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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全球变暖、沙尘暴、洪水、风暴潮和赤潮等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
展和生命财产的安全。
出于防灾减灾的目的，人们对海洋生态学领域的兴趣一直在不断增长着，强烈关注陆地生态系统、海
洋生态系统、大气生态系统。
大量研究海洋生态系统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发
展趋势。
　　本书是在浙江海洋学院出版基金和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科研基金——长江口、胶州
湾及其附近海域的生态变化过程（O5EMCl6）的共同资助下完成的。
　　在书中，有许多方法、机制和原理，它们要反复应用，解决不同的实际问题和阐述不同的现象和
过程。
于是，出现许多次相同的段落。
同时，有些段落作为不同的条件，来推出不同的结果；有些段落来自于结果，又作为条件来推出新的
结果。
这样，就会出现有些段落的重复。
如果只能第一次用，以后不再用，这样在以后的解决和说明中就不完善，无法有充分的依据来证明结
论，而且方法、机制和原理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书中，每一章都是独立地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也许其中有些段落与其他章节中有重复。
如果将重复的删除，内容显得苍白无力、层次错乱。
因此，从作者角度尽可能地一定要保证每章内容的逻辑性、条理性、独立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作者通过对胶州湾水域的研究（1996-2009）得到以下主要结果：　　（1）研究胶州湾营养盐硅
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建立相应的动力学模型，计算出胶州湾的浮游植物吸收营养盐硅的量，浮游植
物对硅的内禀转化率和营养盐硅的量对浮游植物的吸收与水流稀释的分配比例。
　　（2）按照限制初级生产力的营养盐硅的变化，首次提出划分初级生产力值的范围分为三个部分
：硅限制的初级生产力的基础值，初级生产力的幅度和初级生产力的临界值。
通过浮游植物对营养盐的吸收比例，定量化地阐明营养盐硅限制浮游植物生长的阈值和阈值的时间以
及初级生产力受硅限制的阈值。
详细阐述了营养盐硅限制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的动态过程。
　　（3）分析认为，在整个胶州湾不存在氮、磷的限制，营养盐硅在每年的春、秋、冬季呈现年周
期变化限制胶州湾的浮游植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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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招创新地从海洋环境学、生物学、乍物地球化学和生态学的角度，定量化研究了胶州湾浮游植物生
态变化过程，揭示了孚游植物的生长规律，深入探讨了营养盐硅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营养盐限制的
判断方法、法则和唯一性以及海洋环境与浮游植物生长的生态学原理。
同时，提出地球生态系统的补充机制，展示了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剖析目前地球发牛的
现象，预测了人类影响下的地球发展趋势。
    本书共分为16章。
主要内容为生态数学模型的建立方法和应用，营养盐、光照时间和水温对浮游植物生长的影响以及浮
游植物生长规律和地球生态系统的补充机制等。
    本书适合海洋地质学、环境学、生物学、生物地球化学、生态学、海湾生态学和河口生态学的有关
科学工作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参阅，也适合高等院校师生作为教学和科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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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营养盐硅、光和水温对浮游植物生长的影响，专业
为海洋生物学和生态学；同年在青岛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和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
工作，研究方向：胶州湾浮游植物的生长过程的定量化初步研究。
2001年出站后到上海水产大学工作，主要从事海洋生态学、生物学和数学等学科教学以及海洋生态学
和生物地球化学领域的研究。
在2001年被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监测中心聘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2002年被青岛海洋局一所聘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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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11月被温州医学院聘为教授。
在2007年11月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聘为研究员。
曾参加了国际GLOBEC（全球海洋生态系统研究）的研究计划中的由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联合进行的南
海考察（在海上历时三个月）；国际的LOICZ（沿岸带陆海相互作用研究）的研究计划中在黄海东海
的考察及国际的JGOFS（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的研究计划中在黄海东海的考察。
而且也多次参加了青岛胶州湾，烟台近海的海上调查及获取数据工作。
参加了胶州湾等水域的生态系统动态过程和持续发展等课题的研究。
目前，正在进行胶州湾、长江口和莱州湾的生态、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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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态系统动态过程是全球性的研究热点，如国际地圈和生物圈计划（IGBP）。
用于研究的模型方面，从早期的种问竞争、捕食的关系模型发展到生态过程、食物链模型。
尤其在近代，全球的环境变化受到重视，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应用数学的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完善，
生态的动态数学模型展示了物理、化学、地质、环境、生物等学科的综合的生态过程，如：ERSEM
MAST-1 program report（1993）和Frost（1993）的欧洲北海区域的海洋生态系统模型、美国和加拿大对
东海岸的乔治浅滩生态系、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上升流生态系、切萨皮克湾生态系、圣劳伦斯湾生态
等工作，使得生态条件大为改善。
我国的生态系统动态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然而，最近几年，我国科学工作者追踪国际前沿的发展趋
势，逐渐使我国在这一方面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海洋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巨大宝库，随着人类科学研究的进步，各种研究方法的更新，人类对海洋
的认识也更为深入，对海洋资源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随着近海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以及全球变化影
响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普遍意识到海洋生态、特别是近海生态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
海洋生态学是研究海洋生物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动态和定量的研究是其发展的总趋势，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在综合海洋生态系统各个要素作用的基础上建立生态数学模型，利用模型讨论模拟海洋
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已经成为海洋生态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目前人们正努力于研究复合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营养动力学机制、生态系统的生物过程等
，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模型，物质输运和物质平衡模型、营养补充机制模型、营养吸收动力学模型、食
物网结构模型和分室能流模型等，使得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态研究得以发展和完成，并对人类生存、
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此，生态数学模型在海洋生态学研究中成为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工具，正如D.W.Thompson（1942）所
言“⋯⋯数字上的精确性是科学的真正灵魂，达到这一点是判断理论的真实性与实验的正确性的最好
的、也许是唯一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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