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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生态学导论》作为环境科学类非生态学专业（或生态学专业的导论性）教材，自2002年出版以
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其重要原因可能是，教材依据生态学原理，着力阐述和介绍人为干扰下生
态系统受损后的变化过程、规律以及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知识结构体系上反映了
学科发展的特点，突出了学科问的交叉和生态学理论的应用。
作为教育部确定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次重新修订出版，在教材内容的整
合上继续坚持并更凸显了这一特点。
近几年来，无论在理论或实践的层面上，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发展仍然非常迅速，而且呈现出许多新
的特点，如大尺度、综合性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必然选择；技术治理与加强管理相结
合，已被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府主导、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推动、公众参与的格局
，已成为可持续发展实施的基本策略等。
所有这些变化，都对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所以，教材的知识体系和内容组合必须体现时代的要求和学科的发展。
本次修订再版，编者尽量考虑这些变化，以满足培养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的体现，努力使基本理论、应
用技术以及管理知识能够融合，构建培养环境科学专业复合型人才的生态学知识体系。
实际上．生态和环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
“生态”一词的含义更注重事物的联系，强调事物间的关系；“环境”一词虽然也注重事物（要素）
间的关系，但更强调要素自身的功能和变化。
明确和界定这种差异很有意义，它对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是非常需要的。
“环境生态学”定位于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基本任务是从生态学的视野来认识，研究和解决人
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为体现学科的这一特点，在这次修订的过程中，对个别章节的顺序和内容作了调整、充实或删减，其
目的就是希望读者在了解生态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能够形成生态学的学科思维、学科视野和学科方
法论，这是学习本门课程必须要达到的基本要求，也是本教材渴望达到的基本目标。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生态学导论>>

内容概要

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专门为非生态学专业本科生的生态教育而编写的。
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生态学的基本知识，包括生态过程的基本规律、自然界生命系统与其支持系统间的
相互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及生产活动对生物圈各类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人类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而对生态系统的保育，对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所开展的生态建设等知识。
　　全书共10章，第一章介绍环境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学科任务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至四
章介绍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重点是生态系统生态学；第五至第十章分别介绍人类在自然景观破碎化中
的作用，环境污染的监测与评价、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等内容。
　　本书内容丰富，注重生态学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不仅是非生态学专业本科生的通用教材，也
可作为从事环境保护与管理等专业人员的学习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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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五章 生态系统服务　第一节 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与研究进展　　一、生
态系统服务的内涵及其意义　　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发展　第二节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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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灾害　　五、维持土壤功能　　六、传粉播种　　七、控制有害生物　　八、净化环境　　九、
感官、心理和精神调节　　十、美学和文化创作的源泉　第三节 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价值及其评估　
　一、环境经济学与资源价值　　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特征　　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的分类　　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估方法　第四节 全球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价值　　一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二、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实例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六章 景观生态学理论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　第一节 景观生态学中的基本概
念　　一、景观及景观生态学　　二、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三、景观生态学中常用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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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二、复合种群理论　　三、渗透理论　　四、等级理论　第三节 自然景观变
化特征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　　一、景观异质性与稳定性　　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及影响
　　三、景观变化的驱动因子　第四节 干扰与干扰生态学　　一、干扰及其特征　　二、人为干扰的
主要形式　　三、干扰的生态学意义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七章 环境污染的监测与评价 　第一节 环
境污染物与毒物 　第二节 环境污染物的迁移和转化 　第三节 环境污染物的毒理学评价 　第四节 生态
监测与评价 　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八章 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 　第一节 受损生态系统的特征 　第二
节 恢复生态学与生态修复 　第三节 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 　第四节 生态工程与生态修复 　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九章 生态系统管理 　第一节 生态系统管理的内涵及基本原则 　第二节 生态系统管理的要
素及途径 　第三节 生态规划 　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十章 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可持续发
展理论及其内涵 　第二节 实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进展 　思考
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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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种群概念及其基本特征（一）种群的概念种群（population）含人口或人民的意思
“population”这个术语是由拉丁语派生的，一般译为人口。
以前，有人在昆虫生态学中将其译为“虫口”等，我国大陆生态学家统一将其译为种群或“居群”，
台湾学者则译为“族群”或“繁群”，日语中译为“个体群”。
种群研究的空间边界往往是人为划定的。
例如，实验室饲养的一群小家鼠，可称为一个实验种群。
如果种群的栖息地具有天然的分界线，这个天然的分界线就是该种群分布的空间边界，如岛屿、湖泊
等都可作为栖息于其中的种群与其他种群划分的边界。
一般认为，种群是物种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基本单位。
在生物分类学中，门、纲、目、科、属等分类单元是学者按物种的特征及其在进化中的亲缘关系来划
分的，唯有种才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从进化论的观点看，种群是一个演化单位。
从生态学观点看，种群又是生物群落的基本组成单位。
（二）种群的基本特征种群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三方面：①数量特征（密度或大小）。
这是所有种群都具备的基本特征。
种群的数量越多、密度越高，种群就越大，种群对生态系统功能的作用也就越大。
种群的数量大小受四个种群基本参数，即出生率、死亡率、迁入率和迁出率的影响，这些参数同时又
受种群的年龄结构、性别比率、内分布格局和遗传组成的影响。
了解种群的特征有助于理解种群的结构，分析种群动态。
②空间分布特征。
它包括内分布格局和地理分布格局，前者是指种群内部的个体是聚群分布、随机分布还是均匀分布（
图3－2），后者则指种群分布在什么地理范围内。
③遗传特征。
种群具有一定的遗传组成，是一个基因库。
种群的遗传特征是种群遗传学和进化生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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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生态学导论》作为环境科学类非生态学专业（或生态学专业的导论性）教材，自2002年出版以
来，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其重要原因可能是，教材依据生态学原理，着力阐述和介绍人为干扰下生
态系统受损后的变化过程、规律以及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知识结构体系上反映了
学科发展的特点，突出了学科间的交叉和生态学理论的应用。
作为教育部确定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次重新修订出版，在教材内容的整
合上继续坚持并更凸显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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