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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农业生态学》习题 

《农业生态学》习题 

1、什么是生态学和农业生态学？ 

2、为什么说农业生态与自然生态不完全一致？ 

3、农业生态学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什么？ 

4、生态学史前奠基人、创始人及其代表著作是什么？ 

5、谈一谈人与自然的关系？ 

6、名词解释：系统的整合特性、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食物

链解列 

7．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 

8、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各有哪些类型？ 

9、农业生态系统的组分、结构与功能是什么？ 

10、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11、食物链加环有哪些类型？举例说明？ 

12、什么是生命延续的本质？为什么？ 

13、为什么说“农业生态系统是深深地打下了人类社会印记的生

态系统，是被人 

类驯化了的生态系统？ 

14、名词解释：种群、内禀自然增长率、环境容纳量、化感作用 

15、种群波动的主要原因与调节方式有哪些？ 

16、种群的生态对策的类型与特点是什么？ 

17、生物种间相互作用的类型有哪些？在农业上如何应用？ 

18、试分析 Logistic方程中，K/2 点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 

19、简述捕食的意义？ 

20、简述超级补偿规律？ 

21、简述竞争排斥原理？ 

22、名词解释：植物群落、生物多样性、生态优势种、顶级群落 

23、群落演替的含义是什么？描述其演替过程。 



24、如何利用群落演替理论建造合理的农业群落？ 

25、简述植物群落分布的一般规律？ 

26、简述多元顶极群落的内容？ 

27、举例说明农业生物有哪些垂直结构形式？ 

28、农业活动对生物多样性有什么影响？ 

29、简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 

30、名词解释：环境、生态型、生活型、生态位、物候 

31、什么是限制因子定律和耐受性定律？ 

32、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是什么？ 

33、简述稻田养鱼的生态学意义？ 

34、综述森林的生态效应。 

35、简述农田生物的生态作用？ 

36、名词解释：食物链、营养级、生态金字塔、十分之一定律、

耗散结构、初级 

生产、次级生产、辅助能 

37、农业生态系统中主要的能流途径有哪些？ 

38、农业生态系统能量调控途径是什么？ 

39、为什么一般食物链的营养级不会超过 4-5 级？ 

40、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生态金字塔的倒置现象？为什么？ 

41、简述提高农田初级生产力的途径？ 

42、名词解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生物放大作用 

43、什么是地质大循环和生物小循环？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44、温室效应会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产生哪些重大影响？解决

温室效应的有效办法是什么？ 

45、农业生态系统氮素的主要输入和输出途径有哪些？如何合理

利用？ 

46、土壤有机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如何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养

分平衡？ 

47、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主要环境问题有哪些？ 

48、试述酸雨对生态系统的危害？ 



49、简述钾素循环的特点？ 

50、简述养分循环的特点？ 

51、从合理利用氮素和能源来考虑，利用作物秸秆比较有利的方

法是什么？ 

52、名词解释：成本外摊、收益外泄 

53、举例说明农业生态系统中有那些自然信息流和人工信息流，

它们之间的区别 

如何？ 

54、能流、物流与资金流的关系？ 

55、成本外摊和收益外泄发生的原因何在，如何克服这种现象？ 

56、论述农业生态系统的调控特点及调控途径？ 

57、有哪些自然调控的方式？ 

58、什么是农业资源？农业资源如何分类？ 

59、什么是生态平衡？生态平衡的条件是什么？ 

60、为什么说人为因素是水土流失、沙漠化和盐碱化形成的重要

因素？水土流失 

和沙漠化的防治有哪些措施？ 

61、什么是水体污染？水体污染源有哪些？水污染对农作物有什

么危害？ 

62、影响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63、简述中国有哪些主要的生态问题？ 

64、为什么在冬季容易形成大气污染事件？ 

65、什么叫大气的的自净能力？它包括哪些内容？ 

66、什么是生态农业？中国生态农业与国外生态农业有什么区别？ 

67、中国生态农业的原理及主要技术是什么？ 

68、分析“典型生态农业模式”应用到哪些生态学原理？ 

第二篇：农业生态学 

生态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经典生态学：个体，种群，生态系统，群落，景观，生物圈 

