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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我国植物生态学家祝廷成教授、钟章成教授和李建东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合编的同名教
材基础上，将现代植物生态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方法和新进展一并纳入，重新整合和补充大量内容编
写而成的。

　　本书首先介绍了植物的环境及其生态适应，将植物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趋同适应和趋异适应的植
物生态学分类提到了突出位置，以此为基点分析群落、种群、个体、分子等不同层次上植物的生态现
象，每个层次以概念和基础理论为核心，注重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本书力求反映现代植物生态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在群落和种群核心领域均有研究方法的介绍。
各章之后都有思考题，以方便学生复习和掌握重点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生物科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对于从事农
业、林业、牧业及环境科学的研究与管理技术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生态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生态学的概念
　二、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三、植物生态学研究对象
　四、植物生态学发展简史
第一篇 植物的环境及其生态适应
　第二章 植物的环境
　　第一节 环境与生态因子的概念
　　第二节 环境与生态因子的分类
　　　一、环境的类型
　　　二、生态因子的类型
　　第三节 生态因子作用的基本观点
　　　一、限制因子
　　　二、生态因子的作用方式
　　　三、生态因子的作用特点
　第三章 植物的趋同与趋异适应
　　第一节 适应与适应性
　　　一、适应与适应性的概念
　　　二、适应概念的发展
　　　三、适应的学科含义
　　　四、适应方式的类型
　　第二节 植物的生活型
　　　一、生活型的概念
　　　二、生活型的分类
　　　三、生活型谱
　　第三节 植物的生态型
　　　一、生态型的概念
　　　二、生态型的识别与确定
　　　三、生态型形成的原因
　　　四、生态型的分类
　　　五、生态型与生态渐变型的观点
　　第四节 植物的生态类型
　　　一、生态类型的概念
　　　二、生态类型的分类
第二篇 植物群落生态学
　第四章 植物群落的数量特征
　　第一节 植物群落的概念和性质
　　　一、植物群落的概念
　　　二、植物群落的基本特征
　　　三、植物群落的性质
　　第二节 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
　　　一、优势种与建群种
　　　二、亚优势种
　　　三、伴生种
　　　四、偶见种或指示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生态学>>

　　　五、外来种
　　　六、植物种类一面积关系
　⋯⋯
第三篇 植物种群生态学
第四篇 植物个性生态学
第五篇 植物分子生态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植物生态学>>

章节摘录

　　（三）生态学上适应的定义　　生态学上把“可以利用其他生物不能利用的环境条件的生物是最
适者”来定义适应（勒沃廷，1978；福雷，1971）。
其观点是：在生态系统内，生物的生存和繁殖受系统内其他生物和环境所制约，种群数量往往处于一
种动态平衡之中，繁殖率和存活率都不能作为生物适应成功的指标。
勒沃廷用一个生态数学模型来证明这种观点。
假定有两个受物质能源限制的种群，各含100个个体，每个个体消耗1个单位的有限物质能源（是维持
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且数量相对有限）。
在第一个种群内发生了一个突变，突变的个体比正常个体的繁殖力提高一倍，但物质能源的利用率保
持不变，计算的结果是该种群内突变型最终完全取代了正常型。
按“生存”或“繁殖”的适应定义来说，突变型个体是最适者，然而整个种群的个体总数不变，生长
速率也不变。
这种突变型繁殖力的提高并没有改变该种群在生态系统中的状况，还可能会导致幼体死亡率增高和被
捕食的数量增多等，所以很难说是增加了种群的适应性。
假若在第二个种群发生了另一种突变，突变型个体的物质能源利用率提高了一倍，而繁殖力不变，计
算的结果是该种群内突变型最终完全代替了正常型，种群个体总数增加一倍，生长率先是增高，然后
降到原来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繁殖力不变，若按“繁殖”的适应定义判定则突变个体并非最适者，但从生态学角度
看，在突变型完全替代了正常型之后种群个体总数增大了。
因此，第二个种群中的突变型个体才是真正的最适者。
第一个种群虽然发生了进化改变（突变型替代了正常型），但并没有提高种群的适应性。
第二个种群发生了进化改变，同时又提高了种群的适应性。
　　三、适应的学科含义　　适应一词在生物学中有多种含义。
①进化适应：是指自然选择所保留的基因型改变。
经选择而存留的生物，常伴有明显的形态变化，其变化幅度大而且巩固，是物种形成的基础。
②生理适应：只有表型的改变，例如生物对地区气候的适应以及食性改变等。
人工引种驯化便属此类，生理性适应有许多是可逆的，而某些在发育早期形成的适应则难以逆转。
③行为适应：也只有表型上的改变（包括学习过程）。
学习是个不可逆过程，它在生物的高级神经系统中留下永久性痕迹，但生物却可以通过再学习而改变
其行为。
④感觉适应：指感官的可逆过程。
例如闻到刺激性的气味时，感官所感觉的刺激强度随时间的延长而迅速降低。
广义的生态适应包括进化的、生理的和行为的3个层次，但不包括感觉适应。
其中伴有基因型改变的进化适应是重点内容。
当然，生理适应的幅度、学习能力以及感觉适应的机制等，也都有遗传基础，都是进化的产物。
　　在进化适应中，一般均可以与个体、种群，乃至物种的生存与发展“策略”相联系。
例如在热带，环境比较稳定，资源丰富，种间竞争剧烈；而在高纬度地区，环境随季节明显变化，冬
季寒冷、资源不足，竞争较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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