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绪论

1．说明生态学的定义

研究有机体及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2．研究生态学采用的方法：

野外的/实验的、理论的

第一部分 有机体与环境

一．生物与环境

1．概念与术语

环境：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一切的总和，包括空间及直接或间接影响该生物

体或生物群体生存的各种因素。

生态因子：指环境要素中对生物起作用的因子，如光照、温度、水分、氧气、二氧化碳。

食物和其他生物等。

生态幅（生态价）：每一种生物对每一种生态因子都有一个耐受范围，即有一个生态上的

最低点和最高点。在最低点和最高点之间的范围，称为生态幅。

大环境：指地区环境、地球环境和宇宙环境。

小环境：指对生物有直接影响的邻接环境，即指小范围内的特定栖息地。

大气候：大环境中的气候，是指离地面1.5m以上的气候，是由大范围因素所决定 

小气候：小环境中的气候，指近地面大气层中1.5m以内的气候。

生境：所有生态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特定生物体或群体的栖息地的生态环境。

密度制约因子：如食物、天敌等生物因子，其对动物种群数量影响的强度随其种群密度而

变化，从而调节了种群数量。

非密度制约因子：指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它们的影响强度不随种群密度而变化。

限制因子：任何生态因子，当接近或超过某种生物的耐受性极限而阻止其生存、生长、繁

殖或扩散时，这个因素称为限制因子。

2.什么是最小因子定律？什么是耐受性定律？

最小因子定律：低于某种生物需要的最小量的任何特定因子，是决定该种生物生存和分布

的根本因素。

耐受性定律：任何一个生态因子在数量上或质量上的不足或过多，级当其接近或达到某种

生物的耐受限度时会使该种生物衰退或不能生存。

3.生态因子相互联系表现哪些方面？

1)综合作用：环境中的每个生态因子不是孤立的、单独的存在，总是与其他因子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2)主导因子作用：对生物起作用的众多因子并非等价的，其中有一个是起决定作用的，它

的改变会引起其他生态因子发生变化，使生物的生长发育发生变化，这个因子称主导因子

。

3)阶段性作用：由于生态因子规律性变化导致生物生长发育出现阶段性，在不同发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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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需要不同的生态因子或生态因子的不同强度。

4)不可替代性和补偿性作用：对生物作用的诸多生态因子虽然非等价，但都很重要，一个

都不能缺少，不能由另一个因子来替代。

5)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生态因子对生物的行为、生长、繁殖和分布的作用可以是直接的

