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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生态学是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是生态学的重要应用学科之一。
环境生态学是研究在人为干扰下，生态系统内在的变化机理、规律和对人类的反效应，寻求受损生态
系统恢复、重建和保护对策的科学，即运用生态学理论，阐明人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及解决环境问题
的生态途径。
所以，环境生态学不同于以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为主的经典生态学，也不同于只研究
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行为规律和危害的污染生态学和研究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演化机制以及
人的个体和组织与周围自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社会生态学，它是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两类
环境问题的学科。
国内外以“环境生态学”为名的专著和教科书并不多，作为有明确研究领域和学科任务的分支学科，
环境生态学的地位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
但自2001年至今，全国公开出版的环境生态学教材或专著的数量与我国环境学科的教学与科研的高速
发展是不相匹配的。
为此，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组织下，来自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大学等六所大学的教师共同编写了
这本《环境生态学》，希望能对学科发展和环境类本科教育尽绵薄之力。
在此也对同行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挚的感谢。
全书共11章。
第l章介绍了环境问题的产生、环境生态学的发展以及环境生态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第2章在个体水
平上介绍了生物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第3章在种群层次上介绍了种群的动态及相互关系；第4
章介绍了生物群落的组成、结构以及演替规律；第5章介绍了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物质生产、能
量流动、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生态系统平衡及自我调节，以及全球重要的生态系统概况；第6章在
景观层次上介绍了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景观生态过程以及研究方法，在全球层次上介绍了全球变
化，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的影响，以及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第7章介绍了生态
学理论在干扰与退化环境中的应用；第8章介绍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及生态补偿；第9章
结合我国不同生态系统介绍了生态管理的内容与途径；第10章介绍了环境污染物的毒理学评价及生态
风险评价过程；第11章介绍了生态学理论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本书各章节的编写人员为：第1章赵劲松（华中农业大学）、吴鸿琳（扬州大学）；第2章雷泽湘（仲
恺农业工程学院）；第3章鲁成秀（山东师范大学）；第4章王俊（西北大学）、刘康（西北大学）；
第5章胡荣桂（华中农业大学）；第6章刘康（6.1 节），赵劲松、王俊（6.2 节）；第7章牛晓霞（郑州
轻工业学院）；第8章刘康；第9章牛晓霞；第10章翟胜（聊城大学）；第11章刘康（11.1 、11.2 、11.3 
节），李永胜（仲恺农业工程学院，11.4 、11.5 节）。
全书由胡荣桂统稿，胡荣桂、刘康、赵劲松对书中部分内容作了修改，赵劲松对书中图表进行了清绘
。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们向书中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和编写经验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有关专家、老师、学生与科学工作者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修订，使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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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生态学》共11章，包括绪论、生物与环境、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与全球生态学、干扰生态学与恢复生态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管理、环境污染
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前6章是理论生态学部分，从生物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等层次介绍生态学的基本规律
与理论；后5章是应用生态学部分，较详细地论述了生态学基本规律与理论在干扰、退化环境的恢复
，生态系统的自然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及生态补偿，生态系统管理，生态风险评价以及可持续发展中
的应用。
　　《环境生态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环境保护等专业的
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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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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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模型3.2.3 种群的空间分布格局3.2.4 自然种群的数量变动3.2.5 种群的调节3.2.6 种群适应对策3.3 种
群关系3.3.1 种内关系3.3.2 种间关系思考与练习题第4章 群落生态学4.1 生物群落的概念和基本特征4.1.1 
生物群落的概念及其研究内容4.1.2 群落的基本特征4.2 群落的组成4.2.1 群落组成的性质分析4.2.2 群落
物种组成的数量特征4.2.3 种间关联4.3 群落的结构4.3.1 群落的结构要素4.3.2 群落的垂直结构4.3.3 群落
的水平格局4.3.4 群落的时间格局4.3.5 群落的交错区和边缘效应4.3.6 影响群落组成和结构的因素4.4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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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的组成成分5.2.2 生态系统的结构5.3 生态系统的物质生产5.3.1 初级生产5.3.2 次级生产5.4 生态系
统的能量流动5.4.1 生态系统能量传递的热力学定律5.4.2 能量在生态系统中的流动5.4.3 能量在生态系统
中流动的特点5.4.4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分解与能量循环5.5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5.5.1 物质循环的概念及
