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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成人高考生态学基础知识点一

一、生态学的概念

“生态学”这个词是 1869 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先提出

来的。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

学。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在生态学看来，没有一种生命有机体是可以孤立存在的，任何一种有机体都必须

依赖于周边的环境，无论是生物还是非生物都必须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

信息的交换才能生存。

二、生态学研究内容

◊个体生态学：研究生物个体对环境的反应（最低层次）。

◊种群生态学：研究种群数量动态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

◊群落生态学：研究群落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是生态学一个重要分支。

◊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结构与功能、发展与演替、系统

内和系统间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以及人为影响与调控机制的学科。

◊景观生态学：研究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

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的一门生态学的分支。

◊全球生态学：研究整个地球生态问题的生态学（生物圈生态学）。

三、生态学的发展简史

（1）生态学的萌芽时期

（2）生态学的建立时期（17 世纪到 19 世纪末）

（3）生态学的巩固时期（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30 年代）

（4）现代生态学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现在）

四、生态学研究方法

1.原地观测研究方法

（1）野外考察（2）定位观测（3）原地实验

2.受控实验研究方法

3.生态学的综合研究方法

2019 成人高考生态学基础知识点二
一、环境的概念

环境是指某一特定的生物群体以外的空间及直接、间接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

生存的一切事物的总和。环境的类型：①按环境的主体分类②按环境的性质分类

③按环境的范围大小分类

二、生态因子的概念

（一）生态因子的概念

生态因子是指环境中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

境要素。

三、 生态因子的作用规律

（一）综合作用

（二）主导因子的作用

（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四）阶段性作用

（五）不可代替性和补偿作用

（六）限制性作用及生物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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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是人眼可以看见一系列电磁波，也称可见光谱。

在时间变化上，冬季长波光增多，夏季短波光增多。一天之内中午短波光较多，

早晚长波光较多。

四、生物的光照强度

不同植物对光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根据植物对光强适应的生态类型可分为阳性

植物、阴性植物和中性植物(耐阴植物)。

五、植物的光周期现象

光周期是指昼夜周期中光照期和暗期长短的交替变化。

(1)长日植物(2)短日植物(3)日中性植物

六、温度与生物的生长

太阳使地球上的气候发生变化。

根据动物与温度的关系：将动物分为恒温动物和变温动物。恒温动物在环境温度

升高时，维持大致恒定的体温;而变温动物的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

根据植物所生长环境温度的不同:将植物分为高温植物、中温植物、微温植物、

低温植物和极低温植物。

七、节律性变温的生态作用

(一)温周期现象

在自然条件下气温是呈周期性变化的,许多生物适应温度的某种节律性变化,并

通过遗传成为其生物学特性。这一现象 称为温周期现象。

1.温度的季节变化 2.温度的日变化

八、极端温度的生态作用

低温对植物的危害：(1)寒害(2)冻害(3)冻举(4)冻裂(5)生理干早

低温对动物的伤害：(1)冷害(2)霜害(3)冻害

(二)极端高温对生物的影响与生物的适应

高温对生物的影响：高温致害机制主要 是引起酶活性降低和紊乱、水分代谢失

衡、有毒物质积累、细胞膜透性增加和功能降低、植物光合能力下降及呼吸作用

加强。

生物对高温环境的适应也表现在形态、生理和行为 3个方面。

贝格曼 Bergman 定律：在相等的环境条件下,一切定温动物身体上每单位表面面

积发散的热量相等。

阿伦 Allen 定律：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恒温动物，其体表的突出部分（四肢、耳朵

等）趋于缩短，有利于防止热量散失,而热带地区表体突出部分相对较长，是有

利于热量散失。

九、植物对水因子适应

1.水生植物 2.陆生植物

湿生植物多生长在水边，抗旱能力差。

中生植物适应范围较广，大多数植物属中生植物。

旱生植物生长在干旱环境中，能忍受长时间干旱。

十、动物对水因子适应

1.水生动物 2.陆生动物

(1)形态结构上的适应

(2)行为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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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理适应

