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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应用鱼类行为学是捕捞学的专业基础学科。
介绍捕捞对象对渔具渔法的行为反应是进行渔具选择性捕捞和实现生态友好的捕捞技术的基础。
该书同时是行为学和动物行为学的重要分支。

　　本书共九章，前六章介绍了鱼类感觉能力和相关行为能力的研究成果：第七章
讲述了鱼类行为学研究成果应用到渔具设计和捕捞作业方面成功的案例；第八章 和第九章
介绍鱼群行为和空间分布，除了传统的生物学观察研究成果外，还重点介绍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
数学建模。

　　本书可作为海洋生物、水产和渔业研究等专业的教材，并可供生态工程学、仿真技术、人工智能
、计算机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科研人员使用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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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物科学主要由遗传学和生态学两部分组成，前者研究生物内在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后者研
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而动物的行为是个体与四周环境维持动态平衡的手段，所以动物行为学有时被称为个体生态学，归到
生态学的范畴。
　  在自然界，任何生物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是该生物得以生存、繁衍的关键。
动物适应环境主要有三条途径：遗传变异、生理变化和行为反应。
其中，行为反应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采用的、最迅速的应变办法。
一个成年动物的行为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两部分构成的，先天部分包括各种简单反应、复杂反应
以及系列行为，后天获得的成分包括条件反射、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反应和习惯，它们的组合可以构成
复杂多样的行为现象。
　  人类对动物行为的关心由来已久。
原始人通过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和了解，以利于捕获猎物，避免自身受到野兽的伤害，并进一步将野生
动物驯养成家畜或宠物，开创了动物生产。
在我国流传下来的谚语中，有很多是总结动物行为规律的，例如&ldquo;泥鳅跳，雨来到，泥鳅静，天
气晴&rdquo;，&ldquo;燕子低飞要落雨&rdquo;，&ldquo;鱼儿出水跳，风雨就来到&rdquo;等，生动地
说明了我国的劳动人民早在几百年前就把有关动物行为的知识应用到生活和生产实践之中。
但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动物的行为加以观察和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
突出的标志是1973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授予三位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该事件标志着现代动物行
为学的确立。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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