农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是用生态学和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 , 将农



业生物与其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 , 研究其中的相互联系、协同演变、

调节控制和持续发展规律的科学 

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生

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 

生态系统的结构：指生态系统中组成成分及其在时间、空间上的

分布和各组分间的能量、物质、信息流的方式和特点。 

农业生态系统：指在人类的积极参与下，利用农业生物与非生物

环境之间以及农业生物种群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合理的生态结构和

高效生态机能，进行能量转化和物质循环，并按人类社会需要进行物

质生产的综合体。 

食物链：生产者所固定的能量和物质，通过一系列取食和被食的

关系而在生态系统中传递，各种生物按其取食和被食关系而排列的链

状顺序。 

食物网：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彼此交错连接，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营养级：食物链上能量和物质被暂时储存和停留的位置亦即每一

种生物所处的位置（环节）称为营养级。 

生态金字塔：能量通过营养级逐级减少，如果把通过各营养级的

能流量，由低到高画成图，就成为一个金字塔形，称为能量锥体或金

字塔。 

生态效率：指各种能流参数中的任何一个参数在营养级之间或营

养级内部的比值关系。林德曼定律（十分之一定律）：能量沿营养级

的移动时，逐级变小，后一营养级只能是前一营养级能量的十分之一

左右。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地球上的各种化学元素和营养物质在自然动

力和生物动力的作用下，在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内，乃至整个生物图

里，沿着特定的途径从环境到生物体，再从生物体到环境，不断地进

行流动和循环的过程，就叫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简称生物地化循环。 

地质大循环:指物质或元素经生物体的吸收作用，从环境进入生物

有机体内，生物有机体再以死体、残体或排泄物形式将物质或元素返



回环境，经五大自然圈层的循环后，再被生物利用的过程。 

系统构成的条件：①由一些要素组成；②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相互制约；③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产生跟各个组成成分

不同的新功能，即整体功能。 

系统的基本特征：系统组分的整体性，系统结构的有序性，系统

功能的整合性 

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①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初级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物质；②是一个有生命的开放

式的功能系统；③一个生态系统占据一定的空间并随时间发生演变；

④生态系统内部保持有一定的平衡关系。生态系统的功能：营养信息，

化学信息，物理信息，行为信息。 

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①生物组分（经人工驯化的农业生物，最

重要的调节者与主体消费者——人类）②环境组分（自然环境组分，

人工环境组分）。 

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组分结构，时空结构（时间结构，空

间结构），营养结构。 

农业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①能量流——农业生态系统的主要能

量来源包括太阳能、自然辅助能、人工辅助能。②物质流。③信息流。

④价值流。 

农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别： 

1.生物构成方面：①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是经人工驯化培育的

农业生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生物，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是特定环境

下经生物种群间、生物与环境间长期相互适应形成的自然生物群落②

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类结构单一，物种多样性低于自然生态系统。 

2.环境条件方面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条件受到人类的调控与改造，

以便农业生物能够更加高效地转化出人类所需的各种农副产品 3.结构

与功能方面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组成既包含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组分又

包含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组分。 

4.稳定机制方面自然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十分丰富，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建立了复杂的食物链与食物网，形成了自然的自我调节



稳定机制，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发展农业生态系统因生物种类

减少，食物链结构变短，自然调节的稳定机制被削弱，生物小循环:指

环境中的元素经生物体吸收，在生态系统中被多层次利用，然后经过

分解者的作用，再为生产者吸收、利用。生物放大作用（食物链浓集

效应）：某些物质当他们沿食物链移动时，既不被呼吸消耗，又不容

易被排泄，而是浓集在有机体的组织中的现象。 

种群：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占据特定空间的同种生物个体总和 

生态密度：指单位栖息生物实际占有空间内的个体数量（或生物

量）。生态出生率（实际出生率）：一定时期内，种群在特定条件下

实际繁殖的个体数量，它受生殖季节、一年生殖次数、一次产仔数量、

妊娠期长短和孵化期长短、以及环境条件、营养状况和种群密度等因

素影响。 

生态对策：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对某一些特定的生态压力所采取

的生活史或行为模式。 

密度效应：在一定时间内，当种群的密度改变时，就必定会对相

邻个体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群落：指在特定空间或特定环境下，具有一定的生物种类组成及

