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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学》

内容概要

《海洋生态学(第2版)》系统地介绍了海洋环境（物理、化学、地质、生物诸因子），海洋生物（漂浮
、浮游、游泳、底栖生物各生态类群），各种生境的特点以及生物生产、数量分布变化与各种环境间
的相互关系，重点论述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并以一定篇幅（最后3章）扼要
介绍海洋生物资源及其开发与存在的问题，如何保护和科学管理海洋生物资源；人类活动对特定海洋
环境与海洋生物的影响海洋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全书内容全面丰富，主要特点是编入了作者多年积
累的潮间带生态学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地引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进一步揭示了海洋生态
学规律，反映了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这是极其难得的。
《海洋生态学(第2版)》适合高等院校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专业的学生作为教材，也可作为了解海洋生态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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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浮游植物只能生活在真光带并进行着光合作用，它们在无光带无法生活也就更谈不上进行什么光
合作用了。　　生物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殖发育往往表现出对环境改变的适应
能力。如海洋生物的发光特性就是适应环境的一种手段。虽然，在表层水域中也有不少生物可以发光
，但是，在深海中生物的发光现象才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深海中至少有2／3的种类能够发光。这与
在陆地环境中除了萤火虫等几种昆虫和细菌能发光以外，几乎没有生物光相比较则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　　在“黄昏状态”的中层水域和呈“午夜状态”的深海中大多数种类能够发光。这里的光照非常
微弱，甚至没有光线。生物利用特殊的发光器官和结构来适应环境并维持生活。如某些鱼类、乌贼和
磷虾类的发光器官和结构具有类似眼睛一样复杂的反射器、透镜和光圈。还有一些动物具有按照复杂
图案分布的小光点借以识别同类、控制种群的集结乃至模拟小群的发光浮游生物。强烈的闪光可以通
过“转移目标”效应或通过在捕食者视觉中产生余像来迷憾捕食者。某些乌贼和虾类还可以利用所分
泌的发光云用以掩护自己并逃脱捕食者的威胁。生物的发光还可以用作诱饵和寻找配偶的手段。　　
在所有的游泳生物中，特别是那些游泳速度很快的鱼类或某些其他游泳动物、形态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具有流线型的体型。如，某些能作长距离的产卵、觅食、越冬迥游的鱼类、虾类、其体型都达
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这种趋同体型的现象都是动物在长期进化的历史过程中适应环境的结果。在中
层和深层这个毫无隐蔽的水体，游泳生物的流线型体型达到了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在热带水域，甚至
小型鱼类也是如此，因为暖水的低黏性，使高度流线型的小型鱼类能逃避流线型不完善的大型捕食者
。　　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对其生物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的适应是进化的动力。作用于
生物的生态压力又是决定进化和适应的选择压力。在生态学分析中坚持和运用进化观点是非常必要和
重要的。孤立地看待和分析处理生态学问题是不可取的。　　生态学实质上就是研究选择力或研究适
应性。进化（生态）压力对生物的影响可以反映在生物自身的适应性上。由此可见，在海洋环境中的
各个不同生活小区生活着不同的生物。其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却又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互相
联结的介质中，因此，海洋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海洋生物与海洋环境的各种理化过程之间的相
互作用有着很大幅度，从最简单的强制作用到许多微妙的相互作用的复杂影响。所以，无论是从海洋
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或是从海洋学和海洋生物的理论研究出发，首先根据海洋生物的生活方式，进行
生态类群的划分以及研究各个生态类群与环境中不同因子的关系是海洋生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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