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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态学专业研究生教材。
按照生态学从微观到宏观发展的层次，分述分子生态学、生理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
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系统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
简要阐明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介绍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系统论述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指出生态
学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始终贯穿理论与方法结合，基础与前沿并重，着眼于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各章包括学习要点、基本概念、正文、思考题和参考文献5个部分。
书末收录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生态学课程考试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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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二、生态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研究内容　　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相互作用
关系的生态学学科，本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面临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后
，一跃而成为世人瞩目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传统的生态学认为，“生态学是研究以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为中心的宏观生物学。
”“生态学研究的最低层次是有机体”。
然而由于1992年《分子生态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生态学已进入分子水平。
因此现代生态学研究的范畴，按生物组织水平划分，可从分子、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
、直到全球。
　　若按研究的对象分类，生态学又可分为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若按栖息地
类型分，又可分为森林生态学、草地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淡水生态学等；若按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相
互渗透、交叉形成新的分支学科，于是又可分为数学生态学、化学生态学、生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
、进化生态学等；按生态学应用的门类来分，它们又可以分成农业生态学、资源生态学、污染生态学
等；最后，若按研究方法分，还可以分成理论生态学、野外生态学、实验生态学等。
　　本书根据现代生态学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按照生态学从微观到宏观发展的顺序，
依次以分子生态学、生理生态学、行为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
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为主线，辅以系统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两个应用性较强的分支学科，其中在应
用生态学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入侵生态学、恢复生态学、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分支
学科，从而形成了现代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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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此次修订是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生态学发展趋势，增加了化学生态学、入侵
生态学、恢复生态学、全球变化生态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分支学科，同时补充了生物与环境、群
落的分类与主要类型、自然保护区等内容，以完善生态学的学科体系，保持本书的系统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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