其与环境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具有一定的外貌及结构，包括形

态结构与营养结构，并具特定的功能的生物集合体。群落最小面积

（表现面积）：指能够包括群落中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和表现出该群

落一般结构特征的最小面积。 

物种多样性：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

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层片：是

群落的结构单元，具有一定的生态生物学一致性和一定小环境的种类

组合。生态位：是指生物在完成其正常生活周期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环

境综合适应的特征，是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

边缘效应：群落交错区的生物种类和种群密度增加的现象称边缘交应。 

生物群落的演替：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物种

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出现生物群落及其环境向着一定方向有顺序

的发展变化过程。 



环境：指某一特定生物体或生物群体以外的空间,以及直接、间接

影响该生物体或生物群体生存的一切事物的总和 生态因子：指环境中

对生物生长、发育、生殖、行为和分布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 

限制因子：生物的生存和繁殖依赖于各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

其中限制生物的生存和繁殖的关键性因子。 

趋同适应：是指亲缘关系相当疏远的生物，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同

或相似的环境条件下，通过变异、选择和适应，在形态、生理、发育

以及适应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的现象。 

趋异适应：是指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群，由于分布地区的差异，

长期受不同环境条件的综合影响，不同个体群之间在形态、生理等方

面产生的相应生态变异。 

生态型：指同种生物的不同个体群，长期生存在不同的生态环境

和人工培育条件下，发生趋异适应，并经自然和人工选择而分化形成

的生态、形态和生理特性不同的基因型类群。生活型：不同种生物，

由于长期生存在相同的自然生态和人为培育环境条件下，发生趋同适

应，并自然和人工选择而具有类似生态、形态和生理特性物种类群。 

贝格曼规律：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的恒温动物，其身体往往比生活

在低纬度地区的同类个体大。阿伦规律：恒温动物身体的突出部分如

四肢、尾巴和外耳等在低温环境下有变小变短的趋势。 

稳定性：生态系统与其组成成分（种群或有机体）对于环境的干

扰所带来的影响和破坏能够自我调控、自我修复和自我延续使其内部

稳定的能力。 

系统的功能组分冗余：在一个系统中，具有同一功能的组分数量

超过必须的数量，处于备用状态，这称为系统的功能组分冗余。系统

的反馈作用：系统的运行结果作为控制信息（反馈信息），回到系统

调控中心，对系统未来动态产生影响，这种作用过程称系统的反馈作

用。 

生态系统的三种结构：物种结构、时空结构和营养结构。农业生

态学研究对象：农业生态系统 

食物网的类型: 草牧食物链，腐生食物链，寄生食物链，混合食物



链。地质大循环的特点：时间长、范围广，是闭合式循环。生物小循

环的特点：时间短、范围小，是开放式的循环。物种多样性包括物种

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

态系统多样性） 

竞争排斥原理：对环境资源要求很相似的两个物种，由于对食物

或生活资源而竞争，使两个物种不能长期共存，最后竞争力弱的物种

部分灭亡或被取代。 

农业生态系统能量的来源：太阳能，自然辅助能，人工辅助能。

三种类型的循环：水循环、气相型循环、沉积型循环。 

农业生态系统中养分循环的一般模式：土壤植物动物土壤的养分

循环的一般模式。该模式包括三个主要养分库，即植物库、家畜库和

土壤有效养分库。 

次级种群参数：性比、年龄分布、种群增长率、分布型。种群的

空间分布：均匀型、随机型、成群型。 

种群的年龄结构：年龄锥体有三种类型：下降、稳定和增长型。 

