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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态学的归宿

年，德国的动物 海克尔首先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学家

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

”衍生而来的。这个词的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文 意思

是“住所”或“生活所在地”。

和其他学科比较，生态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实际上，

还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就已经为了某些实际目的而与生态学结

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在原始社会，每个人为了生存，需要了解周

围的环境，了解自然的力量和自己身边的动物和植物。一句话，人

需要了解和利用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我国的著名诗人郭沫若在他

的著名诗篇《女神》中曾这样写道：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我过去、现在、未来，

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情。

是的，人类早在远古的时代，就有了生态学的萌芽，这萌芽就

是人类和地球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文明是在人类学会使用火和其

他工具以改变环境的时候才开始的。

和其他科学一样，生态学在有历史记载以来，有一个逐渐的发

展过程。古希腊时代的大哲学家波克拉克特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著作中，实际上都包含了明确的生态学内容。只是没有用“生态学”

这个词而已。

多年前的定义，到如今已成为生态学经过早期的朦胧， 最有

发展前途的科学之一。生态学一开始被列入生物学和地理学的领域，

年英以后，随着 国生态学家坦斯烈提出了“生态系统”概念，

认为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维持着相对的平衡，这是由于

其中的各类生物成员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着能动的相互关系，

存在着自我维持和调节控制的能力。以后，美国年轻的科学家林德

曼应用中国谚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泥巴”，首创食

物链概念，并对生态系统学说进行定量研究，为生态学的发展开辟

了令人激动的广阔前景。生态学已不再单纯地列入生物学，它已成

为一个大学科，渗入到数学、化学、物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

域。 生态学似乎无数学生态、化学生态、生态经济、系统生态

所不在，无孔不入。有的国家的学者甚至提出了“生态化”的概念。

然而，什么是生态学的真正归宿呢？生态学的早期朦胧是从人

与地球环境的关系开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不断向

生产的深 年代度和广度进军，对自然的关系也急剧扩展。特别是

以来，世界范围的人口、资源、能源和粮食、环境问题日益尖锐，

向生态学家和地球上所有的成员提出了挑战，要求生态学家依据生

态学的理论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近年来，由于实验和测试技

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普遍使用，为解决生态学的理

论提供了先进手段。可以说，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说，生态问题

已经变得和物质结构、天体演化、生命本质这样一些科学史上的基

本问题同等重要，而生态学规律与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及全球

战略问题更是息息相关。客观现实使生态学的发展面临新的选择，

要求生态学的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

生态学朦胧的早期，是从原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的。

而现在，象考察长江源头一样，人类经过奋斗和拼搏，终于找到

了生态学的真正归宿 研究人类集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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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态学”。

一 自然中的人、

从人在地球上产生，便有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中的人究竟

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人和自然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远古的时候，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很

幼稚，常常在自然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时，人们在思想上处处

出对自然力的崇拜。人们往往以神话的形式借助想象去征服自

然力。我国的古代神话，如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燧人氏钻木取

火，神农氏尝百草，大禹治水，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都体现了

人类祖先同自然作斗争的豪迈情怀，显示出一种既崇拜又崇高的格

调。实际上，神话这种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及自然现象的原始理

解的故事与传说，产生于原始人类“仰观天象 俯察地理”，对大自，

然的奇妙，对自然力的恐惧和崇尚，心中产生了许多疑问，于是产

生了神话。神话是古代人的一种哲学思考，代表了大众的信仰，是

古代人的一种集体创造。

以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渐渐得以发展，人控制了一个又一个

自然力，人对自然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特别是工业革命的胜

利，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人类利用新的生产力取得了征服

人是自然的胜利，这时，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人统治自然”和

自然界的主宰”的思想，处处表现了人对自然力的蔑视。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关心的问题。广义

的生态学，实质上是一个永恒的哲学课题。因为它关系人类自身的

的安危和生存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家园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人

与自然关系的探索和讨论，从古到今，一直贯穿整个哲学史。

中国的传统哲学就主张 天人合一”。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

百家就开始讨论 天人关系”的问题。孔子提倡 天命论“，认为

自然 一天命是不可抗拒的。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回归自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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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主张“不以心损道”，“无以人灭天”，认为人应顺应自然。孟子

认为“知其性则知天矣”。荀子虽然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但也承

认天人之间有一定联系。董仲舒宣传“天人感应”。 天总的来说，

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发源于周代，从先秦时代发展到

明清时期，这一思想成为许多哲学家所热烈谈论的话题。“天人合

一”的哲学思想，就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协调人与自然的

手足关系。中国传统的山水写意画中，大自然占据了整个画面，人

只是一个小 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传统。主小的成员。

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崇尚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同时，也强调了客观的唯物主义。荀子就