，也可以使间接的。有时还要经过几个中间因子。

二、能量环境

1．概念与术语

外温动物:依赖外部热源，如鱼类、两栖类和爬行类。

内温动物：通过自己体内氧化代谢产热来调节体温。

异温动物：产生冬眠的内温动物。

驯化：内温动物经过低温的锻炼后，其代谢产热会比温暖环境中高。这些变化过程是由实

验诱导的，称为驯化。

气候驯化：如果是在自然界中产生的则称为气候驯化。

适应性低体温：当环境温度过低时，内温动物会自发地从冬眠中醒来恢复到正常状态，而

不致冻死，这是与外温动物冬眠的根本区别。内温动物这种受调节的低体温现象称为适应

性低体温。

发育阈温度或生物学零度：显示发育生长是在一定的温度范围上才开始，低于这个温度

，生物不发育，这个温度称为发育阈温度。

春化

黄化现象：一般植物在黑暗中不能合成叶绿素，但能形成胡萝卜素，导致叶子发黄，称为

黄化现象。

春化：

2.生物对光照会产生哪些适应？

①光质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可见光的强度及照射时间的变化对动物的生殖、生长、

发育、行为及体色有显著的影响。

②光照强度的生态作用及生物的适应：光照强度的对生物的生长、发育和形态建成的作用

；植物对光照强度的适应；动物对光照强度的适应

③生物对光照周期的适应：生物的昼夜节律；生物的光周期现象

3.生物对极端的高温会产生哪些适应？

生物对高温的适应表现在形态、生理和行为等各个方面。在形态上，有些植物油密绒毛和

鳞片，能过滤一部分阳光；有些植物体色呈白色、银白色，叶片反光，可反射大部分阳光

，减少植物的热能的吸收等。在生理适应方面，植物主要是降低细胞含水量，增加糖或盐

的浓度，这有利于减慢代谢率，增加原生质的抗凝结能力。其次是靠旺盛的蒸腾作用避免

植物体过热。动物对高温适应的重要途径是适当放松恒温性，使体温有大幅度的波动。沙

漠中的啮齿类动物非常丰富，行为适应是重要的对策，它们采用“夜出加穴居式的适应方

式”，避开沙漠白天炎热而干燥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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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种的分布完全由温度决定吗？

 还由光来决定

5.简述火的生态作用

火的有益作用：把枯枝叶烧成灰，形成物质再循环的无机肥料，成为新一轮生命周期的开

始。火也可以减少与耐火树竞争的物种。

火的有害作用：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特别是破坏了生物群和它们错综复杂的关系。

6.简述风的生态作用

风对生物生长及形态的影响：强风能降低植物的生长高度；强风还能使树木形成畸形树冠

；影响了植物的形态结构；影响了鸟兽的体表形态特征。

风是传播运输工具。

风的破坏作用：风对植物的机械破坏作用——风折、风倒、风拔等，取决于风速、风的阵

发性、环境的其他特点和植物种的特征。

三、物质环境

1．概念与术语

湿生植物：湿生植物抗旱能力小，不能忍受长时间缺水，但抗涝性很强，根部通过透气组

织和茎叶的通气组织相连接，以保证根的供氧。

中生植物：由于环境中水分减少，而逐步形成一套保持水分平衡的结构与功能。

旱生植物：生长在干热草原和荒漠地区，其抗旱能力极强。

腐殖质：是土壤微生物分解有机质时，重新合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多聚体化合物，主要

是胡敏酸和富里酸，占土壤有机质总量的85%~90%以上。

土壤质地：组成土壤的各种大小颗粒按直径可分为粗砂、细砂、粉砂和黏粒。这些不同大

小颗粒组合的百分比称为土壤质地。

土壤结构：土壤颗粒排列形式、孔隙度及团聚体的大小和数量称为土壤结构。

盐碱土植物：盐碱土是盐土和碱土以及各种盐化、碱土化的统称。

1．简述陆地上水的分布及其变化规律

1)降雨量：地球上的降雨量随着唯独发生很大变化。在赤道南北两侧20范围内，降雨量最

大，再向南北扩展，维度为20~40地带，降雨量最少，大多为沙漠，40~60为中纬度湿润地

带，极地降水很少，为干燥地带；陆地上的降雨量还受到海陆位置、地形及季节的影响。

2)大气湿度：相对湿度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温度低，相对湿度降低。相对湿度随昼夜温

差的改变，随地理位置而异。

2．水生植物如何适应于水环境？

水生植物具有自动调节渗透压的能力。水生植物对缺氧环境的适应，使根、茎、叶内形成

一套互相连接的通气系统。

3．水生动物如何适应于高盐度或低盐度的环境？

水生动物主要靠渗透调节来控制生活在高渗和低渗环境中的有机体体内水平衡及溶质平衡

。淡水硬骨鱼血液渗透压高于水的渗透压，属于高渗性的。海洋鱼类是低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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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生植物对水的适应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水生环境的盐度，使水生植物由于自动调节渗透压的能力。水体中的氧浓度大大低于空气

