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群
:

群落
:

        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同种生
物的全部个体形成种群。

        同一时间内聚集在一定区域中多个生

物种群的集合。

个体、种群、群落之间的关系：

（1）.种群是宏观、群体水平上硕士物的基本单位，

种群不等于个体简朴的累加，种群内个体之间通过特
定关系构成一种整体，体现出个体不含有的特性；

（2）.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种群普通不会由于个体

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种群是生物繁殖的基本单位；

（3）.同一区域中往往生活着多个生物种群，不同的生

物种群构成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群落。



下列各项属于种群的有                                    

　　Ａ、一片农田中的全部水稻　　Ｂ、一片森林中的
　　全部蕨类　　Ｃ、一口池塘中全部鲫鱼　　Ｄ、一
　　个院子里的全部葡萄　　Ｆ、一片森林中的全部蛇
　　Ｇ、一种农民种的全部水稻　　Ｈ、一窝蚂蚁
　　Ｉ、一种狼群　　Ｊ、一片草原上全部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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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特征主要表现为数量上
的变化

一.种群密度（种群最基本的数量特性）
1、定义：种群在单位面积或单位体积中的个体数。

表达办法：①小范畴的水生生物——单位体积

                      ②大范畴及陆生生物——单位面积

即种群密度=种群的个体数量/空间大小（面积或

体积）举例：选用1m2山地，计算马尾松为20棵，则该样方的
马尾松密度为 20/1=20（棵/m2）



（1）样办法

         在被调查种群的分布范畴内，随即选用若干个样方，通
过计数每个样方内的个体数，求得每个样方的种群密度，以
全部样方种群密度的平均值作为该种群的种群密度预计值。

用样办法调查草地中某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

1.为什么选择双子叶植物作为调核对象？

2. 如何调查某双子叶植物的种群密度？

3.样办法合用于调查哪些生物的种群密度？

问
题

2.调查种群密度的办法



调查环节：

       在着手调查之前，要明确调查目的，拟定探
究的问题，带着问题进行调查。 

（1）拟定调查时间、地点和范畴

（2）讨论需要携带的材料和用品

（3）拟定小构组员间的分工

  （1）准备：实地考察，提出注意事项

  （2）拟定调核对象

  （3）拟定样方的大小、样方的多少和取样的办法

1.提出问题：

2.制定计划：

3.实施计划：

4.计数：

5.计算种群密度：

边沿效应：样方边沿上的个体，普通而言，样方的顶边、       

左边及左角处的个体统计在内，其它边沿不做统计。

求平均值（即为调查区域该种群密度的预计值）



            1.“问题探讨”中调查的对象是完全随机分布的，且调查的
区域是规则的，调查的对象与其它生物的分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采用样办法得到的预计值与真实状况比较容易靠近（误差小）。而
在实地调查中，调查的对象分布的往往不是随机的，调查区域往往
不是规则的，尚有许多其它因素会干扰和影响调查的精确性，因此，
采用同样的办法其成果误差会比较大某些。但是，只要掌握了科学
的调查统计办法，其误差会控制在允许的范畴之内。

           2.为确保所选择的样方含有代表性，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使通过样方统计的成果能更靠近真实的状况。

          3.样方数量太少，其统计成果的误差可能就较大；普通而言，
样方越多，统计成果越靠近真实状况。但是，样方数量太多，整体
耗费的时间、精力就越多。从统计学上看，一定数量的样方即能够
确保统计成果的真实性。

          4.不同小组对同一种群的种群密度调查成果可能是不同的。
种群 密度的调查成果应当允许在一定的范畴内波动。如果误差较
大，要针对实际状况，讨论取样办法与否存在问题。



种群密度的调查办法：

样办法

标志重捕法

样办法合用的范畴：

多用于植物、某些昆虫卵、作物植株上的蚜虫、跳蝻等种群。

      在被调查种群的活动范畴内，捕获一部份个体 ，做上标记后再放
回原来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后进行重捕，根据重捕到的动物中标记个
体数占总数的比例，来预计种群密度。



2.调查种群密度的办法

（2）标志重捕法

        先捕获39只鼠并标记，一段时间后，再重捕34

只，其中一标记的为15只，那么根据公式，该地段
原有总鼠数为 39X34/15=88只

标志重捕法合用的范畴

许多活动能力强，活动范畴大的动物。

设某种群的总数为N ，第一次捕获标记的个体为M，
第二次重捕的个体数为n，其中已标记的为m，则:

可得,N=

N:M=n:m,

m（重捕中标志数）
M(总标志数）

n（重捕个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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