十一、土壤的类型及分布

土壤是由固体、液体和气体组成的三相系统,其中固相颗粒是组成土壤的物质基

础:约占土壤总重量的 85%以上。

土壤结构可分为:微团粒结构(直径小于0. 25mm)、团粒结构(直径为0. 25~ 10mm)

和比团粒结构更大的各种结构。

最有利于植物生长的土壤结构是团粒结构。

十二、土壤的物理性质对生物的影响

土壤的质地和结构与土壤中的水分、空气和温度状况有密切关系，并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着植物和土壤动物的生活。

十三、土壤生物的生态意义

(一)土壤微生物对生物的影响

土壤微生物可以形成土壤结构、可分解矿物质，并且还有固氮作用。也可以说土

壤微生物是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

(二)土壤微生物对植物的影响

在植物根系周围生活的土壤微生物还可以调节植物生长，植物共生的微生物所提

供的各种有机营养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所以土壤微生物与植物根系营养有着密

切的关系。

十四、空气主要组成成分的生态作用

空气的恒定成分是氮气氧气以及稀有气体，这些成分几乎不变，主要是自然界各

种变化相互补偿的结果。空气的可变成分是一氧化碳和水蒸气。空气中的不定成

分完全因地区而异。空气中还含有极微量的氢、臭氧、氮的氧化物等气体。并且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氧气和氮气对生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因素。

十五、风的生态作用

(一)风的类型

1.季风 2.海陆风 3.山风和谷风 4.焚风 5.寒露风 6.台风 7.干燥风

(二)风对生物的影响

1.对植物的影响

(1)影响植物的生长生理活动与形态

(2)风影响植物繁殖

(3)风的破坏力

2.对动物的影响

风主要对陆生动物起作用，它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动物的生活方式迁移和地理分

布。

十六、植被的防风作用

1.植被的防风固沙

2.农田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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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防护林的作用如下:

(1)防风减害

(2)调节农田气候

(3)改良土壤属性

十七、主要地形因素的生态作用

陆地表面各种各样的形态，总称地形。地形通过影响光、温度、水等因子的分配

状况间接地影响生物。地形因子对生物的影响,随坡向、坡度 、坡位、海拔高度

等的变化而有很大的差异。

十八、以地形为主导因素的特殊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1）山脉走向对生物的影响

（2）河流的走向对生物的影响

（3）高原气候对生物的影响

2019 成人高考生态学基础知识点三
一、种群的概念

种群是指特定时间和空间内能自由交配、繁殖后代的同种生物个体的集合

二、种群的基本特征

（1）空间特征

（2）数量特征

（3）遗传特征

（4）系统特征

三、种群密度的影响因素

(1)种群增长率

(2)密度制约

(3)随机性

四、种群密度的测定方法

（1）绝对密度测定

（2）相对密度测定

五、种群空间格局

又称内分布型,是指组成种群的个体在其生活空间中的位置状态或布局。大致可

分为 3类:集群分布型、均匀分布型、随机分布型。

种群的年龄分为三个生态年龄组：生殖前期、生殖期和生殖后期。

主要年龄结构是：增长型、稳定型和下降型。

种群的年龄结构与出生率、死亡率密切相关。

六、基本概念

(一)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又称环境负载容量、地球的环境承载容量或负荷量，是在人类生存和自

然生态系统不致受害的前提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环境

容量包括绝对容量和年容量

(一)种群增长能力

种群的增长能力是种群的重要生态学特征，描述种群增长能力的指标通常有繁殖

力、净增殖率、内禀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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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自然种群的数量变动

(一)种群增长

(二)季节消长

(三)不规则波动

(四)周期性波动

(五)种群的爆炸或大发生

(六)种群平衡

(七)种群的衰落和灭绝

(八)生态入侵

八、种群调节

密度制约因素:种群的死亡率随密度增加而增加，主要由生物因子所引起。

非密度制约因素:种群的死亡率不随密度变化而变化，主要由气候因子所引起。

1.外源性因素

(1)气候因素

(2)种间生物因素

(3)食物因素

2.内源性因素(有关内源性因素的学说又称为自动调节学派)