的氧浓度，水生植物对缺氧环境的适应，使根、茎、叶内形成一套互相连接的通气系统。

5．陆生动物如何适应于干旱环境？

①脊椎动物羊膜卵的产生使脊椎动物在发育过程中能阻止水分的丢失，而允许脊椎动物区

开拓陆地。

②陆生动物通过直接饮水或从食物所含的水分中得到水。

③减少失水：减少蒸发失水，减少排泄失水（哺乳动物肾的保水能力），蛋白质代谢产物

的排泄（排泄尿素与尿酸），行为变化。

6．简述大气中CO2与O2浓度与生物的关系

7．土壤的物理性质对生物有哪些作用？

①土壤质地影响生物的分布于活动。

②团粒结构统一保肥和供肥的矛盾，使土壤中水、气、营养物处于协同状态，给植物的生

长发育和土壤动物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

③土壤水分能直接被植物根吸收利用。且影响了土壤动物的生存与分布。

④土壤空气影响植物与土壤动物的呼吸作用。土壤通气程度影响土壤微生物的种类。数量

和活动情况，进而影响植物的营养状况。

⑤土壤温度对植物的发育生长有密切的关系。土温的变化，导致土壤动物产生行为的适应

变化。

8．土壤的化学性质对生物有哪些作用？

土壤酸度影响矿质盐分的溶解度，从而影响植物养分的有效性。还影响了土壤动物区系以

及分布。

土壤有机质可增强植物代谢活动。土壤腐殖质还是异养微生物的重要养料和能源，能活化

土壤微生物。

土壤矿质元素是植物生长代谢所需。土壤的无机元素对动物的生长和动物的数量也有影响

。

9．土壤动物如何适应于土壤中高CO2与缺氧的环境？

地下兽对低O2的适应表现在血红蛋白的浓度增加，血红蛋白的氧结合能力增加，同时降低

能量代谢，降低体温，以减少对氧的需求。地下兽的脑中枢对CO2的敏感性降低，随着吸

入气CO2浓度上升，呼吸通气量增加缓慢，地下兽会通过肾调整盐离子排泄速度，以提高

血液的缓冲能力，对高CO2环境产生代偿性适应。

10．土壤有那些生物学特性？

活动于土壤中的动物、扎根于土壤中的植物与众多的土壤微生物对土壤的作用，促成了成

土作用，改善了土壤的物理性能，增加了土壤中的营养成分。

四、种群及其基本特征

1．什么是种群，有哪些重要的群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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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是在同一时期内占有一定的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

群体特征：

①空间特征，即具有一定的分布区域

②数量特征，每单位面积上的个体数量是变动的。

③遗传特征，种群具有一定的基因组成，即系一个基因库，以区别于其他物种，但基因组

成同样是处于变动之中的。

2．试说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种群生态学基础。

3．设在0.5Ml培养液中放5个草履虫，每天计数培养液中种群数量，其后4天的结果为

20,137,319,369，请用逻辑曲线拟合，并求出增长方程。

4.1992年中国人口大约为12亿，出生率为22‰，死亡率为7‰，其每年的增长率为多少？以

该增长率增长，种群的加倍时间是何时？

5．有关种群调节理论有哪些学派，各学派所强调的种群调节机制是什么？

外源性种群调节理论：分为非密度制约的气候学派和密度制约的生物学派。

非密度制约的生物学派：多以昆虫为研究对象，认为生物种群主要是受对种群增长有利的

气候的短暂所限制。

密度制约的生物学派：主张捕食、寄生和竞争等生物过程对种群调节起决定作用。

内源性自动调节理论：研究焦点在动物种群内部，强调种内成员的异质性，特别是各个体

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行为、生理和遗传特性上的反映。包括行为调节、内分泌调节、遗传调

节。

6．什么是集合种群，集合种群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种群有何区别？

集合种群：是居于种群通过某种程度的个体迁移而连接在一起的区域种群。

有人将集合种群称为一个种群的种群，即集合种群是种群的概念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抽象

和概括。

五、生物种及其变异与变化

1．怎样理解生物种的概念？

①生物种不是按任意给定的特征划分的逻辑的类，而是由内聚因素联系起来的个体的集合

。

②物种是一个可随时间进化改变的个体的集合。

③物种是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单位。

2．为什么说种群是进化的基本单位？

在世代传递过程中，亲代并不能把每一个体的基因型传递给子代，传给子代的只是不同频

率的基因。基因频率会受到突变、选择、漂变、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物种的进

化过程，即表现为基因频率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连续变化过程。新物种形成是进化

过程中的决定性阶段。

3．什么是多态现象？

在种群中许多等位基因的存在导致一种群中一种以上的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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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确定某一物种在一些性状上的地理变异是由自然选择还是遗传漂变引起的，应该得

