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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生态学是生态学的重要分支，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农村环境与农村居住人口的关系。
《农村生态学》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进展，以及各学者专家的最新成就，特别是概括了
我国农村生态多年来的研究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果，对农村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趋向进行探
讨，并结合中国的一些生态农村建设的案例来解读农村生态学，希望达到促进农村生态学的进一步发
展和提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理论之目的。
全书共十章，主要内容有农村生态学基础理论、农村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农村人口、农村环境、
农村能源、农村文化、农村景观、农村生态规划与文明生态村的建设、农村与城市等。
 《农村生态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生态学相关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供从事农村生态学研究工作的科研人
员及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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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小波，男，1962年9月14日生，1996年中山大学植物学专业博士毕业，1998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壤所博士后出站，同年受聘为海南大学教授。
2001年评为教授。
曾任海南大学农学院副院长。
现为海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海南大学植物学博士点负责人，海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南省省级高校名师、
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负责人；海南省政协委员、海南省植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
出版著作9部，在国家权威刊物、核心刊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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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农村生态学研究的原理与方法（1）整体性原理对一个系统的研究，要以整体观为指导，在系统
水平上进行研究。
村落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只有从整体理论出发，才能全面综合地了解村落生态系统。
虽然这种研究目前还比较困难，但却是必要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村落系统组成成分及性质的研究是多余的，只有对各成分的性质以及与系统中各
种其他成分的相互关系有了深入研究，才能对系统的整体性有更好的了解。
但仅对村落生态系统成分的研究还不够，这种研究不能解释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
因为村落生态系统的成分是通过协同进化而组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2）社会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农村生态学研究的村落生态系统是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一经
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人、各种生物有机体和非生物成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一个网络系统。
它的各种组成要素通过协同进化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成分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着其他成分的组成和作用。
如耕地比例的改变，可能引起村落特征和功能的改变。
每一个组成成分的特性、行为、动态变化及功能只能在特定的生态系统内表现和发展，不能离开该生
态系统而单独表现和发展。
村落复合生态系统是一种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兼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复杂属性。
村落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流动是处于城市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中间，具有较大变动性。
一方面，人在经济活动中，以其特有的智慧和科学手段，管理和改造村落环境，使它为人类服务；另
一方面，人类来自自然界，是自然进化的一种产物，其一切活动受村落环境的制约和调节，不能脱离
村落自然环境。
　　（3）协调原理村落生态系统是人、生物和村落环境长期共同演化与发展的结果，是处于相对稳
定状态的生态系统，具有协调的内部结构和功能。
生态系统的结构是由构成该系统的生物、非生物成分的种类、数量与密度和它们在空间、时间的分布
与搭配，以及各种不同成分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容和方式共同组成。
村落生态系统具有有限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其结构相对稳定，但也具有波动性和变异性。
结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通过结构这一渠道来实现。
生态系统结构决定或制约各组成要素间的物质迁移、交换转化和能量流动的方向、方式和数量，决定
生态系统功能及其功能大小。
生态系统功能决定一个生态系统的性质、生产力、缓冲能力等，是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以草地为大环境的村落为例，它是以养殖业为主，如果过度放牧，使草地退化，破坏了N、P、K等营
养元素在草一畜营养链中的平衡，必然使牲畜数量锐减，并引起村落生态系统一系列结构和功能的改
变。
　　（4）自我调节原理自我调节是属于自组织的稳态机制。
村落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的目的是完善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和功能。
村落生态系统中某一成分改变，或外界输出发生变化，系统通过反馈机制自动调节内部结构量和质及
相应功能，维护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和有序性。
村落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同种生物种群间密度的自我调节。
村落中的空间、资源和其他生存繁衍所必需的条件有限，种群的增长必然会加剧种间竞争。
当种群数量超过村落环境的最大承载量时，往往通过负增长和反馈来自我调节。
如当牲畜数量过大时，草供应不足，牲畜由于饥饿而大量死亡，使草畜矛盾得以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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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阐述了农村生态学的基础理论，同时结合《城市生态学》的成功经验，采取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
方式，深入浅出地从农村生态学基础理论、农村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农村人口、农村环境、农村
能源、农村文化、农村景观、农村生态规划与文明生态村的建设、农村与城市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农村
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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