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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度和广度影响着地
球环境生态系统，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环境生态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安全、经济发展和社
会和谐。
人类与自然关系日趋尖锐化，人类与地球协同共进、有序人类活动和适应全球变化、实现和谐社会与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环境生态理论与技术虽然是环境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所必不可少和迫切需要的，但是起根本作用
的却是全人类环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和一致的行动。
呼吁全人类行动起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发扬新的环境文化，有序人类活动，保护和恢复赖以生
存的地球环境生态系统。
只有把环境生态保护意识上升为全民意识和全球意识，中国和全球的环境生态保护才有希望。
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是未来的主人，他们的意识、伦理、道德、信念、知识决定着国家和世界的未
来。
提高大学生群体的环境生态学理论和环境生态保护意识的教育水平，对广为传播保护环境生态理念和
提高我国公民综合素质至关重要。
因此，环境生态学可作为我国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课程教材。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该课程作为北京大学校选课——素质教育通选课已讲授多年，并深受学生的欢
迎。
　　环境生态学（environmental ecology）是研究地球环境和生态关系的科学，是由环境科学和生态科
学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研究环境、生物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是环境生态
学的基本内容。
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和破坏的加剧，著名生态学家E.P.Odum于1997年在《生态学：科学
和社会的桥梁》一书中指出，“生态学是一门联系生物、环境和人类社会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科学
”。
作者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协调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关系，提高环境生态
保护意识，掌握环境生态学知识的社会需求和环境生态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并通过在北京大学多年的
教学实践，撰写了这本《环境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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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与上述著作在写作思路、内容上迥然不同。
本书主要介绍环境生态系统概念、理论与模式，内容包括：环境和生态系统，生态因子种群和生态位
，生物竞争理论与群落结构，陆地生态系统生产力及其模型，海洋生态系统及其模型，生态系统元素
循环及其动力学模式，生态系统物质能量输送观测与计算方法，城市环境生态系统，全球变化研究与
模式。
　　本书可作为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大气科学、地理科学、资源科学等专业进行研究和
管理的工作人员参考，也可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自然科学、政治、法律、经济、管理、历史、哲学等学
科各专业的环境生态学通识教育课程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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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环境生态学的产生、定义及发展　　1.1.1　环境生态学的产生　　20世纪
初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全球变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生态问
题日趋严重，已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威胁，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与发展。
因此，全球环境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人们想迫切了解地球环境生
态系统在人类干扰下的变化规律和建立适应对策。
全球变化及其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促进了环境生态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当今社会向生态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促使人们必须寻求一条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
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世界著名生态学家E.P.Odum对经典生态学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于1997年在《生态学：科学和社会的桥
梁》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学源于生物学，然而越来越独立于生物学，是综合研究生物、环境和人
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科学，是一门系统科学。
”现代生态学与经典生态学不同点就在于将人类活动融于生态学中来，不单单研究生物和环境之间的
相互作用，而且要研究生物、环境和人类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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