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发展是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的。“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西方，很多思想家和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

究。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一方面强调自然环境是人类世界历史的

地理基础，另一方面也强调自然界通过社会生产力对人类发生影响。

黑格尔认为：“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的力量，然而

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是服从自然界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注重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和恩

格斯指出：人和自然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

类史是彼此相互制约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

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地总

结和概括了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的各种教训和经验，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人地关系”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地关系”观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而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界物质运动

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整个物质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是改变自然，促使环境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必须遵循客观规

律行事，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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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地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并妥善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好途径。

当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地关系”观和日臻完善的

生态科学，为生态哲学提供了理论上、科学上以及社会实践方面的

条件。应该看到，自然中的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生物的人。人不

仅受社会规律的制约，也受自然规律的控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

互关系，首先就深刻地表现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自然

界，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土地、空气、水和动植物。人类在漫长而艰

苦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而这种适应是有

一定限度的，超出了这种限度，人就难以继续生存和发展。近年来，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范

围大大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是空前的。但是，由于不能正

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或是由于无知或漠视会对生存及

与福利影响重大的地球，至今已造成重大而无法挽救的危害。长期

以来形成的“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能主宰一切”的思想，忽视了人

类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使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之

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环境的污染、恶化，资源的枯竭，使得人类重新

考虑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类必须用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来反

思自己和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其与环境保持和谐

统一。

二、生态学

生态学是生物科学的重要学科之一，自 世纪 年代以来，日

益受到广泛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由于人口剧增、食物短缺和环

境污染，对生态学提出了无穷的研究课题，从而推动了生态学的迅

猛发展。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研究生物彼此

间的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它既不是孤立地研究生物有机体，也不

是孤立地研究环境，而是研究生物有机体和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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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这里所说的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动物的种类很多， 多万种，如原生动物、目前已经鉴定的有

海绵动物、肠腔动物、扁形动物、圆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

皮动物和脊索动物，等等。它们有的是由单细胞组节肢动物、 成

的，如草履虫、变形虫、眠虫等。有的是由多细胞组成，但构造比

较简单，如水螅、水蛭等。有的是由各种组织和器官组成的较为高

级的动物，如鸟、兽。它们生活的环境不同，有的生活在湖泊、河

流中，如各种水生昆虫、鱼、虾。有的生活在海洋中，如水母、海绵、

鲸等。有的生活在陆地，如各种昆虫、各种鸟类和兽类。有的寄生

在人和生物体内，如蛔虫、绦虫。有的生活在土壤中，如蚯蚓和各

种土壤线虫。

多万种。有低等植物的种类，目前在世界上约有 植物：藻类、

菌类和地衣。高等植物：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藻类主要生活在

水中，有很多种类是单细胞构成的，如裸藻、衣藻，各种硅藻等。

有的是多细胞组成的丝状体和叶状体，如颤藻、刚毛藻、海带、紫

菜等。菌类植物目前被划入微生物中研究。地衣是藻类和菌类共生

的植物类型，由于它能生长在其他植物不能生长的岩石上，对岩石

的风化和土壤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所以，常常被人们称为自然

界的先锋植物。苔藓植物是高等植物中构造最简单的一类，植株矮

小，多生长在阴湿的环境中。地衣和苔藓植物常常作为环境污染的

指示植物。蕨类植物曾一度统治过地球，植株有的高大成树，但其

仍靠孢子繁殖，在环境变迁的时候，最终还是为先进的种子植物所

取代。

微生物约有 多万种，主要指菌类，包括细菌、粘菌、真菌、

放线菌以及病毒、噬菌体、立克氏体等。有时把单细胞的藻类和原

生动物也划入微生物。微生物在自然界的物质转化过程中起着不可

缺少的作用。地球上生物的繁荣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绿色植物光合

作用合成有机物质，另一方面也依赖于微生物对有机物的分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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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氧化碳球上 是微生物分解有机物时产生的，没有微生物，

地球上有机物将越来越多，有人计算过，仅就人类尸体来说，如果

没有微生物的分解作用，覆盖在地球表面的尸体可以达到 米的厚

度。没有微生物，空气中有限的二氧化碳只要几十年就会被植物的

光合作用耗尽，一切生命都无法生存。

生态学研究生 这种关系既体物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生物的生存和它周围的环境发生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生物在整

个生活过程中，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周围的环境，生物要从环境中取

得它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以建造自身，而环境又能对生物的整个生活

过程和生长发育状态发生影响。另一方面，生物对环境的变化也产

生各种不同的反应和多种多样的适应性。这两方面的作用构成了生

物与环境之间相互矛盾、斗争而又和谐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称生

物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为生态关系。由于这种复杂的生态关系，

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生物，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环境，使生物由简