种群增长模型：与密度无关的种群增长模型：Nt+1=N0λt，如果

λ>1，则种群上升；λ＝1，种群稳定；λ<1，种群下降；λ＝0，雌体

无繁殖，种群在一代，中灭亡。 

与密度有关的种群增长模型：①开始期，也可称潜伏期，种群个

体数很少，密度增长缓慢；②加速期，随着个体数增加，密度增长逐

渐加快；③转折期，当个体数达到饱和密度一半（即 K／2）时，密度

增长最快；④减速期，个体数超过 K／2 以后，密度增长逐渐变慢；⑤

饱和期，种群个体数达到 K 值而饱和 

种群间相互关系：①正相互作用；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和原始协

作。②负相互作用；竞争、捕食和寄生。决定群落的外貌因素：①植

物的生活型②组成物种③植物的季相④植物的生活期。任何一个生物

群落的形成，一般都具有这样几个过程：迁移、定居、竞争、反应。

生物群落的演替类型：根据起始基质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原生演替和

次生演替。光的生态作用体现在光质、光照强度、光照时间。影响生

物分布的三个条件：光，温度，水。 



系统的自我稳定性下降。 

5.生产力特点农业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较高的光能利用

率。 

6.开放程度方面两者均是开放性的系统，但农业生态系统要高于

自然生态系统。 

7.能流特征方面因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大量输入与输出的开

放系统，系统内自我维持的能量很少。 

8.养分循环方面农业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养分

输出率与输入率，养分库存量较低，但流量大、周转快； 9.服从规律

方面农业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同时受到自然与社会经济规律即双重

规律的支配。 

10.运行的“目标”方面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目标”是自然资源

的最大限度生物利用，并使生物现存量达到最大；农业生态系统运行

“目标”是使农业生产在有限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制约下，最大限度的

满足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需要。生态系统中的能量通过各个营养

级逐级减少的原因： 

①各营养级消费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利用前一营养级的生物量，

总有一部分会自然死亡和被分解者利用；②各营养级的同化率也不是

百分之百的，总有一部分变成排泄物而留于环境中，为分解者生物所

利用；③各营养级生物要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动，总要消耗一部分能量，

这部分能量变成热能而耗散掉，这一点很重要。农业生态系统的能流

途径：第一条路径（主路径）：能量沿食物链各营养级流动，每一营

养级均将上一级转化而来的部分能量固定，但最终随着生物体的衰老

死亡，分解归还于环境；第二条路径：各个营养级中的部分已死亡的

生物有机体进入到腐食食物链，变为 CO2 、H2O 等，能量以热量形式

散发；第三条路径：呼吸作用，维持生命代谢。 

能量流动的途径特点：①能流是单向流动②能流是能量不断递减

的过程③能量流动的途径和渠道是食物链和食物网。 

生态效率的特点：大型动物的生长率低于小型动物。老年动物的

生长率低于幼年动物。肉食动物的同化效率高于植食动物。草原生态



系统中的植食动物比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植食动物能利用较多的初级生

产量。恒温动物的同化效率很高，但生长效率极低。变温动物的同化

效率比较低，但生长效率极高。变温动物的总能量转化效率要比恒温

动物高的多。变温动物是生态系统中更有效的“生产者”。 

能流分析的步骤：①确定系统的边界②确定系统的组成成分及其

相互关系③确定系统各组分之间的实物能量流动或输入输出量④将实

物量转化为能量⑤绘制能流图⑥能流分析：包括输入能量的结构分析、

输出能量的结构分析、能量转化效率分析、综合分析与评价。 

农业生态系统能流的调控途径：①扩源：扩大绿色植被面积②强

库：一是从生物体本身对能量的贮存能力和转化效率考虑；二是从外

界生存环境对生物的影响考虑，加强辅助能的投入③截流：通过各种

渠道将能量尽可能地截留在农业生态系统之内，扩大流通量，提高农

业资源的利用效率④减耗：降低消耗，节约能源。 

生态系统内能流与物流的关系：①都增循“物质不灭，能量守恒”

