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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方。地球的环境，直接影响着人类的

生活质量。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资

源都是由地球提供给我们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从向大自然获取资源逐渐变成了索取

资源，这就导致了诸多环境问题的出现。为了防止环境继续受到严重

污染，将生态恶化的趋势遏制住，就必须提倡保护环境，而且应从每

一个人做起，从一言一行中体现。

人口膨胀、高科技产品的不合理应用，使得人类给家园带来了巨

大的负担。我们已经“品尝”到了人类在不负责任地享受舒适生活的

过程中所酿的苦果：物种在逐渐地灭绝、水域的污染面积不断扩大、

臭氧层遭到破坏、水土流失造成土壤沙漠化、土地盐碱化造成资源枯

竭、异常的气候现象不断出现，生态严重失调的现象几乎在各个生态

领域都有出现。

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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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了各种环境效应，并对人类生活产生了许多的副作用。

昔日山川秀美的家乡，被黄土高坡所取代；缓缓流淌的河水曾经

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由于各种工业污染，污浊的

河水中，其自然生态已经遭到了破坏；林海雪原变成了荒山秃岭；尘

土飞扬代替了风和日丽。

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些由于生态失衡而导致的环境问题，我们

就要从现在开始，提高环境生态保护意识，用双手创造出绿色的未来

家园。

拯救地球，就是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要实现地球的可持续

发展，就需要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在接触大自然的过程中，充分地

体会大自然，关心、爱护大自然。

目前，出现了全球十大环保问题：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 、生物

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体污

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

这些以总结的方式所提出的环保问题，意在警示人类要实现人与

自然的和谐，就需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举手之劳，就可以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为了让

自己的未来生活更美好，何乐而不为呢？以理性的思维投入到自然保

护中去，让我们从了解多样的自然开始，从科学的高度来研究、营造

出环保绿色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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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生态系统前，首先要知道生态。生态通常指的是生物在一

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包括了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

性。简单地说，生态指的是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它

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学概念最早是德国科学家提出的，是研究生物与生存环境之

间关系的，包括了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动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

动植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现在生态一词涵盖的范围扩大，也指生物

的生活状态。生态学在演化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个体生态学

阶段、种群生态学阶段以及生态系统生态学。

如今，生态学已经深入到人类的生活中，“生态”这个词的应用

也更加广泛，当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生态”的定义也是不同的。

多元的世界文化像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而随着生态学的发展，

生态学家们有了进一步发现，认为生物与环境是一个不可侵害的整体，

在研究时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生态学有了新的定义，就

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科学。具体研究一定区域内的生物种类、

数量、分布空间和环境，并且研究生物对环境的反作用等。这个概念

的提出也是人类首次对生态系统进行定义。

生态系统，是将生物与其所处的环境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具体

来讲，就是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环境生态平衡

系统。

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稳定性。其范围也是相互交错、

相互包含、可大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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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是由非生物部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组成的。生

态系统也分为很多种，但是无机环境是生态系统的基础，无机环境条

件的好坏对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处于其中的生物群落是否丰富起到重要

的作用，当然，生物也会对无机环境起到反作用。生物与环境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把这个整体叫作生态系统。

在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而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是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人类生活的生态系统主要是以城市和农田为主的

人工生态系统。

虽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是需要不断地输入能量，基

础物质在生态系统中不断循环，并且与全球环境密切相关。可以说，

生态系统是生态学领域内的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属于生态学研究的

最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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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系统的组成上来分析，首先生态系统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

人工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依赖自然的调节能力。在一定的时间或者空间范围

内，地球上的生物遵循着自然规律，依靠自然调节能力，将生态系统

维持到相对稳定的状态。比如：浩瀚的海洋、原始森林等这些受到人

类干扰极少的地方，就有着自我的自然生存状态，而且能够自觉地调

整生态平衡，这就是自然生态系统。

但是，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因为人口的数量不断增长，科学技

术发展迅速，其威力不断增强，导致了人类几乎可以深入到地球的各

个角落中去。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认为，绝对没有受人类干扰的生态系

统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是人类在有意识地保护这些地方，可

是依然会留下人类的痕迹。

作为生物群落和无机环境的统一整体，如果从大的方面来划分，可

以将自然生态系统分为水生生态系统和陆生生态系统。

水生生态系统

水生生态系统，是以水为基质的生态系统，即地球表面上存在的

各类水域生态系统的统称。在水生生态系统中，栖息着包括藻类、水

草等在内的自养生物，也生长着各种无脊椎和脊椎动物等异养生物，

第一节 生态体系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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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物维持着生命的各种功能———生长、代谢、死亡。而水中生存