(1)行为调节学说

(2)内分泌调节学说

(3)遗传调节学说

种群当中有两种遗传型：

①繁殖力低、适合于高密度条件下的基因型 A

②繁殖力高、适合于低密度条件下的基因型 B

九、种内关系

(一)集群和阿伦定律

集群有利于物种生存，但随着种群中个体数量的增加,将对整个种群带来不利的

影响，如抑制种群的增长率、死亡率增加等。

阿伦(Allen)用许多实验证明,集群后的动物有时能增加存活率,降低死亡率,其

种群增长情况较密度过低时为佳:即种群有一个最适的密度,种群过密和过疏都

是不利的，都可能产生抑制性的影响,这种规律叫阿伦定律

(二)动物的领域性和社会等级

1.领域性

2.社会等级

十、种间关系

(一)竞争

种间竞争是不同种群之间为争夺生活空间、资源，食物等而产生的一种直接或间

接抑制对方的现象。在种间竞争中常是一方取得优势而另一方受抑制甚至被消

灭。

高斯假说又叫竞争排斥原理，内容是：如果两个物种在稳定、均匀的环境中竞者，

或者一种物种胜利而另一种物种被排除，两种物种达成其存。

十一、种间关系

(二)捕食

在捕食动物和被捕食动物的长期进化过程中:捕食动物发展了捕捉、消化被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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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各种话应性，被捕食动物则发展 了逃避教害的各种适应性。

(三)共生

共生的传统定义是两种密切接触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互利关系。

(四)寄生

两种生物在一起生活，一方收益，另一方受害，后者给前者提供营养物质和居住

场所，这种生物的关系称为寄生。

十二、物种的形成

生物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物对其环境和非生物环境的适应是进化的动力。

进化必然要反映在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生殖的适应上。种群在这方面有两个可以选

择的对策：

①产生较少的后代，但借助于良好的亲代抚育确保后代有很高的存活率，称之为

K对策。

②最大限度地进行繁殖，产生较多的后代，但亲代对后代的抚育和照顾较少，因

此后代存活率较低，称之为 r对策。

十三、物种的灭绝

植物或动物的种类不可再生性的消失或破坏，称为物种灭绝

十四、种群的生殖对策

生物从外界摄取的能量主要用于维持自身的生存、生长和繁殖后代两方面。

生物的生殖存在着两种极端：①牺牲自己的生存为代价,将自己的全部能量用于

繁殖后代当产出大量的后代之后，亲代因能量耗尽而立即死亡.如许名昆虫和鲑

鱼。②每次繁殖产生较少后代，但一生中可多次繁殖如寿命较长的高等动植物。

十五、协同进化

协同进化的意义：

1.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2.促进物种的共同适应

3.基因组进化方面的意义

4.维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

2019 成人高考生态学基础知识点四
一、生物群落的概念

生物群落指生活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相互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生物