的原则；②能流是物流的动力，物流是能流的载体；③能流是单向流

动，只能利用一次；而物流是往复循环，可重复利用；④物质在流动

过程中只会改变形态而不会消失，可在系统内永恒循环；⑤而能流会

在转化过程中逐渐衰变，最终转变为低效热能，离开生态系统。 

养分循环特点：有较高的养分输入率和输出率；系统内部养分的

库存量较低，但流量大，周转快；养分保持能力弱，流失率较高；养

分供求同步机制较弱。 

养分循环的调节：①调节的基本原则：合理输入；建立养分再生

机制；强调养分保蓄，供求同步；充实有机质库；提高投入效率；系

统的整体优化。②调节的具体途径：合理安排归还率较高的作物及类

型；建立合理的轮作制度（用养结合）。农林牧相结合，发展沼气，

解决生活能源问题，促使秸秆还田。农产品就地加工，提高物质的归

还率。 

种群的特征；①数量特征；种群参数变化是种群动态的重要体现。

②空间特征；组成种群的个体在其生活空间中的位置状态或布局，称

为种群的内分布型。③遗传特征；种群具有一定的遗传组成，是一个



基因库。 

生态对策的特征：r-对策：个体小，寿命短，存活率低，但增殖率

（r）高，具有较大的扩散能力，适应于多种栖息环境，种群数量常出

现大起大落的突发性波动，如农田中的昆虫、杂草等。k-对策：个体

较大，寿命长，存活率高，适应于稳定的栖息生境，扩散能力弱，但

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种群密度较稳定，常保持在 k 水平，如乔木、

大型肉食动物。利用 r 型生物加速物质的循环利用，利用 k 型生物稳

定环境。 

种群间相互关系在农业生产中应用：①建立人工混交林，林粮间

作，农作物间套作；②稻田养鱼、养鸭、养萍等；③蜜蜂与虫媒授粉

作物的互相利用。 

群落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外貌；具有一定的种类组成；具有

一定的结构：形成群落环境；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一定的动态

特征；一定的分布范围；群落的边界特特征。 

种类组成的性质分析：①优势种：对群落的结构和群落环境的形

成有明显控制作用的植物种。②亚优势种：指个体数量与作用都次于

优势种，但在决定群落性质和控制群落环境方面仍起着一定作用的植

物种。在复层群落中，它通常位于下层。③伴生种：伴生种为群落常

见种类，它与优势种相伴存在，但不起主要作用。④偶见种或稀见种：

偶见种是那些在群落中出现频率很低的种类，多半是由于种群本身数

量稀少的缘故。 

群落的结构要素：①生活型：不同种生物，由于长期生存在相同

的自然和人为培育环境条件下，发生趋同适应，并经自然选择和人工

选择后形成的具有类似形态、生理和生态特性的物种类群，称为生活

型。植物的生活型类型：高位芽植物、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物、隐

芽植物、一年生植物。②生长型：根据植物的可见结构分成的不同类

群。生长型反映植物生活的环境条件，相同的环境条件具有相似的生

长型，是趋同适应的结果。 

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①因子的多样性和对生物起作用的综

合性（生态因子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②主导因子作



用（生态因子的非等价）；③直接和间接作用（直接因子：直接对生

物发生影响的生态因子，间接因子：通过影响直接因子而对生物发生

影响生态因子）；④阶段性作用（生物发育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

⑤不可替代性和相互补偿性（生态因子间不可替代，但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补偿）。 

自然调控的方式：①程序调控；②随动调控；③最优调控；④稳

态调控。 

生态系统健康原理：动态性原理，层次性原理，创造性原理，有

限性原理，多样性原理，人是特殊组分原理。 

第三篇：农业生态学 

浅谈生态农业 

农学院 农村与区域发展 纪朋涛 201161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令世界瞩目。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在我国的经济发展

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

起了人们的深思，比如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等现象日益加重。因此在

农业发展过程中，寻求一条科学，环境友好，可持续的道路势在必行。

而生态农业的出现使得大家眼前一亮，因为生态农业的发展理念完全

符合当今科学的发展观。因此，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十分必要，因为发

展生态农业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

型的和谐型社会。因此在这里我要小谈一下生态农业，让大家对生态

农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关键词：农业 生态农业 小谈 经济发展 

一、生态农业的定义 

生态农业是指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

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集约化经营的

农业发展模式。生态农业是一个农业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将农业生态

系统同农业经济系统综合统一起来，以取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整体效益。

它也是农、林、牧、副、渔各业综合起来的大农业，又是农业生产、

加工、销售综合起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农业。 

而在中国生态农业又有了新的环境，有了新的特色。我们可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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