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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生物学是资源科学与生物科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应用性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各类资源生
物，包括资源植物、资源动物和资源微生物。
资源生物学的核心内容是根据资源生物的特性，运用资源科学的理念，渗透和借鉴生态学基本理论，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生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实现资源生物的永续利用。
学习资源生物学的学生一般已经具备了植物学、动物学和微生物学的基本知识，本书主要着眼于如何
使学生从资源角度正确理解认识生物物种的特性和价值、资源生物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根据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编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参考了其他高校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
和体系，汲取其精华部分，融入我们的理念，对资源生物学的内容进行整合编写，力求给读者以明确
的框架体系、丰富的知识内容和拓展的思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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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资源与资源科学一、资源的基本含义二、资源科学三、资源管理和资源政策第二
节 资源生物学及其发展一、资源生物的基本含义二、资源生物的特性三、资源生物的价值四、资源生
物学的发展第三节 资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一、资源生物调查二、资源生物保护三、资源生物引种与
驯化四、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五、化学技术的应用六、资源生物利用中的生态学理论的应用第一篇 资
源植物第二章 资源植物概述第一节 资源植物与植物多样性一、资源植物的定义二、植物及其多样性
第二节 资源植物的基本特征和分类一、资源植物的基本特征和价值二、资源植物的分类第三节 中国
资源植物地理分布与特点一、中国资源植物的地理分布二、中国资源植物的特点第三章 资源植物与价
值第一节 藻类植物资源与价值一、藻类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二、藻类植物资源的价值第二节 地衣植物
资源与价值一、地衣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二、地衣植物资源的价值第三节 苔藓植物资源与价值一、苔藓
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二、苔藓植物资源的价值第四节 蕨类植物资源与价值一、蕨类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二
、蕨类植物资源的价值第五节 裸子植物资源与价值一、裸子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二、裸子植物资源的价
值三、中国裸子植物面临的威胁及其保护问题四、裸子植物资源举例第六节 被子植物资源与价值一、
被子植物的生物学特征二、被子植物资源的价值三、被子植物资源的利用第四章 特殊生境资源植物第
一节 特殊生境资源植物概述一、特殊生境二、特殊生境植物及其分类三、特殊生境植物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关系四、特殊生境资源植物的开发利用价值第二节 旱生资源植物一、旱生植物的地理分布二、旱
生植物的分类三、旱生植物适应干旱环境的特点四、中国旱生资源植物第三节 盐生资源植物一、盐生
植物的概念二、中国盐生植物的地理分布三、盐生植物的分类四、植物适应高盐土壤环境的机
制&hellip;&hellip;第五章 资源植物引种与生物入侵第六章 转基因植物第二篇 资源运动第八章 资源动物
与价值第九章 源源动物引种与生物入侵第三篇 资源微生物第十章 资源微生物概述第十一章 资源微生
物与价值第四篇 资源生物的利用与保护第十二章 资源生物的利用与保护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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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资源生物的特性　　新陈代谢、生长繁殖、遗传变异和对环境的适应性是生命有机体区别于
其他非生命体的四大特征。
与无生命的矿产资源不同，资源生物是具有生命属性的有机体，在良好的生态系统和合理利用的条件
下，可以不断得到更新和增殖；在人为破坏、掠夺和其他不合理利用方式或急性逆向演替的条件下，
资源生物会退化、减少，以至于绝灭；资源生物中的各物种问存在密切的联系，物种的分布还具有强
烈的地域性；受地域自然环境的影响，资源生物的结构和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和组合特色，从而
形成各不相同的地域资源开发特色和初级产业结构。
研究资源生物的特性，是开发利用资源生物的前提，也是合理、有效利用生物这类资源的理论基础。
　　（一）系统性　　任何生物物种在自然界中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形成一种系统关系，即个体
离不开种群，种群离不开群落，群落离不开生态系统，资源生物具有结构上的等级性。
自然界由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组成，每一个生态系统又包括各个组成部分，各组成部分之间又有错综
复杂的关系，改变其中某一个成分，必将会对系统内的其他组成部分产生影响，以至于影响整个生态
系统。
生物物种彼此之间相生相克，使整个生态系统成为协调的整体。
因此，森林的砍伐、外来生物物种的引入对当地资源生物的系统性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地域性　　生物不能离开特定的生态环境综合体而生存，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具有辩证统
一的关系。
由于地球表面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的差异，地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使资源生物在区域分
布上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资源生物。
如属于热带动物的长臂猿只能分布在热带森林地区，而属于寒带动物的北极熊只能分布在北极。
而植物分布的地域性更加明显，热带雨林与高寒地区的植物种类、形态特征等差异很大。
资源的地域差异可视为资源的宏观空间差异。
掌握资源的地域性，是人类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当地资源生物的重要依据。
　　（三）可更新性　　即再生性，资源生物可以通过繁殖而使其数量和质量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资源生物的更新有一定周期，其时间因种而异，如草本植物的更新周期约100天，浮游生物的更新周期
为1年。
资源生物的更新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度，资源利用的强度不宜超过资源的更新能力。
资源生物有其脆弱性的一面，生物个体所具有的遗传物质并不能代表该种生物的基因库，它存在于生
物种群中，当某一生物种群的个体减少到一定数量时，该种生物的基因库便有丧失的危险，从而导致
该物种的绝灭，使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
实际生产中的伏季休渔即是尊重资源生物的可更新性具有一定周期的规律，使资源生物保持一定的数
量，实现持续利用而采取的措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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