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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丛书》

前言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退化与生态保护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瞩目
的问题。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中国五千多年的
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严峻，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
开始面临愈来愈严重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制约，生态安全的忧虑正日渐成为现代人的心头大患，
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呼声日高。我国政府在2005年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想，之后又
郑重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作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本书简要介绍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
应用其分析和论述自然生态保护、农业生态保护、城市生态保护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着重介绍和分
析全球热点生态问题特别是我国生态问题的现状、原因、机理及其发展演变特点，剖析人与自然、生
态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阐明生态保护的基本内涵、基本途径和实施策略。注意理论性和实用
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通俗性和专业性的统一，同时突出案例，各章均选择一个或几个中外有关案例
进行介绍和剖析，如1998年长江特大水灾、黄河断流、太湖水华与水危机、北方沙尘暴、黑风暴事件
、黄石公园“引狼入园”恢复生态和谐、生物圏二号、生态富民行动、生态市规划与建设等，以生动
的案例为载体，反映生态保护现状，剖析生态问题实质，提供生态保护政策和技术的现实途径，为读
者了解生态保护、拓宽环保视野提供简明实用的学习资料。本书的编者均为农林院校长期从事生态保
护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师，各章编写负责人分别为：第一章黎华寿，第二章黎华寿、赵玉环，第三章
黄京华，第四章黄京华、孙龙，第五章孙龙、聂呈荣、赵玉环，第六章孙龙，第七章赵玉环，第八章
贺鸿志、黄京华，第九章黄京华、贺鸿志，第十章聂呈荣、黎华寿，第十一章阳树英、刘向华、黎华
寿，第十二章黎华寿，最后由黎华寿和贺鸿志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统稿。华南农业大学刘龙元、凌
卫峰、李娜等同志协助查阅和整理了许多文献资料，在此表示感谢。本书的编写得到中国生态学会副
理事长、华南农业大学热带亚热带生态研究所所长骆世明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还得到化学工业出
版社编辑的大力支持和指导，特此感谢。本书还参考了国内外一些教科书和论著，以及大量的网络资
料，我们谨向有关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工作经验、学术水平和能力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
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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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保护导论》简要介绍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应用其分析和论述自然生态保
护、农业生态保护、城市生态保护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着重介绍和分析全球热点生态问题特别是我
国生态问题的现状、原因、机理及其发展演变特点，剖析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
律，阐明了生态保护的基本内涵、基本途径和实施策略。《生态保护导论》注意理论性和实用性、知
识性和趣味性、通俗性和专业性的统一，同时突出案例教育，各章均选择一个或几个中外有关案例进
行介绍和剖析，以生动的案例为载体，反映生态保护现状，剖析生态问题实质，提供生态保护政策和
技术的现实途径，反映农林院校生命科学的“生态特色”和“应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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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生态环境 　　一、生态环境的概念和含义 　　二、地球环境的组成与生命
的起源 　　三、古自然生态环境的演化 　　四、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 　第二节　生态问题、生态意
识与生态文明 　　一、生态问题 　　二、生态意识与生态伦理 　　三、生态文明 　第三节　可持续
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三、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案例：“生物圈二号”实验 第二章　生态保护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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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生态学阶段（1935～1962年） 　　四、生态学向调控与工程的方向发展阶段（1962年至今
） 　第二节　生物与环境 　　一、环境因子 　　二、最小因子定律 　　三、谢尔福德耐性定律 　　
四、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 　　五、生活型和生境 　　六、生态型与生态位 　　七、生物对自然
环境的影响 　第三节　种群生态 　　一、种群结构 　　二、种群的动态 　　三、种群间的相互作用 
