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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地区的环境特征与乡村地区比较有很大的区别，《园林建设管理丛书：园林生态学》结合城
市地区的环境特征，首先阐明了光照、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生物等六大生态因子与植物的生态
关系，针对城市地区的环境问题，重点介绍了植物（主要是树木）改善城市环境的生态效益以及大量
园林植物的生态特性，其次结合当代园林学科的发展，介绍了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和城市生
态系统的主要内容。
《园林建设管理丛书：园林生态学》采用了大量新的研究资料，内容翔实，文字精练，可供园林、林
业、城建、环境、规划设计等部门的科技人员以及相关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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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植物的环境　　第二章 第一节自然环境　　一、有关环境的概念　　环境这个名词通常
是广义的，是针对某一特定主体而言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生态学中所理解的环境，是指生物体生活空间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在这种意义上，生物环境不仅包括
生物周围的种种无机环境因素，而且还包括生物有机体。
对植物而言，其生存地点周围空间的一切因素，如气候、土壤、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
等，就是植物的环境。
不同种属甚至是同一种植物的群体或个体彼此之间也互为环境因素。
　　从环境中分析出来的因素，称为环境因子。
环境因子不一定对植物都有作用，例如占大气体积78％的氮气，对非固氮植物就没有直接作用。
在环境因子中，对生物有作用的因子，叫做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是对具体生物种而言的，生物种不相同，对它们发生作用的生态因子可能不相同。
例如空气中的氮气，对非固氮植物来说，只是环境因子而不是生态因子，但对固氮植物来说，就是生
态因子。
　　在任一环境中，都包含着许多性质不相同的生态因子，它们对植物起着主要或次要、有利或有害
的生态作用，而且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在研究植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一般可分为光因子、温度因子、水因子、土壤因子、大气因子、生
物因子等六大类生态因子，而有些因子可以进一步细分，如大气因子中的氧气、二氧化碳、氮气等因
子，有时将地形因子称为间接生态因子，因为地形的变化会导致其他生态因子如土壤、光、水分条件
等的变化，对植物的生长发育间接地发挥作用。
　　在自然界中，生态因子不是孤立地对植物发生作用，而是综合在一起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发育。
生态因子的总和称为生态环境。
具体的生物个体或群体生活地段上的生态环境又称生境，林学上又称为立地条件或立地。
生境与植物种之间有着极强的对应关系，一定的植物要求着一定的生境，反之，有什么样的生境就决
定了生长什么样的植物种。
　　为了深入揭示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必要深入到对植物小环境和体内环境的研究。
小环境是指接近植物个体表面，或个体表面不同部位的环境。
例如，植物根系附近的土壤环境（根际）；叶片表面附近的大气湿度、温度的变化所形成的微气候或
微环境。
植物一般通过小环境与生态因子发生直接联系。
如气温的升高，引起叶温的上升，导致蒸腾强度的升高，在叶表面附近形成一种特殊的微气候。
　　体内环境是指植物内部的环境。
例如，叶片内部直接和叶肉细胞接触的气腔、气室都是体内环境，它通过气孔与外界相通，与外界环
境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植物的许多生理活动，如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都是在体内环境中进行的。
体内环境中的温度、水分条件、CO2和O2的供应状况，都直接影响细胞的生命活动，对植物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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