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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环境变化已经威胁着生物的生存。
环境变化与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是人类在21世纪无法回避的挑战。
如何调控环境变化与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减轻环境变化对生物的影响，利用生物来保护和改善环境
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在此形势下，环境变化与生物之间的生态关系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环境生态学也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
环境生态学是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相互交叉、相互融合而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学科。
环境生态学研究人为干扰的环境条件下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环境生态学以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环境变化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以及对介
于环境科学与生态学之间有关科学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构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理论基础，促进
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教育部2005年关于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李元于2005年10月提出了主编
《环境生态学导论》教材的申请。
经科学出版社申报，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网上公示，本书于2006年8月列入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计划（教高[2006]9号通知）。
《环境生态学导论》一书由李元提出编写提纲，李元、祖艳群、段昌群、王国祥和岳明共同确定提纲
，于2006年7月24～27日在昆明召开的教材编写会上，经全体编写人员讨论通过了编写提纲，然后，由
多位学者共同执笔编写。
本书共包括10章。
第一章绪论由云南农业大学李元编写；第二章生物与环境由云南大学段昌群、张国盛编写；第三章生
物种群与群落由西北大学岳明编写；第四章生态系统由云南农业大学李元、冯源编写；第五章环境污
染与生态修复由云南农业大学祖艳群编写；第六章生态破坏与生物的生态关系由南京师范大学王国祥
编写；第七章全球变化及其对生物的影响由兰州大学冯虎元编写；第八章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由云
南大学段昌群、于福科编写；第九章生态监测与评价由南京师范大学王国祥编写；第十章生态环境管
理与规划由云南农业大学陈海燕编写。
初稿完成后，由李元审稿，并对各章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各位编者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然后，由李元、祖艳群和陈海燕再次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各位编者再次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
完善。
最后，由李元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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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生态学导论》在阐述环境生态学的概念及特点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生物与环境的
关系、生物种群与群落以及生态系统的基本理论，深入分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化与生物
的生态关系，系统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充分强调了生态监测与评价、生态环境管理与规划
的理论和原则。
　　《环境生态学导论》适合用作高等院校生态学专业、环境科学专业、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环境
工程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环境生态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相关专业教学、研究的人员和
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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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环境生态学的概念与特点一、环境生态学的概念二、环境生态学的产生与
发展三、环境生态学的特点第二节　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一、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二
、环境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第三节　环境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一、环境生态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二、环境
生态学与环境科学三、环境生态学的相邻学科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二章　生物与环境第一节　
环境与生态因子一、自然环境二、生态因子及其作用特征第二节　主要生态因子的作用及生物的适应
一、光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二、温度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三、水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四
、空气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五、土壤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三章　
生物种群与群落第一节　生物种群一、种群概述二、种群的动态第二节　种间关系一、正相互作用二
、负相互作用第三节　生物群落一、生物群落的概念二、生物群落的结构三、生物群落的分布四、生
物群落的动态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四章　生态系统第一节　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研究方法一、生
态系统的概念二、生态系统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第二节　生态系统的结构一、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
二、食物链与食物网三、生态金字塔第三节　生态系统的类型一、陆地生态系统二、水生生态系统第
四节　生态系统的功能一、生物生产二、物质循环三、能量流动四、信息传递第五节　生态平衡一、
生态平衡的概念及其调节机制二、生态破坏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五章　环境污染与生态修复第
