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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生态学是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环境科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等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
课。
为了教学需要，我们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环境生态学学科的最新进展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教学
实践，编写了此教材。
全书共分13章，第1-8章分述生物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
息传递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第9-10章论述城市和水域生态系统；第11、12章论述环境污染的生态效应
和环境污染防治的生态对策；第13章是应用环境生态学，论述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恢复生态学、
生态风险评价和生态规划等环境生态学领域的新进展。
另外，每章起首都有内容提要，末尾附有思考题。
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力求体现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先进性，并尽量搜集了环境生态学发展的最新成
果、概念和技术，以反映当代环境生态学的新水平和新概念。
本书此前曾以讲义形式印发。
2000年环境生态学被列入浙江大学重点建设课程后，作者在讲义的基础上多次修改、补充，逐渐完善
，最终将其整理成书，2006年有幸入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作者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
考虑到篇幅，书中参考文献只列入专著和教材部分，而所有的期刊论文都没有列出，特此说明，并对
所有的作者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广泛，编写者知识水平有限，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各位专家和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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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全书共分13个章节，主要对环境生态学的基础
知识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生物与环境、生物种群、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陆地生态系统、水域生
态系统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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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态学概述    一、生态学的定义    二、生态学的形成和发展    三、生态学的研究
对象    四、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第二节  环境生态学的定义、形成和发展    一、环境生态学的定义    二、
环境生态学的形成    三、环境生态学的发展  第三节  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发展趋势和方法    一、
环境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二、环境生态学的发展趋势    三、环境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第二章  生物与环境 
第一节  环境与生态因子    一、环境的概念及其类型    二、生态因子  第二节  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基本原
理    一、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    二、生态因子作用的规律    三、生物对环境的适应  第三节  生态因
子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    一、光因子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    二、温度因子的生态作用及生物
的适应    三、水因子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    四、土壤因子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第三章  生物种
群  第一节  种群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一、种群的概念    二、种群的密度和阿利氏规律    三、年龄结构和
性比    四、出生率和死亡率  第二节  种群的增长    一、种群的内禀增长率    二、种群在无限环境中的指
数式增长    三、种群在有限环境中的逻辑斯谛增长  第三节  种群的数量变动和调节    一、种群的数量
变动    二、种群调节    三、生态入侵    四、最小生存种群理论    五、种群进化与生态对策  第四节  种间
的相互作用    一、种间相互关系    二、种间竞争    三、捕食作用  第五节  生态位    一、生态位的概念    
二、生态位的理论第四章  生物群落  第一节  群落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一、群落的概念    二、群落的基
本特征  第二节  群落的物种组成  ⋯⋯第五章  生态系统第六章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第七章  生态系统
的物质循环第八章  陆地生态系统第九章  城市生态系统第十章  水域生态系统第十一章  环境污染的生
态效应第十二章  环境污染防治的生态对策第十三章  应用环境生态学术语中英文对照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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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环境生态学的发展趋势1.生态系统对人为干扰的反应机制与监测环境生态学所指的干扰主
要是社会性压力，即人为干扰。
事实上大部分人为干扰与自然干扰的结果并不相同，自然干扰对环境的影响是局部的和偶然发生的，
而人为干扰的影响可涉及种群乃至整个生物圈。
从全球性三大环境问题的剖析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但如何判定一个生态系统是否受到人为干扰的损害及其程度、受害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有何共同
特征等，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受害生态系统特征判断或“生态学诊断”的标准、方法问题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例如，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变化的影响；人为干扰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生态
环境质量演变的生物监测方法与指标；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长期监测等。
2.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如何使退化生态系统在自然及人类的共同作用下尽快地根据人类的需要
或愿望得以恢复、改建或重建，这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
如何保护现有的自然生态系统，综合、恢复与整治退化的生态系统，以及重建可持续的人工生态系统
，将成为环境生态学中颇具吸引力的研究领域。
例如：湿地、湖泊、河流的生态修复与重建；珍稀、濒危和衰退物种的保护和恢复规律，物种保护、
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科学方案和方法；工厂、矿山和城市等遭受干扰的生态系统的退化规律、恢
复和重建的对策、措施、方法以及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指标体系；农田、森林、草原和荒漠化土地的
恢复和重建等。
在我国，退化生态系统的类型复杂多样，各类生态系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经济建设（如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过程中的生态恢复；矿山废弃地的生态恢复；城市化中的生态恢复等等。
生态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3.生态规划、生态安全和生态风险预测生态规埘是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对某地区的社会、经济、技术
和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综合规划，以便充分有效和科学地利用各种资源条件，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使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这是人类解决所面临环境问题的正确途径。
生态规划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就是人类社会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问题，这是涉及许多领域的极其
复杂的问题。
因此，从定性描述的分析方法向定量化的综合分析方法过渡，由“软科学”向“软、硬”结合方向发
展等也成为环境生态学今后努力的方向。
生态安全研究是环境生态学研究的新内容，如生态入侵、生物工程农产品及人类其他活动的生态安全
与预测。
生态风险评价可预测各种人类干扰的生态效应和健康效应，如根据污染物的化学行为模型、毒性毒理
学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对区域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污染负荷、恢复能力及其修复后生态系统的恢
复情况进行综合的定量评价和预测。
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现状是业已经历的一系列变化的目前阶段，同时也是即将经历的未来演替的起点
。
研究发生在生态系统内并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物理、化学、生物的相互作用过程及其生态效应，提高对
全球环境和生命过程重大变化的预测能力也将是环境生态学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努力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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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生态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生态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