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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考试 

《生态学基础》考试大纲 

 

Ⅰ. 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

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本生考试应有较高的信度、较高

的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 

 

Ⅱ. 考试内容和要求 

生态学基础是一门应用基础学科，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该课程要求考生全面掌握生态学

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熟练地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人类生活、

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中出现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以便维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的

考试内容要求如下： 

 

一、生态学及其发展 

内  容 要  求 

基本概念：生态学、生物圈、GAIA假说 Ⅱ 

生物的出现及其环境条件 Ⅰ 

地球不同地质年代中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Ⅰ 

人工环境影响下的生物 Ⅰ 

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Ⅱ 

生态学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几个阶段 Ⅰ 

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Ⅱ 

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Ⅰ 

现代生态学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Ⅰ 

 

二、生物与环境 

内  容 要  求 

基本概念：环境、生态因子、环境因子、限制因子、生态适应、内稳态、

驯化、休眠、光周期现象、生态幅、生境、生态位、摄食行为、避敌防

卫行为、领域行为、生殖行为、社会行为 

Ⅱ 

生态因子的分类：气候因子、土壤因子、地形因子、生物因子和人为因

子 
Ⅱ 

生态因子的作用：包括光、温度、水、土壤及大气因子的生态作用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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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综合性、主导因子性、同等重要性、不可替

代性和补偿作用、直接性、间接性和阶段性 
Ⅰ 

生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土壤生物、森林、草原、淡水生物 Ⅱ 

生物因子作用的特征：对象、作用强度、结果、范围 Ⅱ 

环境与生物关系的基本规律：最小因子定律、谢尔福德耐受性定律 Ⅱ 

环境胁迫与生态适应 Ⅰ 

克服胁迫的代价与对策 Ⅰ 

形态适应及形态生态学 Ⅰ 

行为适应及行为生态学 Ⅱ 

生存行为的适应性及其进化 Ⅱ 

生殖行为的适应性及其进化 Ⅱ 

生态型的形成原理及类型（包括气候、土壤和生物生态型） Ⅱ 

生物生态适应性的表征 Ⅱ 

物种的形成与进化 Ⅰ 

 

三、生物种群 

内  容 要  求 

基本概念：种群、出生率、死亡率、年龄结构、迁移、种群增长率、内

禀增长率、密度调节、生态对策、互利共生、竞争、捕食、寄生、环境

容纳量、化感作用 

Ⅱ 

种群的基本特征：空间分布特征、数量特征和遗传特征 Ⅱ 

种群研究的基本方法 Ⅰ 

种群的增长模型：指数增长和逻辑斯谛增长 Ⅱ 

种群的数量动态：增长、波动、暴发、平衡、衰落和灭亡、生态入侵 Ⅰ 

种群的空间格局：均匀型、随机型，成群型 Ⅰ 

种群波动的原因：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 Ⅰ 

种群波动的调节：密度调节、非密度调节 Ⅰ 

种群的进化和生态对策：r-对策和 K-对策 Ⅱ 

r-对策和 K-对策者的主要特征 Ⅱ 

种内关系：密度效应、动植物的性行为 Ⅰ 

种间关系：竞争、捕食、寄生；偏利作用、互利合作、互利共生 Ⅱ 

生物的协同进化 Ⅰ 

种群间的化学关系 Ⅱ 

外来物种入侵 Ⅰ 

 

四、生物群落 

内  容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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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生物群落、优势种、伴生种、偶见种、盖度、密度、频度、

优势度、重要值、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生活型、生态型、群落交错

区、边缘效应、空间异质性、干扰、生态位分化、生态位重叠、生物群

落演替、顶极群落、物种多样性 

 

Ⅱ 

群落的基本特征 Ⅱ 

群落的性质 Ⅰ 

群落的分类与命名 Ⅰ 

群落的物种组成 Ⅱ 

群落中植物的生活型 Ⅱ 

群落的外貌 Ⅰ 

群落的数量特征：种的个体数量、综合数量和物种多样性 Ⅰ 

群落的结构：垂直结构、水平结构、时间结构 Ⅱ 

群落物种多样性及其影响因子 Ⅱ 

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群落稳定性、群落功能 Ⅱ 

世界主要生物群落类型 Ⅰ 

群落的分布规律 Ⅱ 

生态位理论及其应用 Ⅱ 

群落演替及其动力 Ⅱ 

群落演替的特征 Ⅰ 

群落演替系列：原生演替和次生演替的过程与特点 Ⅱ 

演替过程中生物群落结构及功能变化 Ⅱ 

控制演替的几种主要因素 Ⅱ 

 

五、生态系统 

内  容 要  求 

基本概念：系统、生态系统、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食物链、食物

网、生物浓缩或生物富集、初级生产、次级生产、景观、斑块、廊道、

基质、景观格局、景观模型、复合种群、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

位系统 

Ⅱ 

系统的基本特征 Ⅱ 

生态系统的组成：生物组分、非生物组分 Ⅱ 

生态系统的物种结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营养结构 Ⅱ 

生态系统的功能：能流、物流和信息流 Ⅱ 

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  Ⅰ 

生态系统中能量的基本形态 Ⅱ 

生态系统的能量来源 Ⅱ 

食物链及其类型，食物网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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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能流的路径 Ⅱ 