到哪些证据？

如果选择强度s大于遗传漂变强度，且大10倍或更多，则在多数情况下，可对遗传漂变忽略

不计，反之亦然。

5．经历过遗传瓶颈的种群有哪些特点？

经过瓶颈后，如果种群一直很小，则由于遗传漂变作用，其遗传变异会迅速降低，最后可

能致使种群灭绝。另一个方面，种群数量在经过瓶颈后也可能逐步恢复。

6．植物以及岛屿的物种分化有何特点？

植物通过多倍体发生的。多倍体是整个染色体组的自发复制，致使个体中原来染色体数成

倍增加。植物物种形成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比动物易于产生杂种后代，杂交能育性高。

岛屿物种形成的特点是由于和大陆隔离，往往易于形成适应于当地的特有种。

六、生活史对策

1．什么是生活史，其包含哪些重要组分？

生物的生活史是指其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全部过程。包括身体大小、生长率、繁殖和寿

命。

2．什么是生活史对策？K-对策和r-对策各有哪些特点？

生物在生存斗争中获得的生存对策，称为生态对策，或是生活史对策。

r-选择种类具有所有使种群增长率最大化的特征：快速发育，小型成体，数量多而个体小

的后代，高的繁殖能量分配和短的时代周期。

K-选择种类具有使种群竞争能力最大化的特征：慢速发育。大型成体，数量少但体型大的

后代，低繁殖能来弄个分配和长的世代周期。

3．什么是两面下注理论？

根据对生活史不同组分的影响来比较不同生境。如果成体死亡率与幼体死亡率相比相对稳

定，可预期成体会“保卫其赌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生产后代，而如果幼体死亡率低于

成体，则其分配给繁殖的能力就应该高，后代一次全部产出。

七、种内与种间关系

1、种内与种间关系有哪些基本类型？

种内：竞争、自相残杀、性别关系、领域性、社会等级

种间：竞争、捕食、寄生、互利共生

2．密度效应有哪些普遍规律？

最后产量恒值法则：不管初始播种密度如何，在一定范围内，当条件相同时，植物的最后

产量差不多总是一样的。

公式：

-3/2自疏法则：同样在年龄相等的固着性动物群体中，竞争个体不能逃避，竞争结果典型

的也是使较少量的较大个体存活下来。这一过程叫自疏。自疏导致密度与生物个体大小之

间的关系，该关系在双对数图上具有典型的-3/2斜率，这种关系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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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3．何谓红皇后效应？生物进行有性繁殖有什么好处？

红皇后效应： 捕食者与猎物之间这种协同进化关系

好处：

①可迅速繁殖，占领暂时性栖息地

②母体所产的后代都带有母本的整个基因组，因此给下代复制的基因组是有性繁殖的两倍

。

4．领域行为和社会等级有何适应意义？

动物的领域行为有利于减少同一社群内部成员之间或相邻社群间的争斗，维护社群稳定

，并保证社群成员有一定的食物资源、隐蔽和繁殖的场所，从而获得配偶和养育后代。

社会等级保证了种内强者首先获得交配和产后代的机会，从雾中种群整体而言，有利于种

族的保存和延续。

5．什么是他感作用，有何生态学意义？

他感作用：也称作异株克生，通常指一种植物通过向体外分泌代谢过程中的化学物质，对

其他植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生态学意义：

①对农林业生产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②他感作用对植物群落种类组成有重要影响，是造成种类成分对群落的选择性以及某种植

物的出现引起另一类消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③是引起植物群落演替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

6．什么是竞争排斥原理？举例说明两物种共生存或排斥的条件。

竞争排斥原理：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内，两个以上受资源限制的，但具有相同资源利用方式