的总和。

二、生物群落的种类划分

生物群落的种类划分主要是按气候条件划分的生物带，也就是冻原、夏季绿林、

热带雨林、稀树干草原等划分范国内的生物的群落单位。

地球上的生物群落分为陆地群落和水生群落

三、生物群落的基本特征

1、具有一定的种类组成

2、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

3、形成群落环境

4、具有一定的结构

5、一定的动态特征



2019年成考专升本知识点总结

内部资料，切勿外传！

7

6、一定的分布范围

7、群落的边界特征

四、种类组成的定义

任何植物群落都是由一定的种类所组成其个体的形状大小及其对周围生境的要

求和反应玛不同，在群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各种类成分是形成群落结构的

基础。

五、群落种类组成的性质分析

1、系统分类上的组成分析

2、区系地理成分分析

3、生态成分分析

六、群落种类组成的地位分析

1. 优势种

2. 建群种

3. 亚优势种

4. 伴生种

5. 偶见种或罕见种

七、生物群落组成的数量特征

(一)多度 (二)盖度

(三)频度 (四)优势度与重要值

八、生命结构层次与遗传多样性

(1)分子水平多样性

(2)细胞多样性

(3)组织多样性

(4)器官多样性

(5)物种表型的多样性

(6)行为特征的多样性

九、生物群落的空间结构

(一)镶嵌

(二)群落交错区

(三)成层现象

（植物成片结构分为三级：一级层片、二级层片、三级级层片）

十、群落的外貌和生活型

1、生态型型间差异

型间差异体现在形态、生理、生化等方面。主要因不同生境生态因子各异所导致。

2、类型

生态型的形成可由多种因素,如气候因素、土壤因素、生物因素或人为活动(如引

种扩太分布区)所引起。可分为：

(1)气候生态型(2)土壤生态型

(3)生物生态型 (4)品种生态型

3、生活型

按休眠芽或者复苏芽所处的位置高低和保护方式可把高等植物分为：

(1)高芽位植物(2)地上芽植物

(3)地面芽植物(4)隐芽植物(5)一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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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生物群落的发生

1.生物人侵

2.定居

3.竞争

4.反应

十二、生物群落的发育

1.发育初期

2.发育盛期

3.发育末期

十三、生物群落的演替

（一）按照演替的延续时间划分

1.世纪演替

2.长期演替

3.快速演替

（二）按演替的起始条件划分

1.原生演替 2.次生演替

（三）按基质的性质划分

1.水生演替 2.早生演替

（四）按群落代谢特征划分

1.自养性演替

2.异养性演替

十四、影响演替的主要因素

1.植物繁殖体的迁移散布和动物的活动性是群落演替的先决条件

2.群落内部环境的变化是演替的动力

3.种内和种间关系是演替的催化剂

4.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是诱因

5.人类活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十五、群落演替的三种学说

1.单元顶级学说

2.多元顶级学说

3.顶级一格局学说

十六、地带性与非地带 性顶级

1. 气候顶级群落

2.土壤顶级群落

3.地形顶级群落

4.动物顶级群落

十七、中国植物群落的分类系统

1.植被型

2.群系

3.群丛

十八、生物群落的主要类型和分布

(一)森林

1.热带雨林 2.常绿阔叶林 3.落叶阔叶林 4.北方针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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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原生物群落

1.温带草原 2.稀树草原

(三)荒漠生物群落

荒漠生物群落主要有 3种生活型适应荒漠区生长:①荒漠灌木及半灌木②肉质植

物③短命植物与类短命植物。

(四)淡水生物群落

淡水群落一般分为流水和静水群落两大类。

(五)海洋生物群落

1.潮间带 2.浅海或亚沿岸带 3.半深海带 4.大洋带

十九、陆地生物群落的分布格局

1.纬度 2.经度 3.海拔

2019 成人高考生态学基础知识点五
一、生态系统的组成

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其中生

产者为主要成分。

不同的生态系统有: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

统(分为湖泊生态系统、池塘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等)、农田生态系统、冻原

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

二、生态系统的功能

(一)能量流动

能量流动有两大特点：能量流动是单向的和逐级递减的。

(二)物质循环

(三)信息传递

信息传递的一般过程有 3个基本环节：信源（信息产生）、信道（信息传输）、

信宿（信息接收）。

一般把信息联系归纳为:营养信息、化学信息、物理信息和行为信息。

三、生态学中较重要的生产力

(1)总初级生产力 (2)净初级生产力

(3)群落净生产力 (4)次级生产力

四、生态系统中的分解作用

分解过程的 3个阶段：

①机械作用阶段 ②生物异化作用阶段 ③淋溶过程

五、分解过程及影响因素

①环境因素

②生物因素

六、热力学理论

1.热力学第一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可以表述如下:“在自然界发生的所有现象中，能量既不能消灭

也不能凭空产生，它只能以严格的当量比例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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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热力学第一定律又称为能量守恒定律。