　　四、种群的生活史对策 　第四节　群落生态 　　一、生物群落与群落结构 　　二、群落演替 　
　三、群落演替特点与演替顶极群落 　　四、影响群落演替的因素 　第五节　生态系统生态 　　一
、生态系统的概念 　　二、生态系统的结构与类型 　　三、生态系统的功能 　　四、生态系统平衡
与调节 　第六节　景观生态关系 　　一、景观及其空间结构 　　二、景观功能 　　三、景观动态 　
　四、景观生态学理论 　第七节　生态学的一般规律 　　一、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规律 　　二、物
质循环转化与再生规律 　　三、物质输入输出的动态平衡规律 　　四、相互适应与补偿的协同进化
规律 　　五、环境资源的有效极限规律 　案例：黄石国家公园“引狼入园”恢复生态和谐 第三章　
全球变化及其生态后果 　第一节　地球的温室效应 　　一、温室效应概述 　　二、温室效应对全球
气候和环境的影响 　　三、温室效应的控制 　第二节　臭氧层破坏 　　一、臭氧层及其对地球生态
系统的保护作用 　　二、大气臭氧损耗及其原因 　　三、臭氧层破坏的危害 　　四、保护臭氧层的
国际合作 　第三节　酸雨 　　一、酸雨的概念 　　二、酸雨在全世界的发生状况 　　三、我国酸雨
概况 　　四、酸雨的危害 　　五、酸雨的控制 　第四节　土壤侵蚀 　　一、水土流失的概念 　　二
、中国的水土流失现状 　　三、水土流失的危害 　　四、水土流失的原因 　　五、水土流失的防治 
　案例：南方丘陵赤红壤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江西省千烟洲模式 第四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五
章　生态安全第六章　森林生态保护第七章　草原与荒漠生态保护第八章　水生生态保护第九章　湿
地生态保护第十章　农业与农村生态保护第十一章　城市生态保护第十二章　生态环境管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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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生态平衡失调的基本标志可以从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进行度量。（1）生态平衡失调的结构标
志  生态系统的结构可从另外一种角度划分为两级结构水平：一级结构水平是指生态系统四个基本成
分中的生物成分，即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二级结构水平是指组成一级结构的划分及其特征，如
生物的种类组成、种群和群落层次及其变化特征等。平衡失调的生态系统从结构上讲就是出现了缺损
或变异。当外部干扰巨大时，可造成生态系统一个或几个组分的缺损而出现一级结构的不完整。如大
面积的森林采伐就是典型例子，它不仅可使原有生产者层次的主要种类从系统中消失，而且各级消费
者也因栖息地的破坏而被迫迁移或消失，系统内的变化也非常激烈。当外部干扰还不甚严重时，如林
业中的择伐、轻度污染的水体等，都可使生态系统的二级结构产生变化。二级结构的变化包括物种组
成比例的改变、种群数量的丰度变化、群落垂直分层结构减少等。这些变化又会直接造成营养关系的
破坏，包括分解者种群结构的改变，进而引起生态系统的功能受阻或功能下降。水域生态系统出现的
过度捕捞、草原过度放牧造成的退化等都属这方面的例证。二级结构水平的改变虽不如一级结构破坏
的影响剧烈，但结果也是生态多样性减少，系统趋于“生态单一化”，干扰若进一步加重也同样会造
成生态系统的崩溃。（2）生态平衡失调的功能标志  生态系统平衡失调在功能上的反映就是能量流动
在系统内的某一个营养层次上受阻或物质循环正常途径的中断。能流受阻表现为初级生产者第一性生
产力下降和能量转化效率降低或“无效能”增加。营养物质循环则表现为库与库之间的输入与输出的
比例失调。如水域生态系统中悬浮物的增加，可影响水体藻类的光合作用；重金属污染可抑制藻类的
某些生理功能。有些污染虽不能使生产者第一性生产量减少，但却会因生境的不适宜或饵料价值的降
低，使消费者的种类或数量减少，造成营养层次间能量转化和利用效率的降低。例如，热污染水体因
增温影响，蓝、绿藻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就初级生产力而言，除极端情况（高温季节）外均有所提
高，但因鱼类对高温的回避或饵料质量的下降，鱼产量并不增高，在局部时空出现了大量的“无效能
”。这是食物链关系被打乱的结果。物质循环途径的中断是目前许多生态系统平衡失调的主要原因。
这种中断有的是由于分解者的生境被污染而使大部分丧失了其分解功能，更多的则是由于破坏了正常
的循环过程。如农业生产中作物秸秆被用作燃料、草原上的枯枝落叶被人工捡回作烧柴等。物质输入
输出比例的失调是使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功能失调的重要因素。如某些污染物的排放超过了水体的自净
能力而积累于系统之中。这些物质的不断释放又反过来危害着系统正常结构的恢复。汞污染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例子。信息系统的破坏也会导致生态失衡。生物与生物之间彼此靠信息联系，才能保持其集
群性和正常的繁衍。人为向环境中施放某种物质，干扰或破坏了生物间的信息联系，就有可能使生态
平衡失调或遭受破坏。例如自然界中有许多雌性昆虫靠分泌释放性外激素引诱同种雄性成虫前来交尾
，如果人们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能与之发生化学反应，则性外激素就失去了引诱雄虫的生理活性，
结果势必影响昆虫交尾和繁殖，最后导致种群数量下降甚至消失。2.生态系统平衡的调节机制生态系
统平衡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系统的功能组分冗余机制、反馈机制、抵抗力和恢复力实现的。这是自然生
态系统形成的一种发展过程中趋于稳定、干扰中维持不变、受破坏后迅速恢复的稳定性机制。人为恰
当地调节和控制，有助于平衡的维持和恢复。（1）系统的功能组分冗余在一个系统中，具有同一功
能的组分数量超过必需的数量，处于备用状态，称为系统的功能组分冗余。生态系统中有很多绿色植
物种类，每一个植物种类当中又有很多个体，每个个体的繁殖潜力又远远超过自身更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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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保护导论》可供生态保护领域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生态保护、环境
教育等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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