的物种，不能长期共存在一起，也即完全的竞争者不能共存。

例如：动物为了竞争领域或食物进行打斗。

7．什么是竞争释放和性状替换？

竞争释放：在缺乏竞争者时，物种会扩张其实际生态位。

性质替换：竞争产生的生态位收缩会导致形态性状发生变化。

8．什么是生态位？画图比较说明两物种种内、种间竞争的强弱与生态位分化的关系。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物种在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

9．谈谈捕食者对猎物种群数量的影响。

①任一捕食者的作用，只占猎物总死亡率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去除捕食者对猎物种仅有微

弱影响。

②捕食者只是利用了对象中超出环境所能支持的部分个体，所以对最终猎物种群大小没有

影响。

10．怎样管理好草原？

放牧活动能调节植物的种间关系，使牧场植被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但过度放牧也会破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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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群落。

11．谈谈寄生者与寄主的协同进化。

①由于宿主组织环境多数稳定少变，所以许多寄生动物的神经系统和感官系统都退化。

②寄主被寄生物感染后会发生强烈的反应。

③寄生物与宿主的协同进化，常常使有害的“负作用”减弱，甚至演变为互利共生的关系

。

12．共生有哪些类型？

偏利共生；互利共生（专性互利共生和兼性互利共生；传粉和种子散布；防御性互利共生

；动物组织或细胞内的共生性互利共生）

八、群落的组成与结构

1．什么是生物群落，它有哪些主要特征？

生物群落：在相同时间聚集在同一地段上的各物种种群的集合。

主要特征：

①具有一定的种类组成

②群落中各物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③群落具有自己的内部环境

④具有一定的结构

⑤具有一定的动态特征

⑥具有一定的分布范围

⑦具有边界特征

⑧群落中各物种不具有同等的群落学重要性

3．什么是群落交错区，它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群落交错区：又称生态交错区或生态过渡带，是两个或多个群落之间的过渡区域。

主要特征：

①它是多种要素的联合作用和转换区，各要素相互作用强烈，常是非线性现象显示区和突

变发生区，也常是生物多样性高的区域

②这里的生态环境抗干扰能力弱，对外力的阻抗相对较低，界面区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

，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很小

③这里的生态环境的变化速度快，空间迁移能力强，因而也造成生态环境恢复的困难。

4．何谓生活型，如何编制一地区的生活型谱？

生活型是生物对外界环境适应的外部表现形式，同一生活型的生物，不但体态相似，而且

在适应特点上也是相似的。

如何编制：同一类生活型中，常常包括了在分类系统上地位不同的许多种，因为不论各种

植物在系统分类上的位置如何，只要对某一类环境具有相同的适应方式和途径，并在外貌

上具有相似的特征，它们就都属于同一类生活型。

5．影响群落结构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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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生物因素：竞争对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捕食对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⑵干扰对群落结构的影响

⑶空间异质性与群落结构

⑷岛屿与群落结构

6．Raunkiaer频度定律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一个种类分布比较均匀一致的群落中，属于A级频度的种类占大多数，B、C和D级

频度的种类较少，E级频度的植物是群落中的优势种和建群种，其数目也较多，所以占有

的比例也较高。

7．层次与层片有何异同？

层次：

层片：指由相同生活型或相似生态要求的种组成的机能群落。群落的不同层片是由属于不

同生活型的不同种的个体组成。

8．群落结构的时空格局及其生态意义是什么？

在某一时期，某些植物种类在群落生命活动中起主要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则是另些植物

种类在群落生命活动起主要作用。

生态意义：在生境的利用方面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达到了对时间因素的充分利用。

9．现代群落学与经典群落学的强调点有哪些区别？

10．重要的群落多样性指数有哪些，如何估计？

①辛普森多样性指数：是基于在一个无限大小的群落中，随机抽取两个个体，它们属于同

一物种的概率是多少这样的假设而推导出来的。用公式表示为：

   辛普森多样性指数=随机取样的两个个体属于不同种的概率=1-随机取样的两个个体属于

同种的概率

③香农-威纳指数：用来描述种的个体出现的紊乱和不确定性。不确定性越高，多样性也就

越高，其计算公式：

11．多样性随哪些条件而变化？为什么热带地区生物群落的多样性高于温带和极地？

①多样性随纬度的变化

②多样性随海拔的变化

③在海洋或淡水水体，物种多样性有随深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时间、空间、气候、竞争、捕食和生产力的影响和限制

