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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环境

在一个温暖的夏季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内布

拉斯加州的一个 “小镇”已经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一些

“居民”在为建设自己的家园而努力工作———它们在地

下搞 “建设”，那里尽管黑，但颇为凉爽；另一些 “居

民”正在为早餐采集植物果子； “小镇”上的一些年幼

的 “居民”在嬉戏玩耍，在草地上相互追逐。

突然，一位长者发现一个可怕的影子正在接近———

天敌已经出现在天空中！这位年长者大叫了几声，向同

伴发出了警告。一瞬间， “小镇”上的 “居民”立即躲

进了地下室。除了一只鹰在天空中盘旋外， “小镇”变

得十分宁静。

你能猜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小镇”了吗？答案

为，这是一个在内布拉斯加州平原的草原犬鼠 “小镇”。

当这些草原犬鼠在打地洞、寻找食物和躲避鹰的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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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们就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相互作用。草原犬鼠既

要与生物，如草地和鹰等发生相互作用；又要与非生

物，如土壤等发生相互作用。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中，所

有相互作用的生物与非生物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草原仅仅是地球上许多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物能

安置的另一些生态系统包括山溪、深海和密林等。

栖息地

生物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某个特定的位置。一

种生物为了生存、成长和繁殖，必须从其周围的环境中

获取所需的食物、水、庇护场所和其他物质。生物生活

于其中，并且能给生物提供生存所需物质的场所，称为

栖息地。

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包含了许多的生物栖息地。例

如，在一个森林生态系统中，蘑菇长在潮湿的土壤上，

野兔生活在森林的地面上，白蚁生活在大树枝干的皮

下，啄木鸟则在枝干上筑巢。

生物之所以在不同的栖息地生活，是因为它们有不

同的生存需要。草原犬鼠从它的栖息地获取其生存所需

的食物和窝巢。草原犬鼠在热带雨林或海岸岩石带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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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生存。同样，草原满足不了大猩猩、企鹅和寄居蟹

的生存需要。

生物因素

每个生物都与它所处的环境中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

发生相互作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部分称为生物因

素。草原犬鼠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包括牧草和

能提供种子和果仁的植物。捕食草原犬鼠的鹰、鼬、獾

也是生物因素。此外，牧草下土壤里的蚯蚓、真菌和细

菌也是生物因素。当这些生物分解其他生物的遗体时，

它们提供了营养物，使得土壤保持肥沃。

非生物因素

一个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部分称为非生物因素。在

大草原中对生物产生影响的非生物因素与大多数生态系

统的情况是十分相似的。这些非生物因素包括：水、阳

光、氧气、温度和土壤等。

水　一切生物都需要水来维持生命。水也是大多数

生物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人体大约６５％是水，西



４　　　　

瓜中的水超过９５％。实际上，水对植物和藻类而言是非

常重要的，这些生物利用水，与阳光和二氧化碳一起进

行光合作用，形成所需的养料。另一些生物通过吃植物

和藻类而获得能量。

阳光　阳光对植物的光合作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对于植物、藻类和其他生物来说，阳光是一个重

要的非生物因素。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例如，在黑暗

的洞穴里，植物是很难生长的。没有植物和藻类提供食

物来源，只有极少数特殊生物能够生存。

氧气　大多数生物需要氧气来维持生命。氧气对人

类生命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氧气，我们只能存

活几分钟。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从空气中获得氧气，空

气中氧气占２１％。鱼和其他水生生物是从水中获得被溶

解了的氧气。

温度　一个地区的气温特点决定了生活在这个地区

生物的种类。例如，如果到炎热的热带岛屿作一次旅

行，你将会看到许多棕榈树、漂亮的木槿花和小蜥蜴，

这些生物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平原不能生存。而具有厚厚

毛皮的狼和树枝短粗的矮柳树能适应西伯利亚狂风呼啸

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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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动物通过改变环境，来克服奇热或奇冷的气温

状况。例如；北美草原犬鼠在地下挖洞作巢，可以躲避

夏季烈日。在寒风刺骨的冬季，它们在洞穴里铺上草，

可以保暖。

土壤　土壤由岩石碎片、营养物、空气、水和生物

腐烂后的残留物等构成。不同区域的土壤，上述物质的

含量也不同。一个区域的土壤类型影响着在这里生长的

植物种类。许多动物，如草原犬鼠用土壤本身做窝。数

以亿计的微生物，如细菌，也生活在土壤里。这些微生

物通过分解其他生物的遗体，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

生物种群

１９００年，一些旅行者在得克萨斯州发现了面积是达

拉斯城两倍大的一个草原犬鼠 “都市”。这个四通八达

的 “都市”居然拥有４亿只以上的草原犬鼠！所有这些

草原犬鼠属于一个物种，即生物的一个种类。同一物种

的生物，具有相同的身体特征，并能相互交配而生育

后代。

在一个特定区域中，一个物种的所有成员被称为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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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群。得克萨斯州这个 “都市”的４亿只草原犬鼠就

