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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数十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总结，全书80余万字，插图267帧，包括理论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
两部分，共分成6篇：绪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全球生态学。
本书是在此书前两版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除后两篇是新增补外，其他增补内容还有：生物与气候
；植物对紫外线辐射的防护；植物如何应付洪涝；土壤生物的多样性；生物与营养物；生物活动周期
与环境的关系；生物之间的关系；集合种群及其模型；种群遗传学及物种形成；应用种群生态学；群
落的周期变化和岛屿群落等章节。
书中有些内容是目前国内教材或专著尚未涉及的。
    作为普通生态学教材，本书适用于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农林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科技工作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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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1840年，德国有机化学家Justus won Liebig（利比希）就认识到了生态因子对生物生存的限制作用
。
在他所著的《有机化学及其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一书中，分析了土壤表层与植物生长的关系，
并得出结论：作物的增产与减产是与作物从土壤中所能获得的矿物营养的多少呈正相关的。
这就是说，每一种植物都需要一定种类和一定数量的营养物，如果其中有一种营养物完全缺失，植物
就不能生存。
如果这种营养物质数量极微，植物的生长就会受到不良影响。
这就是Liebig的“最小因子法则”（1aw of the minimum），即利比希法则。
Liebig之后又有很多人作了大量的研究，认为对最小因子法则的概念必须作两点补充才能使它更为实用
：（1）最小因子法则只能用于稳态条件下。
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不是处于平衡状态，那么植物对于各种营
养物质的需要量就会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Liebig的最小因子法则就不能应用。
（2）应用最小因子法则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各种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有一种营养物质的数量很多或容易被吸收，它就会影响到数量短缺的那种营养物质的利用率。
另外，生物常常可以利用所谓的代用元素，也就是说，如果两种元素属于近亲元素的话，它们之间常
常可以互相代用。
例如环境中钙的数量很少而锶的数量很多，一些软体动物就会以锶代替钙来建造自己的贝壳。
Liebig在提出最小因子法则的时候，只研究了营养物质对植物生存、生长和繁殖的影响，并没有想到他
提出的法则还能应用于其他的生态因子。
经过多年的研究，人们才发现这个法则对于温度和光等多种生态因子都是适用的。
1913年，美国生态学家Shel forld VE在最小因子法则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耐受性法则（1awof tolerance）的
概念，并试图用这个法则来解释生物的自然分布现象。
他认为生物不仅受生态因子最低量的限制，而且也受生态因子最高量的限制。
这就是说，生物对每一种生态因子都有其耐受的上限和下限，上下限之间就是生物对这种生态因子的
耐受范围，其中包括最适生存区。
Shellord的耐受性法则可以形象地用一个钟形耐受曲线来表示（图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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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生态学（第3版）》全面涵盖了理论生态学研究的四个层次，即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
系统，采用较大篇幅介绍和讨论了人类当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和几大全球性生态学问题，《普通生态
学（第3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增补了5章30节，反映了生态学的新进展。
《普通生态学（第3版）》是作者在数十年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生态学的教学工作中积累的丰富
经验的总结。
不论是从内容、选材、结构和框架安排上，还是从教学的适用性上，《普通生态学（第3版）》都既
照顾了学科的基础性，又突出了学科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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