九、群落的动态

1．原生裸地与次生裸地有什么不同？

原生裸地是指原来没有植物覆盖的地面，或者是原来存在过植被，但被彻底消灭了的地段

。

次生裸地是指原有植被虽已不存在，但原有植被下的土壤条件基本保留，甚至还有曾经生

长在此的种子或其他繁殖体的地段。

2．什么是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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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繁殖体到达新地点后，开始发芽、生长和繁殖的过程。

3．简述研究群落波动的意义。

4．说明水生演替系列和旱生演替系列的过程。

水生演替：

①自由漂浮植物阶段

②沉水植物阶段

③浮叶根生植物阶段

④直立水生阶段

⑤湿生草本植物阶段

⑥木本植物阶段

旱生演替阶段：

①地衣植物群落阶段

②苔藓植物群落阶段

③草本植物群落阶段

④灌木群落阶段

⑤乔木群落阶段

5．比较个体论演替观与经典的演替观。

经典演替观的两个基本点：每一演替阶段的群落明显不同于下一阶段的群落；前一阶段群

落中物种的活动促进了下一阶段物种的建立。

个体演替观强调个体生活史特征、物种对策、以种群为中心和各种干扰对演替的作用。

6．什么是演替顶级？单元演替顶级理论与多元演替顶级理论有什么异同点？

演替顶级：指每一个演替系列都是由先锋阶段开始，经过不同的演替阶段，到达中生状态

的最终演替阶段。

相同点：都承认经过单向变化而达到稳定状态的群落；而顶级群落在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

上的分布，都是和生境相适应。

不同点：

单元顶级论认为，只有气候才是演替的决定因素，其他因素都是第二位的，但可以阻止群

落向气候顶级发展；多元顶级论则认为，除气候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决定顶级的形成

。

单元顶级论认为，在一个气候区域内，所有群落都有趋同性的发展，最终形成气候顶级

；而多元顶级论不认为所有群落最后都会趋于一个顶级。

7．你认为应该怎样研究演替？

十、群落的分类与排序

1．试述中国群落分类的原则、单位与系统。

采用“群落生态”原则，即以群落本身的综合特征作为分类依据，群落的种类组成、外貌

和结构、地理分布、动态演替等特征及其生态环境在不同的等级中均作了相应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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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群丛

系统：

植被型组

植被型

植被亚型

群系组

群系

亚群系

群丛组

群丛

亚群丛

2．什么是植被型和群系？《中国植被》中将中国植被分为哪几个植被型与哪几个植被型？

植被型：在植被型组内，把建群种生活型相同或相似，同时对水热条件的生态关系一致的

植物群落联合为植被型。

群系：凡是建群种或共建种相同的植物群落联合为群系。

中国植被分为10分植被型组、29个植被型、560多个群系，群丛则不计其数。

3．植被型、群系和群丛是如何命名的？P198

4．什么是排序？排序方法可分为哪两类，各有什么特点？

排序：把一个地区内所调查的群落样地，按照相似度来排定各样地的位序，从而分析各样

地之间及其与生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直接排序和间接排序。

直接排序以群落生境或其中某一生态因子的变化排定样地生境的位序。

间接排序是用植物群落本身属性排定群落样地的位序。

十一、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

1．生态系统有哪些主要组成成分，它们如何构成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就是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着的所有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

和能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包括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2．什么是食物链、食物网和营养级？生态锥体是如何形成的？

食物链：生产者所固定的能量和物质，通过一系列取食和被食的关系而在生态系统中传递

，各种生物按其取食和被食的关系而排列的链状顺序。

食物网：生态系统汇总的食物链彼此交错连接，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营养级：用图解的方法来描述物种和物种之间的营养关系。一个营养级是指位于食物链某

