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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迅猛向前发展的阶段，而社会发展是

否进入高级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教育在这个国家所

占的比重。在我国，教育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二

十世纪末开始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概念到今天，我国的教育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社会的更加快速的发

展，不进步就意味着退步，所以教育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例如

在学生的知识体系如何构建、教学理念如何创新以及素质教

育的深入研究等方面。还有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建立知识

和谐型社会，这些都是全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

起人们的思索。

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重要手段。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向广大学生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精

神食粮，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

更好地贯彻“十一五”精神，更好地面对目前我们探讨的一系

列问题，我们特推出此套学生实用工具书，包括历史、文学、

体育、建筑、艺术、生物、地理、化学、戏剧、交通等多个学科和

领域。各学科以实用为标准，进行科学的分类，力争将各个

学科的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知识点、重点、难点。



本套丛书知识覆盖面广，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兼

具知识性与实用性，是学生学习各种知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套实用工具书手册。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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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
的生物学分支学科。

生物的生存、活动、繁殖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

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
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
需要。各种生物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以及它们所适应的理化
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特性。

任何生物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同种个体之间有互助有
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

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
人类。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多样化，人类与环境的关
系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近代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生物个
体、种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
类型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
几大问题都是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Ｅ．海克尔１８６９年提出
的；ｅｃｏ－源自希腊字，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海克尔在
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
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
和有害关系。其后，有些博物学家认为生态学与普通博物学
不同，具有定量的和动态的特点，他们把生态学视为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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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科学；持生理学观点的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学是普通生
理学的分支，它与一般器官系统生理学不同，侧重在整体水
平上探讨生命过程与环境条件的关系；从事植物群落和动物
行为工作的学者分别把生态学理解为生物群落的科学和环
境条件影响下的动物行为科学；侧重进化观点的学者则把生
态学解释为研究环境与生物进化关系的科学。

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
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

发展简史

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３个阶段。

萌芽期

古人在长期的农牧渔猎生产中积累了朴素的生态学知
识，诸如作物生长与季节气候及土壤水分的关系、常见动物
的物候习性等。如公元前４世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粗略
描述动物的不同类型的栖居地，还按动物活动的环境类型将
其分为陆栖和水栖两类，按其食性分为肉食、草食、杂食和特
殊食性等类。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雅典学派首领赛奥夫拉斯
图斯（公元前３７２年—前２８７年）在其植物地理学著作中已提
出类似今日植物群落的概念。

公元前后出现的介绍农牧渔猎知识的专著，如古罗马公
元１世纪老普林尼的《博物志》、６世纪中国农学家贾思勰的
《齐民要求》等均记述了素朴的生态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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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期

大约从１５世纪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１５世纪以后，许多
科学家通过科学考察积累了不少宏观生态学资料。１８世
纪初叶，现代生态学的轮廓开始出现。如Ｒ．雷奥米尔的６
卷昆虫学著作中就有许多昆虫生态学方面的记述。

瑞典博物学家Ｃ．ｖｏｎ林奈首先把物候学、生态学和地
理学观点结合起来，综合描述外界环境条件对动物和植物
的影响。

法国博物学家Ｇ．－Ｌ．ｄｅ布丰强调生物变异基于环境
的影响。德国植物地理学家 Ａ．ｖｏｎ洪堡（１７６９—１８５９年）

创造性地结合气候与地理因子的影响来描述物种的分布
规律。

１９世纪，生态学进一步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农牧业
的发展促使人们开展了环境因子对作物和家畜生理影响的
实验研究。例如，在这一时期中确定了５℃为一般植物的发
育起点温度，绘制了动物的温度发育曲线，提出了用光照时
间与平均温度的乘积作为比较光化作用的“光时度”指标以
及植物营养的最低量律和光谱结构对于动植物发育的效应
等。另一方面，Ｔ．Ｒ．马尔萨斯于１７９８年发表的《人口论》

一书造成了广泛的影响。Ｐ．－Ｆ．费尔许尔斯特１８３３年以
其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描述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口密度的关
系，把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生态学。１９世纪后期开展的对植
物群落的定量描述也已经以统计学原理为基础。

１８５９年Ｃ．Ｒ．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
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引起
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重视，更促进了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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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初叶，人类所关心的农业、渔猎
和直接与人类健康有关的环境卫生等问题，推动了农业生
态学（包括引进天敌防治害虫）、野生动物种群生态学和媒
介昆虫传病行为的研究。由于当时组织的远洋考察中都重
视了对生物资源的调查，从而也丰富了水生生物学和水域
生态学的内容。

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
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
物量、生态系统等。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
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发展期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数学、物理、化学工
程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并形成了自己
的理论体系：

１．数理化方法、精密灵敏的仪器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使生态学工作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生物与环境之间
相互作用的物质基础，对复杂的生态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
中找出规律。

２．整体概念的发展（包括对自然系统的一系列新知识，

如网络结构，开放系统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协同进化等），产生
出系统生态学等若干新分支，初步建立了生态学理论体系。