特点5.5.2 水循环5.5.3 碳循环5.5.4 氮循环5.5.5 磷循环5.5.6 硫循环5.5.7 有毒有害物质的循环5.6 生态系统
的信息传递5.6.1 信息与信息量5.6.2 信息及其传递5.7 生态系统的平衡及自我调节5.7.1 生态平衡的概
念5.7.2 生态平衡的调节机制5.8 生物圈主要生态系统5.8.1 森林生态系统5.8.2 草原生态系统5.8.3 河流生
态系统5.8.4 湖泊生态系统5.8.5 湿地生态系统5.8.6 海洋生态系统5.8.7 城市生态系统思考与练习题第6章 
景观生态学与全球生态学6.1 景观生态学6.1.1 景观和景观生态学6.1.2 景观结构6.1.3 景观生态过程6.1.4 
景观动态变化6.1.5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6.1.6 景观生态学的应用6.2 全球变化与全球生态学6.2.1 全球
变化6.2.2 全球生态学6.2.3 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6.2.4 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思考与练习题
第7章 干扰生态学与恢复生态学7.1 干扰及其生态学意义7.1.1 干扰的定义、类型及性质7.1.2 干扰的生态
学意义7.2 人为干扰的主要形式7.2.1 传统劳作方式对生态系统的干扰7.2.2 环境污染7.2.3 不断出现的新
干扰形式7.3 退化生态系统的定义、成因、类型和特征7.3.1 退化生态系统的定义7.3.2 退化生态系统的
成因7.3.3 退化生态系统的类型7.3.4 退化生态系统的特征7.4 中国的脆弱生态系统7.5 恢复生态学的概念
与基本理论7.5.1 生态恢复的定义7.5.2 生态恢复后的特征7.5.3 恢复生态学的定义7.5.4 恢复生态学的基本
内容7.5.5 恢复生态学的基本理论7.6 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重建7.6.1 生态恢复的目标7.6.2 生态恢复的基
本原则7.6.3 生态恢复成功的标准7.6.4 生态恢复的技术方法7.6.5 生态恢复与重建的一般操作程序7.6.6 生
态恢复的时间7.6.7 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实践思考与练习题第8章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8.1 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概念与研究现状8.1.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8.1.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现状8.2 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分类8.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价方法⋯⋯第9章 生态系统管理第10章 环境污染物及其生态效应
第11章 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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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环境（envir-onment）是指生物有机体周围空间以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有机体生活和发展
的各种因素，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要素的总和。
环境必须相对于某一中心或主体才有意义，不同的主体其相应的环境范畴不同。
如以地球上的生物为主体，环境的范畴包括大气、水、土壤、岩石等；以人为主体，还应包括整个生
物圈（biosphere），除了这些自然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
环境科学所研究的主体是人类，故其环境指的是人类的生存环境。
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作用于人的一切外界事物或力量的总和。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的范畴也会相应地改变。
月球是距地球最近的星体，它对地球上海水潮汐等有影响，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现在还很小，
所以，现阶段还没有把月球视为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没有哪一国的环境保护法把其归于人类生存环境
范畴。
但是，随着宇宙航行和空间技术科学的发展，将来人类不但要在月球上建立空间实验站，还要开发月
球上的资源。
当人类频繁地来往于月球和地球之间时，它就会成为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人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环境、界定环境的范畴。
人类与环境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体。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作用于环境，会对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引起环境质量的变化；反过来
，变化了的环境也会对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经济发展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人类在自己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恰当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引起全球环境或区域环境质量恶化时，即出现
了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所谓环境问题（environmental problem）。
人类环境问题按成因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类。
前者是指自然灾害问题，如火山爆发、地震、台风、海啸、洪水、旱灾、沙尘暴等，这类问题在环境
科学中被称为原生环境问题（originalenvi：ronmental problem）或第一环境问题（prim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
后者是指由于人类不恰当的生产与生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急剧增加和资源的破
坏与枯竭等问题，这类问题称为次生环境问题（second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或第二环境问题。
我们在环境科学学科中着重研究的不是自然灾害问题，而是人为的环境问题即次生环境问题。
由于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问题的出现与日益严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同时也就促进了环境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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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生态学》：全国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统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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