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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学基础（双语教材）》综合国内外最新出版的生态学教材内容，结合作者多年双语教学经
验，以国内外优秀生态学教科书为参考，将中、英教科书的重要内容有机结合到一起，重点突出，内
容简洁系统，图文并茂；中、英文部分各成体系，适合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基础课或专业基
础课的教材，也可供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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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生态学基本概念　　1.1.1　生态学的定义　　生态学（ecology）一词，德
文为“6kologie”或“oekologie”，自1866年由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einrich Haeckel首次提出以来，一直
被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以各自的理解进行解释和传播着（表1—1）。
　　《牛津生态学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Ecology）中对于“生态学”一词进行了概括性的解释
，即“生态学是关于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其所有的生命或非生命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研
究”。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sms and between organisms，and between them
and allaspects，living and non‘liVin9，of their enVironmellt-”）。
　　100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eco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Oekologie，由词根0ikos（“住所”或“栖息地
”）和词尾logos（“研究”）构成，即关于栖息地的研究。
但是，随着生态学研究体系的日益完善，生态学已经逐渐摆脱了早期生物生理学、自然地理学、生物
遗传进化等研究领域的局限，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关于系统性整体调控和预测的科学研究任务。
　　因此，本书认为，现代的“生态学”定义，可以直观地理解为“关于生物生存态势的科学研究”
，其中的“生物”，包含了不同层次的生物体，如个体、种群或群落；其中的“生存态势”，即生物
的现存状态和发展趋势。
也就是说，生态学是研究一定环境条件下的生物现存状态及发展趋势的科学。
“ecology”一词，也可以理解成是由前缀“ec-”（出，出自）和词根“0logy”（科学，学问）构成的
，即“关于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
　　1.1.2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生态学起源于生物学，依据现代生物学的层次性，生态学的研究对象
和内容也包含了生物学的各个层次及其与环境构成的多种生物系统，小到基因水平的分子生态系统，
大到以生物群落带为主体的全球生态系统。
　　生态学研究的生物范畴包括生物个体、生物群体及生物群落；也有动物、植物、微生物及人类等
，具体包括了生物多样性的各种类型（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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