一节　生物对污染物的吸收和积累一、生物对污染物的吸收二、生物对污染物的积累第二节　重金属
污染对生物的影响一、重金属及其污染特点二、重金属污染对生物的影响三、生物对重金属的适应与
耐性第三节　农药污染对生物的影响一、农药及其污染特点二、农药污染对生物的影响第四节　环境
污染的生态修复一、生态修复的概念及类型二、重金属超累积植物与植物提取修复三、有机污染的微
生物修复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六章　生态破坏与生物的生态关系第一节　生态破坏的原因及类
型一、生态破坏的原因二、生态退化的类型第二节　植被破坏对生物的影响一、植被破坏对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的影响二、植被破坏对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三、植被破坏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
第三节　土壤退化对生物的影响一、土壤退化对植物的影响二、土壤退化对动物的影响三、土壤退化
对微生物的影响第四节　生态破坏的修复与重建一、生态修复与重建概述二、植被破坏的生态修复与
重建三、土壤退化的生态修复与重建四、水域破坏的生态修复与重建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七章
　全球变化及其对生物的影响第一节　温室效应及其对生物的影响一、温室效应的概念二、温室效应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三、温度升高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四、温度升高对植物的影响五、温度升高对动物的
影响六、温度升高对微生物的影响七、温度升高对陆地碳循环的影响第二节　酸雨及其对生物的影响
一、酸雨及其形成机制二、酸雨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三、酸雨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四、酸雨对人
类健康的影响五、酸雨对建筑物和文物古迹的影响第三节　UV-B辐射增强及其对生物的影响一、臭氧
层衰减与UV-B辐射增强概述二、UV-B辐射增强对植物的影响三、UV-B辐射增强对动物的影响四
、UV-B辐射增强对微生物的影响五、UV-B辐射增强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六、UV-B辐射增强对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的影响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八章　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一、生
物多样性的概念及测定二、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成因三、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二节　生物安全一、生物
入侵二、转基因生物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第九章　生态监测与评价第一节　生态监测一、生态监
测概述二、生态监测的理论依据与指标体系三、生态监测的基本方法第二节　生态评价一、生态评价
的概余二、生态评价的指标体系三、生态评价的程序与内容四、生态评价的方法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
文献第十章　生态环境管理与规划第一节　生态环境管理一、生态环境管理的概念二、生态环境管理
的目标与原则、基本理论三、生态环境管理的内容四、生态环境管理的程序五、生态环境管理的手段
与方法第二节　生态规划一、生态规划的概念二、生态规划的目标与原则三、生态规划理论基础四、
生态规划的指标体系五、生态规划的程序与方法思考题推荐读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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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生态因子作用的基本特征　　1．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　　各种各样的生态因子是综合作
用于生物，不存在孤立的某一个生态因子单独作用。
每一个生态因子都是在与其他因子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起作用的，任何因子的变化都会在不同程
度上引起其他因子的变化。
例如，光照强度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大气、土壤温度和湿度的改变，这就是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
　　生态因子会随时间、空间变化而变化，构成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即使是同一地点不同时间的生态因子也不完全相同。
同时，生物本身对生态因子的需求也在变化。
　　2．主导因子　　由于对生物起作用的诸多因子是非等价的，常常会有1～2个因子为主导，成为主
导因子。
主导因子的改变常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发生明显变化或使生物的生长发育发生明显变化，如光周期现
象中的日照时间和植物春化阶段的低温因子就是主导因子。
一般说来，植物生活所必需的条件——光照、温度、水分、土壤等，常常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主导因
子。
对生物而言，主导因子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变的，它随时间、空间以及生物有机体的不同发育。
时期而发生变化。
　　3．生态因子间的不可代替性和部分补偿性　　生态因子中植物生活所必需的条件（生活条件）
对植物的作用虽不是等价的，但都是同等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个因子的缺失不能由另一个因子来代
替。
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就会引起生物的生长受到阻碍，甚至死亡。
这就是植物生态因子的不可代替性和同等重要性定律。
　　但是，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因子在量上的不足可以由相关因子的增强而得到部分补偿，并有可能
得到相近的生态效果。
例如，增加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补偿由于光照减弱所引起的光合强度降低的效果。
然而因子之间的补偿作用也并非是经常的和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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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阐述了环境生态学的概念和特点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生物种
群与群落以及生态系统的基本理论，深入分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化与生物的生态关系，
系统探讨了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充分强调了生态监测与评价、生态环境管理与规划的理论和原则
。
本书突出了环境变化与生物的生态关系这一特点，构建了“环境生态学”新的知识体系和章节结构，
是一部综合、系统、规范的“环境生态学”教材，体现了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结合，保证了教
学需要，将促进“环境生态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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