由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大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
产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

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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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
学联合会（ＩＵＢＳ）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ＩＢＰ），对陆地和水
域生物群系进行生态学研究。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继ＩＢＰ之后，设立了人与生物圈（ＭＡＢ）国际组织，制定“人与
生物圈”规划，组织各参加国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
态系统与人类活动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
研究。许多国家都设立了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机构。

和许多自然科学一样，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是：

１．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
分析。

２．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
因素的作用往往涉及生物体的系统、器官、细胞、细胞器直到
生物大分子各个层次，因此生态学的研究需进入微观领域；

另一方面，生物的生态现象既表现于个体，也表现于更高的
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乃至生物圈层次；而且因微观和宏观各
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生态学的研究具有跨层次的
综合性质。

３．与其他某些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生物与环
境的相互关系看，生态学是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包括地质、

水文、气象等）的交汇点；由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生
态学又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点；在方法学方面，研
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生理学方法，离不开物理学和
化学技术，而且群体调查和系统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
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代谢和自稳态等概念基本是
引自生理学，而由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角度来研究生
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则可说是由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生态
学和社会经济学等共同发展出的研究体系。

—５—

生态学辞典



分支学科

１．按所研究的生物类别分，有微生物生态学、植物生态
学、动物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还可细分，如昆虫生态学、鱼
类生态学等。

２．按生物系统的结构层次分，有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
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

３．按生物栖居的环境类别分，有陆地生态学和水域生态
学；前者又可分为森林生态学、草原生态学、荒漠生态学等，

后者可分为海洋生态学、湖沼生态学、河流生态学等；还有更
细的划分，如植物根际生态学、肠道生态学等。

４．生态学与非生命科学相结合的，有数学生态学、化学
生态学、物理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等；与生命科
学其他分支相结合的有生理生态学、行为生态学、遗传生态
学、进化生态学、古生态学等。

５．应用性分支学科有：农业生态学、医学生态学、工业资
源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环境保护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等。

生态学一般规律

大致可从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人与环境的关系４方面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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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的自然调节

在环境无明显变化的条件下，种群数量有保持稳定的趋
势。一个种群所栖环境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只能承载一
定数量的生物，承载量接近饱和时，如果种群数量（密度）再
增加，增长率则会下降乃至出现负值，使种群数量减少；而当
种群数量（密度）减少到一定限度时，增长率会再度上升，最
终使种群数量达到该环境允许的稳定水平。对种群自然调
节规律的研究可以指导生产实践。例如，制定合理的渔业捕
捞量和林业采伐量，可保证在不伤及生物资源再生能力的前
提下取得最佳产量。

物种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

一个生物群落中的任何物种都与其他物种存在着相互
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常见的是：

１．食物链。在食物链中，居于相邻环节的两物种的数量
比例有保持相对稳定的趋势。如捕食者的生存依赖于被捕
食者，其数量也受被捕食者的制约；而被捕食者的生存和数
量也同样受捕食者的制约。两者间的数量保持相对稳定。

２．竞争。物种间常因利用同一资源而发生竞争：如植物
间争光、争空间、争水、争土壤养分；动物间争食物、争栖居地
等。在长期进化中、竞争促进了物种的生态特性的分化，结
果使竞争关系得到缓和，并使生物群落产生出一定的结构。

例如森林中既有高大喜阳的乔木，又有矮小耐阴的灌木，各
得其所；林中动物或有昼出夜出之分，或有食性差异，互不
相扰。

３．互利共生。如地衣中菌藻相依为生，大型草食动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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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胃肠道中寄生的微生物帮助消化，以及蚁和蚜虫的共生关
系等，都表现了物种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以上几种关系使
生物群落表现出复杂而稳定的结构，即生态平衡，平衡的破
坏常可能导致某种生物资源的永久性丧失。

物质的循环再生

生态系统的代谢功能就是保持生命所需的物质不断地
循环再生。阳光提供的能量驱动着物质在生态系统中不停
地循环流动，既包括环境中的物质循环、生物间的营养传递
和生物与环境间的物质交换，也包括生命物质的合成与分解
等物质形式的转换。物质循环的正常运行，要求一定的生态
系统结构。随着生物的进化和扩散，环境中大量无机物质被
合成为生命物质，形成了广袤的森林、草原以及生息其中的
飞禽走兽。一般说，发展中的生物群落的物质代谢是进多出
少，而当群落成熟后代谢趋于平衡，进出大致相当。人们在
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须注意到物质代谢的规律。一方面，在生
产中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开发生物资源，而不可只顾一时，竭
泽而渔。目前世界上已有大面积农田因肥力减退未得到及
时补偿而减产。另一方面，还应控制环境污染。由于大量有
毒的工业废物进入环境，超越了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降解和
自净能力，因而造成毒物积累，损害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
活环境。

生物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生物进化就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生物在生
活过程中不断地由环境输入并向其输出物质，而被生物改变
的物质环境反过来又影响或选择生物，二者总是朝着相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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