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种的总和。

生态锥体是由能量锥体，生物量锥体和数量锥体组成。

3．说明同化效率、生长效率、消费效率和林德曼效率的关系。

同化效率：指植物吸收的日光能中被光和作用所固定的能量比例，或被动物摄食的能量中

被同化了的能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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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效率：指形成新生物量的生产能力占同化能量的百分比。

消费效率：指n+1营养级消费的能量占n营养级净生产能量的比例。

林德曼效率：指n+1营养级所获得的能量占n营养级获得能量之比，相当于同化效率、生产

效率和消费效率的乘积。

4．什么是负反馈调节，它对维护生态平衡有什么指导意义？

十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1．在生态系统发育的各阶段中，生物量、总初级生产量和净初级生产量是如何变化的？

生物量：指某一时刻调查时单位面积上积存的有机物质

总初级生产量：植物所固定的太阳能或所制造的有机物质（GP）

净初级生产量：在初级生产过程中，植物固定的能力有一部分被植物自己的呼吸消耗掉

，剩下的可用于植物生长和繁殖。（NP）

2．地球上各种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量占总入射日光能的比率都不高，那么初级生产量的

限制因素有哪些？试比较水域和陆地两大类生态系统。

①陆地生态系统②水域生态系统

陆地生态系统中，光、CO2、水和营养物质是初级生产量的基本资源，温度是影响光和效

率的主要因素。

水域生态系统中，光是影响水体初级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子。海洋浮游植物的净初级生产

力，取决于太阳的日总辐射量、水中的叶绿素含量和光强度随水深度而减弱的衰变系数。

决定淡水生态系统初级生产量的限制因素，主要是营养物质、光和食草动物的捕食。

3．测定初级生产量的方法有哪些？

①收获量测定法

②氧气测定法

③CO2测定法

④放射标记物测定法

⑤叶绿素测定法

4．概括生态系统次级生产过程的一般模式。

见书本224页

5．怎样估计次级生产量？

①按同化量和呼吸量估计生产量，即P=A-R;按摄食量扣除粪尿量估计同化量，即A=C-FU

②P=Pg+Pr,Pr为生殖后代的生产量；Pg为个体增重的部分。

6．分解过程的特点和速度取决于哪些因素？

取决于分解资源的质量、分解者生物的种类和分解时的理化环境条件三方面

7．自养生态系统和异样生态系统的区别有哪些？

自养生态系统：靠绿色植物固定太阳能

异养生态系统：不依靠或基本上不依靠太阳能的输入而主要依靠其他生态系统所生产的有

机物输入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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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说明吃活食的碎石食物链的特点。

十三、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1．如何以分室模型的方法研究元素循环？

每一次生物化学转变都有一个或多个元素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我们可以把生态

系统中元素的各种状态，看做为不同的分室，而元素的进出分室，就好比物理和生物过程

改变了元素的状态。

2．比较气体型和沉积型两类循环的的特点。

在气体循环中，大气和海洋是主要贮存库，有气体形式的分子参与循环过程，如氧、二氧

化碳、氮等循环。

参与沉积型循环的物质，其分子和化合物没有气体形态，并主要通过岩石风化和沉积物分

解成为生态系统可利用的营养物质。

气体循环和沉积型循环都受太阳能所驱动，并都依托于水循环。

3．全球碳循环包括哪些重要的生物的和非生物的过程？

①生物的同化过程和异化过程，主要是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②大气和海洋之间的二氧化碳交换

③碳酸盐的沉淀作用

4．全球碳循环与全球气候变化有什么重要联系？

5．氮循环的复杂性在哪里？对人工固氮的正反两方面后果做一个评价。

复杂性：包括孤单作用；氮化作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

氮污染使土壤和水体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过多的使用化肥不仅污染土壤和水体，还能把一

氧化二氮送入大气，它在同温层中与氧反应，破坏臭氧，从而增加大气中的紫外辐射，它

在对流层作为温室气体，促进气候变暖。

氮肥能促进植物生长，为人类提供好处。

6．试讨论元素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说明其研究意义。

自然界中的元素循环式密切关联和相互作用着的，而且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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