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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认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并
阐明环境治理的生态学途径。
重点阐述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各种全球性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成因，特点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环
境问题的生态学对策，生态监测、生态规划、生态工程和生态评价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全书试图用简明的语言、明晰的结构，系统地介绍环境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其应用，围绕
学科的核心内容和前沿动态，在理论框架、知识集成等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环境生态学》可供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学者、相关专业的师生及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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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生态平衡的标志　　（一）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的相对平衡　　任何生态系
统都是程度不同的开放系统，既有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也有物质和能量的输出，能量和物质在生态系
统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开放性流动。
只有生物圈这个最大的生态系统，对于物质运动来说是个相对封闭的，如全球的水分循环是平衡的；
营养元素的循环也是全球平衡的。
生态系统中输出多，输入相应也多，如果入不敷出，系统就会衰退。
若输入多，输出少，则生态系统有积累，处于非平衡状态。
人类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获取能量和物质，增加系统的输出，应给予相应的补偿，只有这样能使环境
资源保持永续再生产。
　　（二）在生态系统整体上，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应构成完整的营养结构　　对于一个处于平
衡状态的生态系统来说，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食物链会断裂，会导致生态
系统的衰退和破坏。
生产者减少或消失，消费者和分解者就没有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系统就会崩溃。
例如，大面积毁林毁草，迫使各级消费者转移或消逝，分解者也会因土壤遭到侵蚀，使其种类和数量
大大减少。
消费者与生产者在长期共同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如生产者靠消费者传播种子、果
实、花粉，以及疏叶和整枝等。
没有消费者的生态系统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态系统。
分解者完成归还或再循环的任务，是任何生态系统所不可缺少的。
　　（三）生物种类和数量的相对稳定 　　生物之间是通过食物链维持着自然的协调关系，控制物种
间的数量和比例。
如果人类破坏了这种协调关系和比例，使某种物种明显减少，而另一些物种却大量滋生，破坏系统的
稳定和平衡，就会带来灾害。
例如，大量施用农药使害虫天敌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从而带来害虫的再度猖獗；大肆捕杀以鼠类
为食的肉食动物，会导致鼠害的日趋严重。
　　（四）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　　在一定区域内，一般包括多种类型的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
农田、江河水域等。
如果在一个区域内能根据自然条件合理配置森林、草地、农田等生态系统的比例，它们之间就可以相
互促进；相反，就会对彼此造成不利的影响。
例如，在一个流域内，陡坡毁林开荒，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土壤肥力减退，并且淤塞水库、河道，农
田和道路被冲毁以及抗御水旱灾害能力的下降等后果。
　　三、导致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　　（一）生态平衡失调的标志　　当外界干扰（自然的或人为的
）所施加的压力超过了生态系统自身调节能力和补偿能力后，将造成生态系统结构破坏，功能受阻，
正常的生态功能被打乱以及反馈自控能力下降等，这种状态称为生态平衡失调。
　　在结构上，生态平衡失调节表现为生态系统缺损一个或几个组分，由于结构的不完整，以至整个
系统失去平衡。
如澳大利亚草原生态系统因缺乏“分解者”这一成分，养牛业发展使草原上牛粪堆积如山。
后从我国引进蜣螂，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平衡。
　　在功能上，一方面表现为能量流动在生态系统内某一个营养层上受阻，初级生产者生产力下降和
能量转化效率降低。
如水域生态系统中悬浮物的增加，水的透明度下降，可影响水体藻类的光合作用，减少其产量；热污
染使水体增温，蓝、绿藻种类明显增加，初级生产力有所增加（极端高温等除外），但因鱼类对高温
的不适应或饵料质量的下降，鱼产量并不增高，在局部时空出现大量的无效能。
这是食物链关系被打乱的结果。
另一方面，表现为物质循环正常途径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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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断有的由于分解者的生境被污染而使其大部分丧失了其分解功能，更多的则是由于破坏了正常
的循环过程等。
如农业生产中作物秸杆被用作燃料、森林草原上的枯枝落叶被用做烧柴、森林植被的破坏使土壤侵蚀
后泥沙和养分大量的输出等。
　　（二）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的原因　　1．自然原因　　主要是指自然界发生的异常变化，或自然
界本来就存在的对人类和生物的有害因素。
如火山爆发、山崩海啸、水旱灾害、地震、台风、流行病等自然灾害，都会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这些自然因素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严重的。
甚至可使其彻底毁灭，并具有突发性的特点。
但这类因素常是局部的，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例如，秘鲁海面每隔6～7年就发生一次海洋变异现象，结果使一种来自寒流系的鱼大量死亡。
鱼类的死亡又使以鱼为食的海鸟失去食物而无法生存。
　　2．人为原因　　人为因素主要是指人类对自然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以及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
环境污染等。
人为因素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往往是渐进的、长效性的。
破坏性程度与作用时间、作用强度紧密相关。
在人类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的主要原因有：　　（1）物种改变　　人类有意
或无意地造成某一生态系统中某一生物消失或往其中引入某一物种。
都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甚至破坏一个生态系统。
例如，秘鲁是一个盛产磷石肥料的国家。
但一度因大量捕捞一种名叫鲤鱼的鱼类资源．不但使秘鲁农业中磷肥的施用量大为减少，磷肥的外贸
也遭受重大损失。
其原因是海鸟和鸬鹚以该种鱼类为生，而海鸟和鸬鹚的粪便则是磷石肥的基本来源，由于大量捕捞鲤
鱼，打乱了这条食物链，致使海鸟、鸬鹚数量锐减，它们的粪便少了，磷石肥料当然也大大减少了。
又如，菊科杂草紫茎泽兰原产缅甸，大约于1940年代传入我国云南省南部，近10年来，已从密 工农业
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大量污染物质进入环境，从而改变生态系统的环境因素，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甚
至破坏生态平衡。
埃及的阿斯旺水坝，由于修筑时事先没有把尼罗河的入海口、地下水、生物群落等当作一个统一整体
，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多方面影响，尽管收到了发电、灌溉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农田盐渍化、红
海海岸被侵蚀、捕鱼量锐减、寄生血吸虫的蜗牛和传播疟疾的蚊子增加等不良后果，这是生态平衡失
调的突出例子。
　　（3）信息系统的破坏　　许多生物在生存过程中，都能释放出某种信息素（一种特殊的化学物
质）以驱赶天敌、排斥异种，取得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繁衍后代。
例如，某些动物在生殖时期，雌性个体会排出一种信息素，靠这种性信息引起雄性个体来繁衍后代。
但是，如果人们排放到环境中的某些污染物质与某一种动物排放的性信息素发生反应，使其丧失引诱
雄性个体作用时，就会破坏这种动物的繁殖过程。
改变生物种群的组成结构，使生态平衡受到影响。
　　四、生态学的一般规律　　认识和掌握生态学规律，对于维持生态平衡，解决当前全球所面临的
重大资源与环境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工农业生产、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具体工作中也有着重要的
指导意义。
生态学的一般规律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规律　　生态系统中
生物与生物、生物和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具有和谐协调的关系，是构成生态系统或生物群落的
基础。
这种协调主要分为两类。
　　1．普遍的依存与制约关系，亦称“物物相关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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