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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的成果。
    本书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结合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和预测预报等科学的实际，形成学科交叉
的新体系。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九章。
上篇为昆虫生态学，共七章。
第一、二章介绍近代生态学的进展、基本理论和昆虫与生活环境间的关系；第三章为种群生态学，包
括种群的属性、数量消长规律及模拟方法；第四章为种群的分化和生物进化，包括种群分化的类群、
新种的形成、生物遗传和进化，以及协同进化概念；第五、六章为群落生态学及态系统学，介绍群落
的特性和测定、分析方法和生态系统的结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以及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及
其保护利用；第七章为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介绍生物多样性的原理和方法，多样性保护的研究现状
和发展。
下篇为害虫预测预报，共分第八、九两章，分别介绍害虫预测预报方法和数理统计预报等长、中、短
期预报方法。
        本书适合于植物保护专业、生态学专业、昆虫学专业及农学类各专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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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版序第二版序绪言上篇 昆虫生态学　第一章 昆虫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系统”的基本
概念　　　一、什么是“系统”　　　二、系统的状态　　　三、系统的反馈机制　　第二节 限制因
子的原理——生物对生活环境的忍受律和最低定律　　　一、利比赫的最小因子定律
（Liebig'sLawofminimum）　　　二、谢尔福德的“耐受性定律”（Shdford’sLawoftolerance）　　　
三、限制因子的综合概念及其意义　　第三节 生态平衡及其应用意义　　　一、生态平衡的机制　　
　二、生态平衡的实用意义　第二章 有机体与生活环境　　第一节 生活环境的类别　　第二节 有机
体及环境变量间的关系　　第三节 有机体与非生物环境　　　一、温度对昆虫的作用　　　二、湿度
和降雨对昆虫的作用　　　三、光和辐射对昆虫的作用　　　四、气流和风对昆虫的作用　　　五、
小气候对昆虫的作用　　第四节 有机体与土壤环境　　　一、土壤温度对昆虫的作用　　　二、土壤
水分对昆虫的作用　　　三、土壤空气对昆虫的作用　　　四、土壤的理化性状对昆虫的作用　　第
五节 有机体与生物环境间的关系　　　一、食物链和食物网　　　二、种间竞争和种内竞争　　　三
、密度制约效应　　　四、生物因素对昆虫的生态效应　　第六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　　　一、昆虫
的休眠与滞育　　　二、昆虫的扩散与迁飞　　第七节 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生物钟、行为调节　　
　一、生物钟（biolOgicalckcks）　　　二、昆虫基本行为的适应　第三章 种群生态学　　第一节 种
群的基本特性与种群结构　　　一、种群的基本特性　　　二、种群的结构　　第二节 种群的空间分
布型　　　一、种群空间分布型的基本概念　　　二、种群空间分布型的类型　　　三、种群个体的
离散频次分布方法　　　四、种群聚集强度分析　　　五、种群空间分布的动态过程及其形成原因　
　第三节 昆虫种群的数量动态　　　一、昆虫种群的数量动态类型　　　二、种群的生长型　　　三
、种群生命表的组建　　第四节 种群的生态对策　　　一、生态对策的类型及其一般特征　　　二、
栖境特性与生态对策的关系　　　三、生态对策与种群动态　　　四、生态对策与防治策略　　第五
节 种群数量平衡及其调节理论　　　一、生物学派　　　二、气候学派　　　三、综合学派　　　四
、自动调节学派　　　五、自然调节的进化意义　　第六节 种间关系　　　一、种间竞争　　　二、
捕食者与猎物间关系　⋯⋯下篇　害虫预测报方法附表　一、t值表（两尾）　二、F检验的临界值
（Fa）表（一尾）　三、符号检验表　四、秩和检验表　五、相关系数检验表　六、p和r对照表　七
、等级相关检验表　八、r2分布表　九、复相关系数检验表　十、多重比较中的q表　十一、随机数字
表　十二、x=arcsin-1p变换表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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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生态平衡及其应用意义 现代生态学的定义中已指出生态学研究和解决目标
是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机理。
正如在绪言中已述及生命系统可分为7个层次水平，而环境系统是包括生命系统所在时间、空间中的
光、热、空气、水分及各种有机和无机元素以及土壤介质等。
环境系统也可有一定的层次或尺度。
大环境如生物圈、大气圈和土壤圈。
小环境如一定的区域性环境。
微环境则如土壤微环境、有机体内各器官间环境，甚至细胞环境等。
但不论是什么层次或水平，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下的组合，就构成了生态系统。
而这里所指的空间则因研究的对象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范围或边界。
如小到细胞系统，大到生物圈都可称为一种“生态系统”，故这里所指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泛指的
空间范围和层次。
但一般的生态学中所指的是指个体以上的群体生态学范围。
如种群系统、群落系统，乃至生物圈。
更狭义而经典的提法则仅指由生物群落加上其所栖居的无机环境而构成的生态系统。
无论是哪种层次的“生态系统”都由许多亚系统所组成。
每个系统中都具有一定生物或生物群体和它所存在的无机或有机介质所组成的结构，并进行着物质循
环和能量转换。
物质的循环包括无机元素循环、有机营养物质循环、气体和水分循环。
能源包括光能和化学能以及由此转化的种种潜能。
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指生物群体系统与其所处大环境系统间的相互关系。
但是这种生态平衡的概念对于各类层次的生态系统都是适用的。
在一定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处于相互适应、协调的动态平衡之
中，即称谓生态平衡（ecological balance）。
 一、生态平衡的机制 生态平衡的实质是在特定时间、空间里群体和其所处环境系统相互关系间种种
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相对平衡状态。
不论生态系统被理解为多大范围，它实际上都不过只有两大基本部分组成，即有生命的部分和无生命
的部分。
在有生命的部分中植物是生态系统中起最主要作用的第一性物质。
绿色植物可吸收无机物质，并利用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出各种有机物质，把取得的太阳能转化为
各种化学能或潜能贮存起来，供本身生命活动利用和其他异养生物的能源需要。
同时，植物不断吸收二氧化碳而放出氧气，这样植物为其他生物提供了食物和氧气。
所以，它又称为生产者或自养生物。
动物吃植物或动物被其他动物吃掉，并将植物体转化为更高级的化学能，贮存起来，同时吸收氧气而
放出二氧化碳。
一切食草的、食肉的生物叫做消费或异养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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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昆虫生态及预测预报(第3版)》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农林教育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的成果。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昆虫生态及预测预报(第3版)》适合于植物保护专业、生态学专业、昆虫学专业
及农学类各专业应用。
第三版由张孝羲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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