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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的自然灾害

第三节 中国的生物灾害习题
撰写：孙繁杰 校对：李花

姓名 班级 学号 日期
一、单项选择

1. 下列虫灾对我国林业发展造成危害严重的是 (    )  
A．粘虫 B．松毛虫         C ．蝗虫 D．稻螟
2. 关于蝗虫的不正确叙述是（ ）

A.蝗灾是危害严重的爆发性生物灾害    B. 危害最严重、成灾率最高的是飞蝗灾害
C.东亚飞蝗对我国华北、华东危害最大
D.多雨天气利于蝗虫幼虫生长，所以蝗灾常与水灾链接发生
3. 关于草场自然灾害的叙述，正确的是（ ）

A.草原雪灾、火灾直接损毁草场资源，对奶牛业的发展没有影响
B.草原水灾、旱灾直接影响奶牛业的发展，对草场资源没有影响

C.草原鼠害、虫害通过破坏草场资源，间接影响奶牛业的发展

D.草原病害、酸雨对草场资源和奶牛业的发展没有直接影响
4. 下列因素中，不是生物灾害成灾区域差异因素的是（ ）

A．气候条件   B ．生态环境 C．地质条件   D ．作物种类
5. 下列有关鼠灾的表现说法不正确的是（ ）

A．传播疾病，危害人体健康                     B ．危及水库和防洪大堤的安全

C．破坏森林，有“不冒烟的森林火灾”之称       D ．造成农作物减产

6. 森林病虫害多发的危害有（ ）

①威胁区域生态环境安全 ②森林工业经济损失严重 ③森林枯死，林木生长量减少 ④虫病蔓

延，严重威胁农作物生长

A.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7. 有关飞蝗的生活习惯的叙述正确的有（ ）

A．群聚和远距离迁飞         B ．群聚和近距离生存

C．散居和远距离迁飞         D ．散居和远距离生存

8. 新华社乌鲁木齐 2011 年 6 月 15日电 截至目前，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草地蝗虫发生区

面积达 310 万亩，危害面积 220余万亩，严重危害面积 120余万亩。草原部门采取工招引粉红

椋鸟工程，每年有近 400 万只粉红椋鸟在蝗害区，与地面牧鸡牧鸭治蝗一同构筑了一道立体灭
蝗网。我国北方蝗灾十分严重，它属于哪一类别的自然灾害（ ）

A.气象灾害 B.虫害 C.鼠害 D.物种入侵

9. “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指的是（ ）

A.干旱、高温引发的森林火灾   B. 人为原因造成的森林火灾
C.森林病虫害                 D. 雷击引起的森林火灾

10. 下列属于防治蝗灾措施的是（ ）

①利用卫星对蝗灾常发区进行监测，及时预报 ②保护生态环境，防止生态退化

③利用飞机喷洒农药灭蝗 ④重建蝗神像，重修蝗神庙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11. 据统计，全球每年因老鼠损失贮粮 3500 多万吨，因鼠害减产 5000 万吨，足供 3 亿人吃 1

年。此外，老鼠还是各种鼠源性疾病的传染源。全球 90%的鼠种，携带着 200 多种病原体，能
使人致病的病原体主要有 57种。据此完成（ 1）～（ 3）题。
（1）关于我国鼠灾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东部家栖鼠类包括鼢鼠、鼠兔等

B．我国森林鼠害较重地区包括东北、华北北部和西北地区
C．西部耐旱鼠类危害区的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
D．我国鼠灾发生面积广，种类多，危害大，各地都以危害农业为主
（2）鼠害对我国农业生产已造成很大威胁， 我们应加强灭鼠保粮工作， 下列措施中最科学的是