是一个生物种群。纽约城所有的鸽子也是一个生物种

群，一块田里所有的雏菊也一样。但是，一个森林中所

有的树并不构成一个种群，因为这些树并不属于同一个

物种，里面也许有松树、枫树、桦树和其他许多种类

的树。

一个生物种群所生活的区域可以是一片草地那么

小，也可以是整个草原那么大。研究一种生物的科学

家，通常会把他们的研究限制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的一个

生物种群上。例如，他们会研究一个池塘里的蓝鳃鱼种

群的数量，或是在佛罗里达州南部大沼泽地研究鳄鱼种

群的数量。

当然，有些生物种群不会呆在一个固定的区域。例

如，要研究长须鲸种群数量，科学家可能要把整个大洋

作为研究范围。

群　落

显然，多数生态系统不止一种生物。例如，草原上

拥有草原犬鼠、鹰、草、獾和蛇，以及其他许多生物。

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内的所有不同的生物种群，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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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

生物有机体的最小单位是生物个体，它与该物种的

其他成员构成一个生物种群。生物种群属于群落，群落

包含不同种类的生物。群落和非生物因素一起构成一个

生态系统。

不同的生物种群必须非常紧密地生活在一起相互作

用，才能确认它们是一个群落。在一个群落中的不同生

物种群，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一种方式是它们利用共同

的资源，如食物和居住场所。例如，草原犬鼠所挖的地

道作为躲避猫头鹰和黑足鼬的洞穴。草原犬鼠与其他动

物共享草地这一自然资源。而草原犬鼠自己也成为其他

许多物种所猎取的食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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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是英国科学家Ａ·坦斯里于１９３５

年为证明生物圈中基本的自然单位而提出的。生态系统

是由生物和非生物及其生存环境构成的统一的自然综合

体。水塘、腐烂的树木、种有土豆的田野、蚂蚁窝、海

洋、城市都属于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因而，一个生态系

统可以逐渐过渡到另一个生态系统。就其规模而言，人

们把生态系统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微生态系统：蚂蚁

窝、腐烂的树木、玻璃缸；第二组为中生态系统：湖

泊、小树林、沼泽、农场、田野。而海洋、冻土带、草

原、戈壁和原始森林则属第三组———大生态系统。小的

生态系统被大的生态系统包容，而大的生态系统同样又

被更大的生态系统所包容。

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构造。生态系统首先分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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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与非生物组合。生物部分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

物。非生物成分有空气、水、矿物质营养成分、光线和

无生命的有机物质———腐屑。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分都彼

此联系，经常共同参与活动过程。

构成生态系统的生物根据其摄食方式而分为自养和

异养生物。自养生物能够从无机物———水、二氧化碳、

无机盐中合成复合有机物。为此许多自养生物能利用太

阳光线的能量。某些种类的细菌善于利用化学键的能

量。异养生物利用现成的有机物质来作食物。动物、蘑

菇和细菌属于异养生物。

在生态系统中自养生物被称之为生产者，因为它们

能生产食物。异养生物被分为消费性生物和还原者。消

费性生物使用有机物质，而还原者则把有机物分解成普

通化合物，再供生产者使用。

在摄取食物过程中生物之间联成一个序列，它就叫

食物链。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是沿食物链来完成的。在生

态系统中食物链相互交叉构成食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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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

要回答这个问题，请让我们查一下辞典。我们会得

知，生态学是研究动植物有机体及其群落内部以及它们

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微生物、大象、人都

可以被理解为动植物有机体。周围环境既包括各种有机

体所生存的土壤，还包括与栖息着各种生物有着相互关

系的森林，也包括空气，没有它，动植物无法生存，也

就是说，周围环境包括动植物有机体周围及与其有相互

关系的一切。

生物学与化学、地理学与物理学、天文学与宇宙

学、数学与哲学，各门科学都在研究动植物有机体与周

围环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每个学科都为生态学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今，生态学已经被分为若干个独立

的学科：普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水文生态学，人口

生态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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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脱离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去孤立地研究生态

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经常会对人类本身及其周围环境

产生不良影响。如果，人类所造成的创伤不很严重，那

么大自然能够自我恢复。

人把一桶垃圾丢到粪堆上。一年以后，垃圾就变成

了农家肥，之后，人们可以利用它来给农作物施肥。大

自然能够处理这类丢弃物。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泄露期间排放出千吨计的放

射性物质，它们会对许多城市、乡村、田野、湖泊、河

流、森林贻害几十年，危及人们的生活。这是已经发生

的生态灾难。工厂向大气中排放千万吨的对所有生物都

有害的气体、烟尘，形成酸雨，同酸雨落下的还有其他

能够杀死所有生物的有害物质。这说明新的生态灾祸还

在产生。

人类生产的产品越多，向其周围环境丢弃的有害废

料也愈多。人类不能停止生产，但在生产过程中不产生

废弃物，却是可以，也应该做到的。生态危机应该被

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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