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使环境由远古的严酷而缺氧

的环境变成了当今的现代环境。

生态学依其研究的生物对象的分类及组建水平的不同，又分成

许多分支。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森林生

态学、农田生态学、 草原生态学等，研究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

的生态学称为个体生态学，研究种群（占据某地区的某个种的一群

个体）与环境间关系的生态学称为种群生态学，研究群落及环境间

关系的称为群落生态学。近年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生态学向各学科

渗透，从而出现了数学生态学、系统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化学生态

学、理论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

还出现了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的人类生态学。而所有的生

态学分支的研究中心，又集中到对人类生态系统的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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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

生态学中所指的环境，是指生物机体空间的外界自然条件的总

和。在这 生物环境不仅包括了对其有影响的种种自然环个意义上

境条件，而且还包括了生物本身的影响和作用。

对人类而言，人类环境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

外界条件。人类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不仅生活在自然界，具有生物

属性，而且又生活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总和的复杂的社会中，又具有

社会属性。因此，人类环境包括人类生命维持系统中的外界环境的

全部因素，也就是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

所谓自然环境，是指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土壤

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

复杂的物质体系。

大气圈　　地球表面的大气圈虽然有 公里以上的厚度，但对

生物来说，直接构成气体环境的部分，只是下部对流层 公里的厚

度。大气圈中含有生物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如光合作用需要的二氧

化碳和呼吸作用需要的氧气等。对流层中还含有水气、粉尘等，它

们在气温的作用下，形成风、雨、霜、雪、雾和冰雹等天气现象，

一方面调节着地球环境的水分平衡，一方面对生物产生有利的和有

害的影响。

水圈　　包括地球表面 的海洋、内陆淡水水域，以及地下水

等。水体中溶有各种化学物质、各种溶盐及矿质营养，有机营养物

质等提供生物生活需要。由于各个地区的水质不同，构成了生物环

境的生态差异，例如，海水和淡水、酸碱度不同的水，都是生物不

同的环境。液态水通过蒸发、蒸腾，转化为大气圈中的水气，再成为

降雨回到地面上，构成物质循环的一个方面。大气中水热条件结合

在一起，就会产生风云千变的地区气候。

岩石圈　　岩石圈是指地球表面 公里厚的地壳，是水圈和

8



土壤圈最牢固的基础。没有岩石圈，也就没有水圈和土壤圈。岩石

圈中贮藏着丰富的地下资源，生物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种矿质养料也

贮藏于岩石圈中。

土壤圈　　岩石圈表面的风化层是土壤的母质，这种母质含有丰

富的矿质营养物质，再加上水分、有机质、生物等，在长时间的地

生物循环相互质 作用下，形成了土壤圈。土壤圈和生物之间的

密切关系非常明显，土壤上生长着植物，活跃着土壤动物和微生

物。

生物圈　　生活在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土壤圈界面上的生物，

构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生物圈。

根据生物分布 公里的的幅度，生物圈的上限可达海平面以上

公里的深高度，下限达海平面以下 度。在这一广阔的范围内，最

活跃的是生物。其中绿色植物能在生命活动过程中截获太阳能量，

吸收土壤中的水和养分，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氧等，生产有机

物，使地球的各个自然圈之间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相互渗透，形成

整个地球表面的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

生物圈中的植物层叫植被。植被在地球环境中的作用巨大，地

球上总的生物生产量中，植被占 。因此，植被在地球上对能量

转化和物质循环过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稳定因素。

环境与生物界之间，还经常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能量交换和物质

循环。例如，植物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暂时回到大气圈中，以现

在的速度计，大约需要 年再循环一次。生物呼吸作用释放的二

氧化碳进入大气圈后，大约要经过 年再为植物所利用。整个水圈

万年经过生物的吸收排放再循环一次（的水分，每 图 ）。其 他

矿质循环和氮素等元素的循环，在生物的作用下，所需要的循环时

间更是亿万年之久。

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分类方法。

一般来说，环境的分类是按照环境的主体、环境的范围、环境的要

素和人类对环境的利用或环境的功能进行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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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环境与生物界交换图

按照环境的主体来分，目前有两种分类。即一种是以人或人类

作为主体，其他的生命物体和非生命物质都被视为环境要素，也就

是说，这种环境指的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在环境科学中，多采用这

种分类法。另一种是以生物体（界）作为环境的主体，在生态学中，

一般采用这种分类法。

在环境的具体划分中，又分为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两大类。

自然环境又可以在大环境下，具体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例如区

域环境、生境、以及小生境等。

区域环境　　 个自然圈互相配合在地球表面的不同地区，由于

的情况差异很大，所以形成不同的区域环境特点。例如江河湖海、

陆地沙漠、高山、平原和高原，以及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等

都有各自突出的自然环境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植被类型。如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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