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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基础训练专用2006），ISBN：9787810647861，作者：曲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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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及生命的物质基础第二章　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第三章　生物的新陈代谢一、
　植物的新陈代谢二、　动物的新陈代谢第四章　生命活动的调节第五章　生物的生殖和发育第六章
　遗传和变异一、　生物地遗传二、　生物的变异与为类遗传病第七章　生物的进化第八章　生物与
环境第九章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和免疫第十章　光合作用与生物固氮、遗传与基因工程第十一章　
细胞与细胞工程第十二章　微生物与发酵工程第十三章　实验、实习与研究性学习高中习题化知识清
单生物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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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章节摘录

　　（1）整体性观点：生态系统是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生态系统的各种生物
之间、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形成一个统一整体。　　（2）适应性
观点：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具有普遍性。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表现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行为、习性
等各个方面。同时也应注意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3）稳定性观点：生
态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具有自动调节能力，使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或者说它的能量
流动和物质循环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生物的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系统的自动调节能力
越强。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就等于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4）可持续发展的观点：人们研究生
态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设法使生态系统向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但人类的活动应遵循生态系统发展
的客观规律，采用科学可行的措施，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合理利用资源，从而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
循环，使人的生产、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三者和谐发展。　　2.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原理　　（1）稳定
性是生态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成熟稳定阶段）而具有的一种“自稳”能力，即当生态系统发展到一
定阶段时，其结构和功能保持相对稳定。例如，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是经过千百年形成的，尽管其中的
生物生生死死，迁入迁出，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在复杂的营养结构中彼此消长，无机环境也在不
断变化，但从某一阶段来看，该系统内各种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是大体相同的。说明该系统在结构和功
能上达到了相对稳定，处于动态平衡中。　　（2）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
定性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往往存在着相反的关系（抵抗力稳定性较高的系统，其恢复力稳定性就较
低；反之亦然）。　　（3）具有抵抗力稳定性是因为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的自动调节能力。　　（4）
自动调节能力有大有小，因此抵抗力稳定性有高有低，它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成分和营养结构的复杂程
度（各营养级的生物种类越多，营养结构越复杂，自动调节能力越大，抵抗力稳定性就越高；反之就
低）。　　（5）这种自动调节能力有一定限度，外来干扰超过了该限度，“稳定性”就会被破坏。
　　（6）生态系统稳定性关系如图8-35。　　7.3下列关于生态农业的叙述中，不正确　的是（ ）　
　A.生态农业实现了能量和物质的多级利用　　B.农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低　　C.生态农业使
废物资源化，提高了能量的转化效率，减少了环境污染　　D.生态农业的基本原理是发展生态农业的
主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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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编辑推荐

　　《高中习题化知识清单：生物(第5次修订)》包含了高中阶段需要掌握的两类知识，即陈述性知识
和程序性知识。陈述性知识包括网络知识清单、考点知识清单、易混知识清单等；程序性知识包括方
法技巧清单、易错题型清单、典型例题清单等。夯实基础，突破瓶颈，提高成绩，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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