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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概念

生态系统类型

生态系统在生物科学中的位置

生态系统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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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系统？
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
而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

构成系统的条件：
由若干要素所组成。
要素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

制约。
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产生与各个组

成成分不同的新功能，即整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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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生
物成分（包括人类在内）
和非生物成分（环境中物
理和化学因子）通过能量
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
用、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
个功能单位。

二、什么是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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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系统类型：

(一)按基质划分：

陆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

水域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池塘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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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人类活动及其影响程度划分：

　（1）自然生态系统：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或轻

度影响的生态系统。

　（2）半自然生态系统：系统营养结构、类型或

比例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大。

　（3）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在系统中起

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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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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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态系统概念的发展

英国学者坦斯利（Tansley）于1935年提出生态
系统的概念，强调生物和环境的不可分割性。

生态系统概念的提出为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
基础，极大的推动了生态学的发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为国际上生态学研究的焦
点。

生态系统的概念已经成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准
则。

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有
赖于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多样性
和稳定性以及生态系统受干扰后的恢复能力和自
我调控能力等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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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系统基本特征：

（一）结构特征

生态系统

生物成分

非生物环境

生产者（producers）

消费者(consumers)

还原者(decomposers)

太阳辐射能

无机物质

有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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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

自养型生物，包括所有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植物和化能
合成细菌。绿色植物利用日光作为能源，通过光合作用
将吸收的水、CO2和无机盐类合成初级产品——碳水化
合物，可进一步合成脂肪和蛋白质。这些有机物成为地
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食物来源。

消费者：

异养型生物，生活在生态系统中的各类动物和某些腐生
或寄生生物，只能依赖生产者生产的有机物为营养来获
得能量。

分解者：

异养生物，如细菌、真菌、放线菌以及土壤原生动物和
一些土壤中小型无脊椎动物。将复杂的有机物还原为无
机物，把养分释放出来，归还给环境中，供植物的再次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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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结构（仿Clarke,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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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特征

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与它们
的生存环境相互作用，不断进行着能量和物
质的交换，产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从而
保持生态系统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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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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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一个功能完整的生态系统应该至少包括哪
几部分？为什么？

考研试题：简述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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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态特征

生态系统是不断变化的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生
态系统总是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向复杂结构状态发展，最
后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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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湖泊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

裸底阶段

沉水植物阶段

浮水植物阶段

挺水植物和沼泽植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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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特征

生态系统内各生物和非生物成分的关系是紧密相
连不可分割的整体。

（五）稳定平衡的特征

自然界生态系统总是趋向于保持一定的内部平衡
关系，使系统内各成分间完全处于相互协调的稳定状
态。生态系统内的负反馈机制是达到和维持平衡或稳
定的重要途径。

考研试题：

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稳
定平衡的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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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或元件）输出端输出信号，经过变换后加到系统或
元件的输入端，这就是反馈信号。当反馈结果有利于加强输
入信号的作用时叫正反馈；反之，抵消输入信号作用时叫做
负反馈（系统论中的负反馈的概念）。

当生态系统中某一成分发生变化时，它必然引起其他成分出
现一系列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化的反过来又会影响最初发生
变化的那种成分，这种过程就叫做反馈。如果是促进最初的
那种变化，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抑制最初的变化，则称为
负反馈（生态学上负反馈的概念）。正反馈导致系统的崩溃，
负反馈导致系统的稳定。

投资 赚钱

再投资

赚更多的钱

天之道以有余奉不足；人
之道以不足奉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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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与植物种群之间的负反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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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外开放的特征
生态系统之间都存在着能量和物质的交换。

如森林与河流之间营养的流通；森林植物得到来自太
阳的能量。

生态系统太阳

其它

能源

其它

能源

能量、物质
迁出的生物

物质和生物

环境

输出输入

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模型
环境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 2007年9月3日星期一

FOREST ECOLOGYFOREST ECOLOGY

小结

生态系统的概念

生态系统在生物科学中的位置

生态系统的特征

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