营养级、生态学金字塔及其表示方法 Ⅰ 

生态学金字塔理论的指导意义 Ⅱ 

林德曼效率 Ⅱ 

营养级之间的生态效率 Ⅰ 

营养级内部的生态效率 Ⅰ 

初级生产、总初级生产力与净初级生产力 Ⅱ 

次级生产、能量平衡式 Ⅱ 

次级生产的能量转化效率 Ⅱ 

能流分析的基本步骤与过程 Ⅱ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Ⅱ 

地质大循环与生物小循环 Ⅱ 

气相型循环与沉积型循环 Ⅱ 

物质循环的库与流 Ⅱ 

生物量与现存量，周转率与周转期、循环效率及其表达式 Ⅱ 

碳循环 Ⅱ 

水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Ⅱ 

水循环 Ⅱ 

氮循环 Ⅱ 

磷循环 Ⅱ 

生态系统的信息流 Ⅰ 

生态系统的价值流动 Ⅱ 

能值 Ⅰ 

生态系统的物种流动 Ⅱ 

生态系统的类型 Ⅰ 

陆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系统系统、荒漠生态系统 Ⅰ 

水域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Ⅰ 

景观与景观生态学 Ⅰ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Ⅰ 

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景

观模型、景观尺度转换 
Ⅱ 

景观格局、等级和尺度 Ⅱ 

景观结构:斑块、廊道、基质 Ⅱ 

景观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 Ⅱ 

景观功能与过程：能量扩散、物质流动、物种运动 Ⅱ 

景观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子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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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理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复合种群理论、边缘效应理论、

景观等级理论 
Ⅱ 

 

六、资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内  容 要  求 

基本概念：反馈（正反馈、负反馈）、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全球变化、

生物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景观多样性、

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资金流、外部性、成本外摊、收益外泄、生态

系统服务 

Ⅱ 

生态系统的调控机制 Ⅰ 

自然的调控系统 Ⅰ 

反馈关系与稳态调控 Ⅰ 

人类的直接调控系统 Ⅰ 

社会的间接调控系统 Ⅰ 

人类社会发展对生态的影响 Ⅱ 

生态平衡的基本特征 Ⅱ 

生态平衡失调的标志与原因 Ⅱ 

保持生态平衡的途径 Ⅱ 

全球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

少 
Ⅰ 

水体富营养化作用 Ⅱ 

赤潮及其危害 Ⅱ 

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主要问题 Ⅱ 

水体污染的污染源和污染物 Ⅱ 

大气污染的污染源和污染物 Ⅱ 

大气污染的危害与防治 Ⅰ 

温室效应、温室气体、温室效应的影响、防治对策 Ⅱ 

臭氧层的破坏 Ⅱ 

酸雨 Ⅱ 

土壤污染的主要类型和污染物 Ⅰ 

全球变化的生态后果 Ⅱ 

减缓全球变化的途径 Ⅰ 

生物多样化的概念、价值、层次、丧失及保护 Ⅱ 

可持续发展 Ⅱ 

资金流及其与能量流、物质流的关系 Ⅱ 

与资金流和能量流、物质流有关的经济外部性问题及解决途径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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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资产定价 Ⅱ 

生态工程 Ⅱ 

生态恢复与重建 Ⅱ 

生态旅游 Ⅱ 

生态农业 Ⅱ 

生态工业 Ⅱ 

生态城市 Ⅱ 

循环经济 Ⅰ 

低碳经济 Ⅰ 

生态风险评价 Ⅱ 

生态规划 Ⅱ 

 

注：对考试知识内容要求掌握的程度，在各表中分别用Ⅰ和Ⅱ标出，它们的含义如下： 

Ⅰ：知道内容和含义，并能在有关问题中识别和直接使用。  

Ⅱ：理解确切含义与其他知识的联系，能够进行正确的叙述表达和解释，并能熟练地运用于

实际问题的分析、综合、推理和判断等过程。 

 

Ⅲ. 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二、试卷内容比例 

生态学及其发展约占 5%，生物与环境约占 15%，生物种群约占 15%，生物群落约占 15%，生

态系统约占 30%，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约占 20%。 

 

三、试卷题型比例 

选择题占总分的 20%，填空题占总分的 30%，简答题占总分的 30%，论述题占总分的 20%。 

 

四、试题难度比例 

试卷总体难度为中等，其中容易题、中等难度题、难题分别为 40%、40%和 20%。 

 

Ⅳ. 参考书目 

1．骆世明主编：《普通生态学》（第二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 

2．梁士楚、李铭红主编：《生态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 

 

Ⅴ. 题型示例 

一、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下列特征中，属于 K-对策生物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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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繁殖能力强             B. 扩散迁移能力强 

C. 竞争能力强              D. 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强 

 

二、填空题 

种群分布格局大致分为三类：均匀分布、________和_________。 

 

三、简答题 

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有哪些？ 

 

四、论述题 

如何利用次生演替原理来恢复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