虫需求的量，“\”代表难以检出。

蚜虫大量吸食筛管汁液同时排出大量蜜露。蜜露以糖为主要成分为蚂蚁等多种

生物提供了营养物质。

蚜虫利用这些策略应对各种环境压力，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2022年的生态大题变化较大，首先题目类型变成了材料阅读题，确切地说是“学

习材料，回答问题”，“学习”意味着材料中出现了更为大量的新知识，需要学生现场

“消化吸收”并在作答时反馈内化结果。

除文字信息增加外，材料中出现一图一表，而且比前一年的图表的信息量大，特

别是表格信息并非文字信息的整理重现，而是全新的信息。“+/-”符号也不是学生日

常训练中惯用的有无，而是多少。这都对学生理解和作答形成了考验。再来看具体

问题的设置：

（1）蚜虫生活环境中的全部生物共同构成了_______。从生态系统功能角度分

析，图中实线单箭头代表了_______的方向。（答案：群落；能量流动）

（2）蚜虫为布氏菌提供其不能合成的氨基酸，而在蚜虫不能合成的氨基酸中，布

氏菌来源的氨基酸与从植物中获取的氨基酸_______。（答案：相互补充）

第1问考基本概念，简单不再赘述。第2问考查对表格所示信息以及“蚜虫适应

策略”这一主题的理解，要从种间关系的角度回答，而不能只答“不同”“相反”。

（3）蚜虫能够持续吸食植物筛管汁液，而不引起筛孔堵塞，可能是因为蚜虫唾液

中有_______的物质。（答案：抑制Ca2+对 P蛋白作用）

第3问的准确作答依靠对材料第2段信息的正确理解，推荐“写阅读摘记”的方法

整理信息，如本题为：低Ca2+→P结晶态，不堵；损伤→高Ca2+→P溶解态→堵塞；蚜虫

吸食→重结晶→抑制Ca2+对 P蛋白作用。

（4）从 文 中 可 知 ，蚜 虫 获 取 足 量 的 氮 元 素 并 维 持 内 环 境 稳 态 的 对 策 是

。

（答案：通过吸食大量的筛管汁液获取氮元素，同时以蜜露形式排出多余的糖分）

第 4 问要结合文字和表格双重信息，梳理氮元素的传递关系：植物→蚜虫→
布氏菌；从氨基酸的来源看，布氏菌提供给蚜虫的氨基酸种类多，数量大，能弥补

从植物处获取的不足但布氏菌合成氨基酸的氮元素由蚜虫提供。这就决定了蚜

虫必须从植物大量吸取汁液，而汁液糖多氮少，所以大量排出蜜露以维持稳态。

（5）从物质与能量以及进化与适应的角度分析蚜虫在冬季所采取的生殖方式对

于种群延续和进化的意义

（答案：蚜虫通过有性生殖，以受精卵形式越冬，降低对物质和能量的需求，度过

恶劣环境，保持种群延续；借助基因重组，增加遗传多样性，为选择提供原材料）

第5问审题时要关注答题角度，需要具备“物质与能量观”“进化与适应观”有理

有据有逻辑的表述。

纵观三年生态考题可以看出，难度逐年增加，生态题也需要认真审题，理清关系，

设计并分析实验，得出准确结论，提供有效证据，用多项生命观念进行解释，提出建议

和措施。希望同学们在复习时注重：

一是基本概念的理解。如生态位包括内容、营养级是同一级所有生物的总和、群

落演替过程中的变化等。

二是重要模型构建。如种群增长曲线及其指导的实践应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及计算等。

三是生态工程建设原理和应用。如自生、循环、协调、整体等生态原理的内涵及

其指导建设的典型案例。

四是常考生态学问题的归纳总结。如外来物种入侵问题、水污染问题、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问题等。

五是生命观念的建立和运用。如用物质与能量观、稳态与平衡观、生态观、进化

观等解释生态现象。

六是关注时事热点。如生态安全、碳平衡等。2022年我国承办了以“珍爱湿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于2022年11月6日通

过了“武汉宣言”，相关内容也值得同学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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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生态学重点考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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