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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教研室全体教师，经过20余年研究生教学实践，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知
识与科学研究成果实例编写而成的。
全书主要包括分子生态学、环境（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
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恢复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信息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森林资源管理、土地
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和生态规划等内容，为生态学专业研究生提供了较系统的生态学领域的专业知
识。
    本书可供林学、生物学、生态学、农学、土壤学和环境科学等专业师生、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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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大伦，女，1939年7月生，苗族。
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国家林业局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网络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会同
杉木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开拓人之一。
1960年毕业于湖南林学院林业专业。
长期从事森林生态学、森林水文学、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现任中国林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森林生态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林业科学》编委。
中国林业专家，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承担森林生态学、环境生态学、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监测和普通生态学等本科生课程；森林生态系统
定位研究方法、生态工程学、生态系统质量评价、现代生态学概论等硕士研究生课程；高级生态学、
区域生态规划、景观生态学、生态工程学、生态学研究方法和现代生态学概论等博士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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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理论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    　一、全球气候变化  　  二、生物多样
性丧失　    三、环境污染  　  四、自然资源减少与退化    　五、生态安全问题    第二节　生态学定义和
研究内容　    一、生态学定义及其演变　    二、生态外延的扩展  　  三、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第三节　
生态学发展历史及各阶段的特点    　一、朴素的生态学知识阶段　    二、生态学的形成阶段  　  三、
生态学的巩固发展阶段    　四、现代生态学及后现代生态学阶段  　第四节　生态学研究方法论　    一
、野外观测    　二、野外定位研究　    三、实验研究  　  四、数学模型模拟及数学分析　  第五节　生
态学发展趋势及远景  　  一、研究对象的多元化    　二、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形成新的学科　    三、
定位研究及网络化管理  　  四、研究手段的先进性    　五、注重生态建设与人工设计及生态决策研究
　第二章　分子生态学  　第一节　分子生态学的概述　    一、分子生态学的内涵　    二、分子生态学
的发展史　    三、分子生态学的研究现状　  第二节　分子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一、分子种群生态学
　    二、植物生态进化和生态适应　    三、转基因植物的环境释放与生态影响　  第三节　分子生态学
的研究方法  　  一、DNA水平上的研究方法    　二、蛋白质研究方法　    三、各种方法的比较  　  四
、生物信息学　  第四节　分子生态学在植物生态学中的应用　    一、在植物种群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的
应用　    二、植物种群生态适应和生态进化　    三、植物逆境分子生态学　    四、植物群落微生物分
子生态学  　  五、基因工程释放植物的风险研究  　第五节　分子生态学研究实例　    一、芦苇分子生
态学研究　    二、翅果油树分子生态学研究　    三、喜树热激反应分子生态学研究　    四、新疆阜康
绿洲沙漠过渡带碱蓬种群分子生态学研究  　    五、毛乌素沙地柠条种群分子生态学研究  　  六、辽东
栎种群分子生态学研究    　七、展望　第三章　环境（个体）生态学　  第一节　太阳辐射  　  一、太
阳辐射的性质及其变化　    二、太阳辐射光谱对生物的生态作用　    三、太阳辐射强度对生物的生态
作用　    四、太阳辐射的周期变化对生物的生态作用　  第二节　温度　　  一、温度的变化规律　    
二、温度对生物的生态作用    　三、温度与植物分布　  第三节　水分  　  一、水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 
  　二、水分对生物的生态作用及其影响因素　    三、生物体的水分平衡  　  四、植物对水分适应的生
态类型　⋯⋯　第四章　种群生态学　第五章　群落生态学　第六章　生态系统生态学　第七章　景
观生态学应用篇　第八章　城市生态学　第九章　恢复生态学　第十章　人类生态学　第十一章　信
息生态学资源管理篇　第十二章　生态系统管理　　第十三章　森林资源管理　　第十四章　土地资
源管理　第十五章　水资源管理　第十六章　生态规划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级生态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全球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使得地球生命维持系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工农业生
产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的迅速扩张导致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和不合理利用。
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荒漠化扩大和洪涝干旱
灾害频繁等生态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和生态意识的增强，人类不断探索发展的道路，认
识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明智的选择。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也是指导人类行为准则的一门学科（李振
基等，2000），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本章，我们将从地球作为生命系统开始，了解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问题，阐明生态学在构建和
谐社会中的作用，随后针对生态学外延扩展和概念泛化，解读生态学的定义、内涵及主要研究内容，
然后描述生态学的发展历史及思想转变，最后探讨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　　地球是由生物圈、大气圈、海洋圈、土壤圈等部分组成的具有
生命特征的自组织系统，生命与环境协同进化，地球生命系统调控着物质循环和能量平衡（方精云
，2000；韩兴国等，1999）。
因此，Gaia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
但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地增强，各种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进人地
球生物圈的物质循环，打破了自我调节和维持生命系统的平衡，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1962年，美国海洋学家卡尔逊（R．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描述杀虫剂的使用导致鸟类等
生物物种的死亡和消失，人类也因食物链传递杀虫剂而引发癌症等疾病，它敲响了人类所面临的环境
问题的警钟。
　　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由于对自然环境破坏和
污染而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效应（金岚，1992），它包括生态破坏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
类。
其中生态破坏问题通常简称为生态问题，是指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从而超出环境承载力，使
自然环境恶化或自然资源枯竭，以及由此产生各种生态效应。
环境污染问题是指由于工农业发展和人类生活引起的有害物质对大气、水质、土壤和动物、植物的污
染，并达到致害的程度（程胜高等，2003）。
我们可以运用生态学理论和方法，深入剖析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通过生态规
划和生态建设来协调各种生态关系。
在我国正在实施的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生态学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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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级生态学》可供林学、生物学、生态学、农学、土壤学和环境翻倒等专业师生，研究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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