2.热力学第二定律

热力学第二定律表达有关能量传递方向和转换效率的规律。

七、食物链类型

1.捕食食物链

2.碎屑食物链

八、生态金字塔

1.能量金字塔

2.生物量金字塔

3.数量金字塔

九、有毒物质分类

1.无机毒物

2.有机毒物

十、有毒物质的生物循环系统

1.“废水-水体-水生植物-水生动物-人畜”循环系统

2.“废水-水体-土壤-植物-人畜”循环系统

3.“废气-大气-土壤-植物-人畜”循环系统

4.“农药-土壤-植物-人畜”循环系统

十一、生态系统的发展

(一)能量流动

(二)群落结构

(三)营养物质循环

十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调节机制

(一)稳定性：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二)生态系统稳态的条件

1.系统的多样性

2.干扰

3.生态系统的演化阶段

4.环境影响

十三、生态系统类型的划分

1.陆地生态系统 2.水生生态系统

十四、典型的生态系统

(一)森林生态系统

组成：生物系统和无机环境系统

作用功能：1.维护陆地生态平衡的枢纽

2.是环境的重要净化器

3.调节气候、蓄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

4.防风固沙、保护农田

5.森林是一个巨大的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库

6.提供大量木材、水果及中药材等

(二)草原生态系统

结构：高草层、中草层、矮草层

类型：1.草甸草原

2.干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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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荒漠草原

4.高寒草原

功能：1.具有较高的初级净生产力，是地球生态系统能流和物流的重要源头

2.组成了各种不同的食物链和食物网

3.牧草能够增加地表植被覆盖度、涵养水分、保持水土、防风固沙

(三)海洋生态系统

目前是生物圈最大最厚的生态系统，生物资源及其丰富，在调节大气圈的水热运

动、O2 和 CO2 平衡，以及全球范围内物质循环和天气变化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

的生态作用。

(四)淡水水域生态系统

组成：静水生态系统（湖泊）、流水生态系统（河流）

湖泊的结构组成：1.混生沼泽植物带

2.挺水植物带

3.浮叶植物带

4.浮游植物带

(五)农田生态系统

组成：人工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人工控制系统

结构：1.平面结构 2.垂直结构 3.时间结构 4.食物链结构

功能：1.和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相比，农田生态系统的净生产力最高

2.山区的梯田、台田等在种植农作物后有良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3.作物及其种植方式以及农田防护林网的合理布局对农田小气候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对周围环境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4.农田生态系统对环境有较强的净化作用，尤其是土壤微生物的净化能力较强。

(六)城市生态系统

组成：1.自然生态亚系统

2.社会生态亚系统

3.经济生态亚系统

功能：1.生产功能：为社会提供丰富的物质和信息产品。

2.生活功能：生活功能的正常与否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和城市的发展水平。

3.还原功能：城市有限空间和高强度的生产及生活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地的地

质、水文、气候、动植物区及大气等的原来状况，破坏了原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

十五、全球气候变化危害

1.海平面上升

2.影响农业和自然生态系统

3.加剧洪涝、干早及其他气象灾害

4.影响人类健康

5. 气候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6.其他

十六、资源问题

（一）能源问题

1.开源 2.节流 3.平衡 4.慎用

(二)水资源问题

(三)生物资源问题

(四)土地资源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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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退化的原因：

（1）地貌及其物质的不稳定性

（2）外营力多变,降水不稳定

（3）气候演变,即变干、变暖

十七、环境污染

(一)大气污染(二)土壤污染

十八、人口问题

(一)人口成本

(二)中国人口增长

(三)性别比失调

(四)人口老龄化

(五)人口素质

十九、可持续发展概念

（一）需要的概念 （二）限制的概念

涵盖范围包括国际、区域、地方及特定界别的层面，是科学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二十、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突出发展的主题

2.发展的可持续性

3.人与人关系的公平性

4.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

二十一、生态农业

(一)历史

生态农业是世界农业发展史 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纵观人类一万年的农业发展史、大体上经历了 3个发展阶段:①原始农业，至今

约 7000 年.②传统农业，至今约 3000 年.③现代农业，至今约 200 年。

(二)特点

1.综合性 2.多样性

3.高效性 4.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