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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是

Ａ．利用姬小蜂进行生物防治应作全面评估和监
测

Ｂ．引进姬小蜂后可降低本地椰心叶甲环境容纳量
Ｃ．姬小蜂引进本地后其种群增长曲线呈“Ｊ”型
Ｄ．引进本地的姬小蜂会与椰心叶甲共同进化
误选 Ｂ、Ｄ的较多。 错选原因：部分学生认为环境

容纳量只与环境有关，如食物，空间等，没有考虑到环
境容纳量还会受天敌、传染病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误选
了 Ｂ；部分学生对不同物种之间，以及生物与无机环境
之间相互影响中不断进化和发展，即“共同进化”的基
本概念不清楚，误选了 Ｄ。
解题思路：①椰心叶甲主要危害椰树等植物的幼

心叶，啮小蜂与姬小蜂是寄生在椰心叶甲虫蛹上的，是
椰心叶甲的天敌。 将姬小蜂引进本地后，它没有天敌，
食物充足，增长迅速。 但在自然条件下，姬小蜂也会受
到空间等其他因素的制约，呈现“Ｓ”型增长。 故 Ｃ 不
正确。 ②引进物种要采取全面的生态评估和监测。 根
据待被引进物种的有关信息、生物学特征、繁殖和传播
方式等情况提出问题并制定通过标准，根据最终的结
论与标准的比较来决定是否引进该物种。 在引进物种
后，要建立跟踪监测机制等。 故 Ａ正确。 ③能够成功
入侵的外来物种，往往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一旦在新

的滋生地摆脱了人类的控制和天敌的制约，就可能出
现爆发性的疯长，排挤本土物种，形成单一优势种群，
最终导致滋生地物种多样性、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丧
失。 故 Ｂ正确。 ④引进本地的姬小蜂与椰心叶甲两者
属于寄生关系，由于自然选择必然出现共同进化。 故
Ｄ正确。
５　关注社会生活，提升情感态度

认真研读课程标准便不难发现，教学中除了对知
识能力的要求外，还要关注学生所处的社会生活，以及
要注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但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往往不易考查，容易被教师忽视。
尤其在复习课中，更可能被教师和学生认为可有可无。
其实，能否进行情感教育和生物学观点的渗透直接关
系到复习课的成败。 一方面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另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对分析
问题也可更全面、更深刻、更科学准确，这也是课改的
核心要义。 教师多要让学生关注与生物科学相关的新
闻事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关心身边的生物科学，
并及时把信息传递给学生。 提倡科学发展观，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与生物学科息息相关，通过对信息的获取、
处理和分析会使学生的知识面得以拓展，思维得以打
开，这对灵活答题很有帮助，尤其现在的考试越来越重
视能力的考查。 槾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