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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其发生和发展的整个历程都与农业有着密切的联
系。
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面}临重大生态环境危机的情形下，生态学以其固有的非线性思维和整体
性的思想，以自身长期的科学积累为基础，积极面对挑战，在诸多的学科中脱颖而出，在世界探索可
持续发展道路上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参与解决社会面临问题的过程中，生态学学科自身也得到了发展，由一门默默无闻，甚至颇受争议
的学科发展至今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当代科学的舞台，并引起了科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国际生态学研究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生态学改变了长期以来的纯自然主义的倾向，明确提出人类是生物圈固有的组成部分，并对生态系统
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生态学正越来越紧密地与全球及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并服务于生产实践。
许多全球性以及国家的重大建设项目和热点问题均离不开生态学的参与，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
统分析以及生态工程设计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据Elsevier出版社的《Ecological Abstracta》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生态学论文中有73．2％属基础性研究
，26．8％属于应用生态学研究，而到目前为止，生态学研究中属于应用生态学的研究已占到40％。
　　中国是一个生态脆弱、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压力突出的国家。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人口、资源、能源、环境和粮食”等重大问题实
质上在中国并未得到根本缓解。
在全国范围内，城市及公路的绿化和大范围的区域生态建设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然而更多的生态问
题则隐藏到了背后。
中国的生态学肩负着太多的任务，一方面它仍要继续高举火炬，揭示那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问题和潜
在风险，以照亮未来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它还要紧握利剑，不断创新与探索，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
的方法和技术。
　　中国农业在过去30余年的现代化过程中成功实现了满足人口迅速增长的食物需求，并根本性地改
变了中国人口的食物消费结构，为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客观上说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
在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中，一味地移植西方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对中国
来说既不可取也不可能。
如何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世界关注所在，而生态学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智慧和知识必将为此
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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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生态学重点学科丛书之一。
全书共分九章，在已出版的农业生态学教材和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重点针对当前农业生态系统存
在的问题，概括了农业生态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的基础，详细介绍了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的关
系，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评价与调控，农业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生态安全
与农业生态系统健康，以及农业生态学研究方法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生态环境、生物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生态环境领域科研人员、
管理人员工作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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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分析：黄土旱塬麦田生态系统养分平衡分析 　　五、土壤有机质与农田养分循环 　　六、农
业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调节 　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六章　农业生态系统的评价与调控 　第一节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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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模式 　　三、边缘效应型模式 　　四、城郊商品生产生态农业模式 　　五、庭院生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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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五、举例分析 　思考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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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农业生态系统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第一节　环境因子的生态作用　　一、环境因子的
概念及其分类　　人们对环境（environment）一词的认识并不生疏，但是，如何赋予环境一个比较确
切的概念，不同的人在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例如，自然生态学家认为，环境是生物的栖息地，是直接和间接影响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总
称；社会学家认为，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各种自然与社会因素；气象学家认为，环境即大气圈。
现代生态学家所理解的环境，既包含了自然环境（未被破坏的天然环境），也包括了人类作用于自然
界后产生变化了的环境，以及社会环境。
因此，环境的一般概念为：环境是作用于生物个体或群体的外界条件的总和，包括生物生存的空间以
及维持其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物质与能量（即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
即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在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生态因子和生存因子之分，其中，一切影响生物生命活动的因子叫生态因子
（ecological factor），生物生存不可缺少的因子叫生存因子。
　　任何自然环境中的生态因子都可分别归结为气候、土壤和生物三大类生态因子之中。
各类生态因子都自成系统，具有各自的生态作用，同时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在生态因子中，可作为原料和能量输入系统并能在系统中转换为生物产品的因子，称为自然资源
因子。
例如，光合有效辐射、水、土壤肥力、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氮、水体中的浮游生物以及天然林木、草
场、鱼群等都属于自然资源因子。
就农业自然资源因子而言，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多个自然资源因子是相互结合、以自然资源组合的
形式而存在。
要实现农业生态系统的高效率生产，必须以各种自然资源因子的良好组合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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