( ) 
A．加大毒鼠强的投放力度        B ．人人参与，捕捉老鼠

C．将地面硬化，让其无藏身之地  D．生态灭鼠，保护和饲养老鼠的天敌

（3）我国既有喜湿鼠类危害又有耐旱鼠类危害的地区是 ( ) 
A．华东、华南区   B ．东北、华北区     C ．西南、西北区   D ．青藏高原地区

12. 我国自然灾害多发的原因是（ ）

A.地处世界两条灾害带的交界处 ,灾害多发
B.经济快速发展，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C.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是世界上的人口稠密区之一
D.灾害防御能力有限，灾害监测系统不健全
13. 2010 年 3、4 月间，我国西南数省遭遇大旱。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部分地区却在准
备防洪。据此回答（ 1）-（2）题。

1．自 2009 年冬至 2010年 3月，阿勒泰地区与常年相比可能（ ）

A．降水量偏少，气温偏高    B ．降水量偏多，气温偏高

C．降水量偏少，气温偏低    D ．降水量偏多，气温偏低

2．阿勒泰部分地区洪水的形成原因及应对措施有（ ）

①暴雨引发洪水——建立预警系统 ②雨季降水形成洪水——修建水库

③积雪融化引发洪水——疏浚河道 ④来自上游的洪水——修堤筑坝

A．①② B．①③          C ．②④ D．③④
14. 鼠害对我国农业生产已造成很大威胁，我们应加强灭鼠保粮工作，下列措施中最科学的是
( ) 

A．加大毒鼠强的投放力度      B ．人人参与，捕捉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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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将地面硬化，让其无藏身之地      D ．生态灭鼠，保护和饲养老鼠的天敌

15. 2011 年 6 月 10 日开始，青岛市在黄岛、城阳、即墨、莱西等部分区域实施飞机施药防治

美国白蛾， 这是青岛市首次飞机防治美国白蛾， 作业涉及林木达 100万亩。据此回答（1）～（3）
题。

（1）美国白蛾在我国形成灾害比美国成灾严重的原因是 ( ) 
A．我国气候更适宜白蛾的生长     B ．美国的食源缺乏

C．我国缺少白蛾的天敌           D ．美国灭虫技术高

（2）危害我国森林的主要害虫包括 ( ) 
①蝗虫 ②马尾松毛虫 ③落叶松毛虫 ④油松毛虫 ⑤云南松毛虫 ⑥赤松毛虫 ⑦蚜虫

A．①⑦         B ．②③④⑤⑥      C ．②③④⑤⑥⑦         D ．①②③④⑤⑥⑦

（3）森林病虫害多发的人为原因是 ( ) 

A．原始森林面积大       B ．森林树种组成多

C．单一人工林太多       D ．森林抗虫害能力差

16. 新华网北京 2011 年 1 月 5 日电 自 1 月 1 日开始，我国江西、湖南、重庆、贵州等地自
北向南出现持续雨雪天气，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部分县市遭受寒潮冰雪灾害。中央气象台 1
月 4 日 06时继续发布冰冻黄色预警。据此回答（ 1）-（2）题。
（1）该天气现象若发生在春秋季 , 往往给华北地区造成的天气有（ ）

①大风降温天气 ②扬沙、沙暴天气③暴雨洪涝天气 ④干旱天气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2）我国很少受或不受该天气过程影响的地区有（ ）

①四川盆地 ②滇南谷地 ③海南岛 ④塔里木盆地

A.①②③ B.②③④     C. ①③④ D.①②④
17. 诱发生物灾害的直接因素有 ( ) 

①生态系统失去平衡 ②生物体自身的平衡因素被破坏 ③有害生物大规模繁殖

④气候干旱 ⑤水灾频繁 ⑥台风多发

A．①②③   B ．④⑤⑥     C ．①③⑤   D ．②④⑥
18. 下图为 1969～2004 年我国东部 H省洪灾面积和洪涝灾害的复杂度指数变化图。 读图并结合

