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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食物链》

前言

对于海洋生物，无论是种群类型，还是它们各自种群的数量，都是非常之大的。到目前为止，谁也无
法用确切的数字阐明海洋有多少个体的生物。不难看出，海洋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复杂。那么，有
没有什么方法来表达海洋生物种群的关系呢？生物学家经过多年观察研究，选择了用海洋食物链的方
式来表达海洋生物间的互为依赖关系。具体的表达方式是，通过一系列生物的摄食方式，使得生物之
间能量依次进行转移；同时，在每级能量转化过程中，一部分的潜在能量在进入生物体内后变为热量
而消失。非常有趣的是，在海洋中，各种生物种群的食物关系呈食物金字塔的形式排列。海洋生物学
家曾做过这样的研究报告：处在这座食物金字塔最低部的，是各种硅藻类。它们是海洋中的单细胞植
物，其数量非常之巨大。我们假定，生物金字塔最低部的硅藻类是454千克。在这一层的上边是微小的
海洋食草类动物，或者叫浮游动物。这些动物是以硅藻为食而获取热量。这一层的动物要维持其正常
生活，需食用45.4千克硅藻。那么，再上一层是鲱鱼类，鲱鱼为获取热量，维持生命，需食用4.54千克
的浮游动物。当然，鲱鱼的存在又为鳕鱼提供食物，显然，鳕鱼又是更上一层动物的食物了。不难看
出，每上升一级，食物以10％的几何级数减少；相反，每下降一级，其食物量又以10％的几何数而增
加，呈一个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型。通过海洋食物链建起的金字塔，经过四至五级的能量依次转移，维
持各生命群体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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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食物链》

内容概要

《海洋中的食物链(畅销版)》将带领读者走进浩瀚的海洋，探索神秘莫测的海洋动物世界，认识千奇
百怪的生命，了解各种有趣而又鲜为人知的海洋动物生活习性。同时，揭开生物资源与人类之间的关
系，从而增强人们保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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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食物链》

书籍目录

海洋生态系统与食物链五光十色的海洋生物什么是海洋生态系统什么是生态食物链海洋生物与食物链
海洋中的生命“金字塔”海洋食物网海洋食物链的分级海洋食物链的特点第一级别显微镜下的浮游生
物海洋微生物及具特性海洋微生物分布与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细菌海洋细菌的种类和生态分布海洋中的
“微型生物食物环”海洋浮游生物及分类第二级别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浮游动物认识浮游动物海洋浮游
动物的特点海洋浮游动物的种类浮游动物与海洋生态系统第三级别摄食浮游生物的海洋动物认识海洋
动物海洋动物的形态结构和特点海洋动物的种类划分海洋动物与海洋生态系统第四级别海洋食肉性鱼
类认识海洋食肉性鱼类海洋食肉性鱼类体型结构海洋食肉性鱼类生长繁殖奇异的海洋鱼类鱼类种类的
差异及研究海洋鱼类的生存海鲜鱼类与盐度不同环境下的海洋生物最高级别鲸鱼海兽类什么是海洋生
物生产力海洋初级生产力海洋动物生产力认识鲸类动物鲸的价值与保护鲸鱼集体自杀之谜海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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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食物链》

章节摘录

插图：另一支硬骨鱼类在古生代时身体都覆盖厚重的菱形鳞片，因为鳞片表面敷以发亮的名为硬质的
物质，所以它们被称为硬鳞鱼类。像吐鲁番鳕、长兴鱼、重庆鱼和中华弓鳍鱼都是这类的代表。至中
生代后期，硬鳞鱼类日趋衰落，现在还生存的硬鳞鱼极为稀少，生活在中国长江的中华鲟堪你硬鳞鱼
类中的活化石，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下，到中生代后期硬鳞
鱼逐渐被它们的后裔真骨鱼取代。真骨鱼类的鳞片由于硬质退化只保留骨质基屑，因此薄而富有韧性
，既不失去鳞片保护作用，又摆脱了硬鳞的沉重负担，增加了灵活性。所以从中生代后期至今，真骨
鱼类在进化中不断完善自己，长盛不衰，南海洋到江湖河流无处不在，成为世界上最宠大的脊椎动物
。狼鳍鱼和昆都伦鱼都是原始的真骨鱼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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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食物链》

编辑推荐

《海洋中的食物链(畅销版)》：走进科学:海洋世界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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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中的食物链》

精彩短评

1、儿子7岁，很喜欢这本书
2、不是彩色,是褐红色的字和图,原本以为是彩色的,翻开以后才知道,就像单色教材一样.不建议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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