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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生态学原理》由陈勇著：人类生态学是一门融合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
如何定位和构建这门学科，国内外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
作者在总结国内外大量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其多年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思考与探索，通过理论
分析和经验总结完成本书。
全书共分为三篇，14章。
上篇：人类生态学基础理论，共5章，主要讨论了人类生态学的主要学派和基础理论问题；中篇：环
境与人类生计系统，共4章，重点讨论了人类通过不同生计活动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和改造
问题；下篇：人类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共5章，主要讨论了人类在高山、极地、干旱、湿热和疾病等
不同环境压力因子(stresso)作用下的适应问题。

《人类生态学原理》为学术专著，可为从事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景观规划、人口学、人类学
和民族学等相关专业研究的科研人员和其他关注人类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读者阅读，也可作为上述各专
业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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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生态学原理》共三篇14章，上篇5章是关于人类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中篇4
章讨论了人类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和改造问题，而下篇5章讨论人类在不同环境压力因子作
用下的适应问题。
全书体系完整，构建了人类生态学理论的新框架，既体现作者对人类生态学的认识，也反映了当前人
类生态学的中外研究最新成果。
参考文献列于每章之末，一时难于统计引文的总数，但无疑十分丰富。
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不少难得一见的中英文专著。
作者有很高的英文素养，而剑桥一年，又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国内难于查找到的英文原著。
这些都会使本书的读者，获得可信的新认识，又有助于对作者探索的判读。
因此，这是一本颇具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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