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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学模型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定性和定量的，要定性地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
？
或者发生了没有？
”，要定量地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发生了多少？
或者它如何发生的？
”。
前者是对问题的动态周期、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定性的描述，而后者是对问题的机制、原理、起因进行
了定量化的解释。
然而，生物学中有许多实验问题与建立模型并不是直接有关的。
于是，通过分析、比较、计算和应用各种数学方法，建立反映实际的且具有意义的仿真模型。
　　生态数学模型的特点为：（1）综合考虑各种生态因子的影响。
（2）定量化描述生态过程，阐明生态机制和规律。
（3）能够动态的模拟和预测自然发展状况。
　　生态数学模型的功能为：（1）建造模型的尝试常有助于精确判定所缺乏的知识和数据，对于生
物和环境有进一步定量了解。
（2）模型的建立过程能产生新的想法和实验方法，并缩减实验的数量，对选择假设有所取舍，完善
实验设计。
（3）与传统的方法相比，模型常能更好地使用越来越精确的数据，从生态的不同方面所取得材料集
中在一起，得出统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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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型在生态学不同领域的应用，如在地理、地貌、水文、水动力以及
环境变化、生物变化和生态变化等领域的应用。
详细阐述了数学模型建立的背景、数学模型的组成、结构及其数学模型应用的意义。
　　本书适合气象学、地质学、海洋学、环境学、生物学、生物地球化学、生态学、陆地生态学、海
洋生态学和海湾生态学等有关领域的科学T作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参阅，也适合高等院校师生作为教
学和科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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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划分大黄鱼亚种的75％法则　　1　背景　　为了探明我国近海大黄鱼种群的变异情况并探讨其种
群划分问题。
从l958年秋季开始，田明诚等[1]即以近海各主要产卵场的大黄鱼生殖群为基础，着手研究其种群形态
特征的变异规律，并以此作为划分种群的指标之一。
　　过去对中国东海和南海大黄鱼的三个主要生殖鱼群（浙江北部岱巨洋和福建北部官井洋两个春季
生殖鱼群及广东西部（石匈）洲岛近海秋季生殖鱼群）的研究认为岱巨洋与（石匈）洲岛近海的两个
鱼群应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种群（地方族），前者称为岱巨族，后者称为（石匈）洲族；官井洋鱼群
则划为岱巨族的一个生态学种群。
仅以这三个主要生殖鱼群的资料来研究大黄鱼种群形态特征的地理变异规律及划分地理种群是不够全
面的。
　　田明诚等⋯又在1960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补充采集了黄海南部吕四洋产卵场、东海浙江中部猫头洋
产卵场、南海珠江口以东的南澳岛近海和汕尾外海渔场等地的生殖鱼群标本。
分别按统一标准测定了7个鱼群的分节和体型量度特征，用生物统计学方法处理所得数据，应用Mayr
等[2]提出的划分亚种的75％法则对它们进行类群内的划分。
　　2公式　　根据大黄鱼形态特征差异显著性测定的结果以及鳃耙数、鳔侧枝数、眼径、尾柄高和
体高等几个主要特征的分布规律来判断，可以将所分析的7个大黄鱼鱼群至少分属于3个类群，吕四洋
、岱巨洋和猫头洋鱼群属于第一类群；官井洋、南澳和汕尾三个鱼群属于第二类群；（石匈）洲鱼群
为第三个类群。
而三个类群之间的差异，可根据Mayr等[2]提出的划分亚种的75％法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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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是结果量化的工具，数学是思维方法的应用，数学是研究创新的钥匙，数学是科学发展的基
础。
　　数学模型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定性和定量的，要定性地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
？
或者发生了没有？
”，要定量地研究，提出的问题是“发生了多少？
或者它如何发生的？
”。
前者是对问题的动态周期、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定性的描述，而后者是对问题的机制、原理、起因进行
了定量化的解释。
然而，生物学中有许多实验问题与建立模型并不是直接有关的。
于是，通过分析、比较、计算和应用各种数学方法，建立反映实际的且具有意义的仿真模型。
　　生态数学模型的特点为：（1）综合考虑各种生态因子的影响。
（2）定量化描述生态过程，阐明生态机制和规律。
（3）能够动态的模拟和预测自然发展状况。
　　生态数学模型的功能为：（1）建造模型的尝试常有助于精确判定所缺乏的知识和数据，对于生
物和环境有进一步定量了解。
（2）模型的建立过程能产生新的想法和实验方法，并缩减实验的数量，对选择假设有所取舍，完善
实验设计。
（3）与传统的方法相比，模型常能更好地使用越来越精确的数据，从生态的不同方面所取得材料集
中在一起，得出统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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