所学知识，回答（ 1） -（2）题。

（1）1990 年以来，H省洪涝灾害变化的趋势是 （ ）

A.平均受灾面积持续增加，复杂度指数趋于减小

B.平均受灾面积持续减少，复杂度指数趋于减小
C.平均受灾面积持续减少，复杂度指数趋于增大

D.平均受灾面积持续增加，复杂度指数趋于增大
（2）造成 H省洪涝灾害的主要原因， 下列选项正确

的是（ ）

A.降水强度大 B.冰川消融快    C. 湖泊面积广 D.植被覆盖好

19. 我国既有喜湿鼠类危害又有耐旱鼠类危害的地区是 ( ) 
A．华东、华南区   B ．东北、华北区     C ．西南、西北区   D ．青藏高原地区

20. 某地洪涝过后，水位回落和干旱，出现大量适于某种害虫生活和繁殖的荒地、草滩，引发
害虫灾害。据此判断（ 1）～（ 2）题。
（1）材料中提到的“某种害虫”应为 ( ) 
A．老鼠   B ．蝗虫      C ．松毛虫   D ．黏虫

（2）此种害虫大量繁殖的自然因素是 ( ) 

A．农作物众多   B ．害虫天敌少       C ．气象条件有利   D ．人类防害意识差
二、非选择题

21. 材料 我国虫神庙的分布图

（1）历史上， 我国许多地区蝗灾较重， 虫神崇拜盛行， 结合

材料说出我国蝗灾集中分布区。

（2）蝗虫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危害？

（3）列举灭蝗的主要方法。

22. 读下面两则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1：2012 年 3 月 24日《南方农村》 报讯 走进广西南宁横县莲塘镇佛子村的山林， 数厘米

长的松毛虫随处可见，每一根松树枝上，都有十几条松毛虫在蠕动。原本苍翠碧绿的山林早已

变得枯黄焦黑，就像大火烧过一般，其间数以万计的松毛虫大肆啃食着鲜嫩的松针。

材料 2：中国松毛虫危害区图。

(1) 本次南宁发生的松毛虫最可能的类型是 __________。

(2) 结合图示及所学知识， 说明我国松毛虫从空间分布看具有

的特点及我国森林病虫害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3) 分析我国森林病虫害的主要成因。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

1.【答案】 B 
2.【答案】 D 
【解析】干旱利于蝗虫产卵，故蝗虫经常与旱灾链接发生。

3.【答案】 C 
【解析】草原雪灾、水灾、火灾、旱灾、鼠灾、病虫害、酸雨都直接影响草场资源，进而

影响奶牛业的发展。

4.【答案】 C 

【解析】生物灾害的发生是由于各地的气侯条件、生态环竟、作物种类和耕作栽培制度不

同，致使生物灾害在地域上有很大的差异。地质条件虽然各地也不同，但并不能影响到生

物灾害的发生。

5.【答案】 C 

【解析】鼠灾不仅糟蹋浪食，造成农作物减产，破坏森林和草场，危及水库和防洪大堤安
全，而且会传播疾病， 危害人体健康。 森林害虫对我国林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有“不

冒烟的森林火灾”之称。

6.【答案】 A 

【解析】森林病虫害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危害，但不是很严重。

7.【答案】 A 
【解析】飞蝗的特性是喜群聚，飞行能力强。

8.【答案】 B 
【解析】从生物灾害的类别不难看出蝗灾属虫灾而非物种入侵。

9.【答案】 C 

【解析】森林区的病虫害分布较广、危害较大，平均每年减少 1 700 万立方米的木材，死
亡约 30万公顷，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 。

10.【答案】 A 
【解析】防治蝗灾可采用化学和生物措施，另外，加强监测预报、保护环境也是防治蝗灾

的重要措施。历史上建蝗神庙、蝗神像，是因为百姓消灾无方，无计可施，不得已建庙祭

祀害虫，属封建迷信行为。

11. 【答案】 1-3BDB 
【解析】第 1 题，鼢鼠、鼠兔是草原鼠类，鼠类不仅危害农业，还危害草原和森林。第 2
题，灭鼠工作应该采取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措施， A 项会使鼠类抗药性增强，同时会杀灭其
天敌； B 项单靠人力捕捉远远不够； C 项不利于生态保护。第 3 题，东北，华北区的边缘
地带地处半干旱与半湿润地区的过渡地带，既有喜湿鼠类，又有耐旱鼠类危害。

