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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农业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生物群落，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农业生态系统能量流
动，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与优化设计，农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生
态农业与循环农业等内容。

　　本次修订一是充实和更新了相关内容，包括农业生态学进展与趋势、典型农业生态系统与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气候变化应对与循环农业、农业外来生物入侵等，并更新了书中的相关数据资料；二是
调整部分内容与增补典型案例，删除一些过时或不重要的内容，并尽可能对各部分内容用更多的实例
和图示来表达，以满足教学改革需求。

　　该书内容翔实，图文并茂。
适合高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教学用书和研究生考试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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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群落水平的调控群落水平的调控是指根据种间互作、边缘效应等理论，调控农
业生物群落的垂直结构、水平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形成合理的立体种植、立体种养模式，
以实现对资源的最佳利用。
五.系统结构调控系统结构的调控是指通过优化农、林、牧、渔、副的比例和配置，建成新的综合系统
，使系统各组成成分间的结构与机能更加协调，系统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更趋合理，系统生产力、
可持续性和综合效益发挥到最大。
从系统构成上讲，结构调控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①确定系统组成在数量上的最优比例。
这是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多目标最大化的前提下对已有资源量进行合理的配置。
这种结构配置常借助多目标规划法确定。
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系统输出产品的种类、数量及其比例将发生较大变化。
因此，生产实践中往往根据实际需求对资源配置结构进行相应调整。
例如，在西北内陆河灌区，水资源不足是限制农业生态系统发展的主要因素；为协调经济、生态、社
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矛盾，压缩灌溉耕地、减少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发展设施栽培已成为系统组
成结构优化的基本方向。
②确定系统组成在空间上的最优组合方式。
这主要指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林、牧生产，按生态位原理进行立体组合，按时空三维结构对农业进
行多层配置，在提高生物资源需求与资源供给的同时，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例如，在黄土高原甘肃中部定西地区，为处理好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府部门总结提出了“
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底穿靴子”的思路，即在山顶土壤相对瘠薄地带种植生态效应较高的植
物，在山腰地带修建梯田、种植作物，而在平川地带通过修建水利调蓄工程发展高效农业。
这种系统空间结构既有效地减小了水土流失，改善了生态环境，农业经济效益也得到了相应提高。
③确定系统组成在时间上的最优组合方式。
要因地制宜找出适合地区优先发展的突破口，统筹安排先后发展项目。
内陆河流域不仅水资源短缺，而且冬、春季节以农田为主要策源地的沙尘暴频繁发生，因此，冬季农
田生物覆盖是减小农田起尘的重要措施。
据甘肃农业大学研究，春小麦后复种冬油菜，既可提高有限降水的利用率，又可显著降低农田风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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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生态学(第2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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