的各种微生物，就承担着将这些代谢物和失去生命的生物分解的责任。

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单元，在水环境中，各种生物群落中的个体

生物与群落之间都在相互作用，使物质以特定的方式循环着，能量不

断地在生物之间流动，维持着水环境的生态平衡。

水生生态系统如果继续细分下去，还可以按照水中的盐分度的高

低，分为海洋生态系统和淡水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是由海洋中的生物群落以及其生长的环境相互作

用所构成的自然系统。

从广义上来看，整个地球上的海洋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这个

大的生态系统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次级生态系统。这些次级生

态系统本身也都是一个统一体，它们各自占有一定的空间，具有一

定的结构和功能，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相互作用，能量流和物质流互

相转换。

淡水生态系统是与海洋生态系统相对应的概念，是生存在盐分较

低的淡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生态

系统。相对于海洋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显得更为脆弱一些，因为

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很容易遭到破坏，同时又很难以恢复。

从水的流动性的角度来划分水生生态系统，可以将其划分为静水

生态系统和流水生态系统。比如，水库、池塘、湖泊等这种几乎不存

在流动性的水域，就可以称为静水生态系统；而沟渠、溪水、江河等

等常年流动的水域，就可以称为流水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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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生态系统

陆生生态系统，就是以陆地土壤或母质等为基质的生态系统。它是

一个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陆生生物群落与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之

间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形成了彼此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陆生

生态系统大约占地表总面积的 1／3，主要的介质是大气和土壤。

介质，也被叫作“媒质”，当某种物质基本粒子发生准弹性碰撞

时，就会实现物质中能量的传递。这时，我们可以认为，当一种物质

存在于另一种物质内部的时候，后一种物质就是前一种物质的介质。

当然，这种能量的传递过程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它的传递

方向和传递速度都是由物质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如物质的成分，物质

的形状和密度，甚至是物质的状态以及所处的环境条件，都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对能量的传播产生影响。

我们所熟悉的草原、荒漠、温带森林、热带雨林、针叶林都是一些

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态系统。比较特殊一些、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

还有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冻原生态系统等，都属于陆生生态系统。

在生态系统中，非生物成分和生物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就是生态系统自我更新的过程。通过对土壤的研究，可以很容易地理

解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一个地区的植物生长情况以及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居住在这里，土

壤的结构和化学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自然自我保护的角度来分析，植物对于土壤的作用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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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根系可以将土壤固定住，这样就避免了由于气候的变化使土壤遭

到不同程度的侵蚀。一些土地之所以变成了盐碱地、寸草不生之地，

就是因为这里的土壤缺乏植物的保护，如果没有遭到人类破坏的土壤，

生态系统还可以进行自我修复，但是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再遭

到人类的破坏，就无法自然恢复了，而人类又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加

以补救，那么，这里的土壤就会遭到侵蚀和淋溶，变为不毛之地。

动植物的残体，对于增加土壤的肥沃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

些残体经过一些腐食性动物以及菌类的分解之后，就会成为土壤中的

腐殖质。有机化合物重新又被分解为无机化合物，被依赖于土壤生存

的植物根系所吸收，成为了生产者，即自养生物的营养物质。

人工生态系统

人工生态系统，研究的是人类活动区域的生态环境，为了让生活

在这里的人们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并符合人们自己的需求，就要建立

人类理想的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以及将其细分

的农田、人工林、果园等，都属于人工生态系统。

说得更明确一些，小至一块草地，大到一片森林，从一个池塘到

整个的公园，一座高山、一片沙漠，都可以算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因

为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区域中的生物们，在同一个区域中彼此都有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量和物质交换在这些生物和无机环境之间循环

往复地进行着。

相比较于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比较脆弱，而自然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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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则更为稳定一些。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种群比较多，所以，食物链、食物网更为复杂

一些，但是，一旦遭到人工破坏，就不容易被恢复了。

人工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群没有自然生态系统多样，能量流动链

也比较简单，因此，人工生态系统很容易失去平衡。

人类对于人工生态系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作为整个生态

系统中的消费者和主宰者，要对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负责，所以，人类

在生产、生活中，都要首先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

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人工生态系统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人工生态系统受到人类社会的强烈干预和影响。人类的社会

性体现在人工生态系统中，使人工生态系统也具备了这样的社会性。

其次，人工生态系统具有易变性。易变性，就意味着人工生态系

统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工生态系统不但自我

调节能力很差，而且伴随着人类活动的改变逐渐发生变化。也就是说，

人类对这种人工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干扰性，而生态系统却很难自我

调节到平衡的状态。

再次，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最大的不同点就是，自然生

态系统本身能够自给自足，是闭合式循环的。而人工生态系统则是开

放性的生态系统，其本身没有自给自足的功能。整个生态系统都要依

赖于外在的系统提供所需要的“养料”，并要受到外部的调控。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人工生态系统主要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比如，现代的人居环境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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