12. 【答案】 A 
【解析】自然灾害的发生首先要有自然异变，我国地处两条灾害带的交界处，所以自然灾

害频繁发生，而 B、C、D 三项是灾情加重的原因。
13. 【答案】 D D 
【解析】第 1 题，从材料可知，该区域气温骤升后出现严重的洪灾，说明在此之前气温偏
低，降水量较多。第 2题，从 2009年冬季开始，一直到 2010年春季， 西北地区多暴风雪，
气温回升后，积雪大量融化，造成了融雪性的洪灾，所以针对这个原因，①、②两种说法

都是错误的。

14. 【答案】 D 
【解析】灭鼠工作应该采取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措施， A 项会使鼠类抗药性增强，同时会杀
灭其天敌； B 项单靠人力捕捉远远不够； C 项不利于生态保护。
15. 【答案】 1-3CBC 
【解析】第 1 题，“美国白蛾”产自美国，中国缺乏白蛾的天敌，因此进入中国后危害超
过美国。第 2 题，我国的森林害虫主要有马尾松毛虫、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云南松毛
虫和赤松毛虫。第 3 题，单一人工林易遭受病虫害。
16. 【答案】 A A 
【解析】第 1 题 ,寒潮无论冬季还是春秋季暴发都会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而春秋季的华北地
区，由于空气干燥 ,降水很少 ,又有沙源 ,往往产生沙尘天气 ,不可能产生暴雨现象 ,干旱是由于
降水少 ,用水量大造成的 ,不是寒潮产生的。第 2 题 ,寒潮在南下的时候 ,受到山脉的层层阻挡
及地表摩擦力的影响 ,势力逐渐减弱 ,加上滇南谷地和海南岛的纬度位置低 ,所以很少受到寒
潮的影响 ,而四川盆地由于北部山脉阻挡，基本不受寒潮影响。只有塔里木盆地距寒潮的源
地较近 ,易受影响。
17. 【答案】 A

【解析】气候干旱可能导致蝗灾，水灾也可能引发疫灾，但不是直接因素

18. 【答案】 D A 
【解析】第 1 题，根据图形选择 1990年后的时间段， 即可直观看出两线均在上升。 第 2题，
我国东部多为平原或丘陵，在降水强度大的情况下，泄洪较缓慢，容易淹没土地造成洪涝

灾害。

19.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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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东北，华北区的边缘地带地处半干旱与半湿润地区的过渡地带，既有喜湿鼠类，

又有耐旱鼠类危害。

20.【答案】 B C 
【解析】第 1题，旱涝灾害频繁的地区易发生蝗灾。第 2题，利于蝗虫大量繁殖的自然因
素是气象条件有利，害虫天敌减少的原因可能是自然因素，也可能是人为因素。
二、非选择题

21.【答案】（1）华北和华东沿海地区 ，黄淮海平原是蝗灾重灾区。 （2）所经之处庄稼被
吃光，导致粮食颗粒无收，草场被毁造成灾区牧草严重损失；树叶被吃光，对树木生长造

成不良影响（ 3）农药灭虫、投放天敌、捕杀成虫、点火焚烧等（任选两例即可）

【解析】 黄淮海平原是旱涝灾害多发区， 蝗灾也很严重。 蝗虫造成的危害可以从对农作物、

草地及林木三方面的影响回答。灭蝗的主要方法：农药灭虫、投放天敌、捕杀成虫、点火

焚烧等。

22.【答案】 (1)马尾松毛虫 (2)区域性。 地形、气温。

(3)大量单一的人工林替代了种类多样的原始森林；外来有害物种入侵。
【解析】第 (1)题，由图示可知南宁松毛虫的类型。第 (2)题，结合图及所学知识较易回答。
第 (3)题，我国在进行人工林建设时，用单一的树种代替原始森林树种，造成病虫大量繁殖
且使同类树木大量受灾， 除此之外， 对外贸易导致外来有害物种入侵也易造成森林病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