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地球生命和生物圈 



生物圈
（biosphere） 

奥地利地质学家休斯（E.Suess）

1375年首次提出 

地面以上23km---地面以下10km 



定义：地球上凡是出

现并感受到生命活动影

响的地区。 

 

范围：包括大气圈的

下层、岩石圈的上层、

整个水圈和土壤圈全部。 

 

 

生态学：生物圈是地

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生物圈的核心 



生物圈的主要组成 

 

生命物质：活质，是生物有机体的总和； 

生物生成性物质：由生命物质所组成的有机矿物质相互作用的生成

物，如煤、石油、泥炭和土壤腐殖质等； 

生物惰性物质：指大气低层的气体、沉积岩、粘土矿物和水。 



生物圈存在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获得来自太阳的充足光能。 

第二，存在可被生物利用的大量液态水。 

第三，适宜生命活动的温度条件。 

第四，提供生命物质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包括

O2、CO2、N、C、K、Ca、 Fe、S等，它们是

生命物质的组成或中介。  

 

 



影响植被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是？ 

 

A.气候  

B.土壤  

C.人类活动  

D.光照 

 
 



生物圈—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在一定空间中共同栖居

着的所有生物（即生物群落）与其环

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动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 

 

地球上的森林、草原、荒漠、湿地、

海洋、湖泊、河流等，不仅他们的外

貌有区别，生物组成也各有其特点，

并且其中生物和非生物构成了一个相

互作用、物质不断地循环、能量不停

地流动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1. 生产者 producer 

能以简单的无机物制造食物的自养生物（autotroph） 

 

2. 消费者consumer 

针对生产者而言，不能从无机物质制造有机物质，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

生产者所制造的有机物质，属于异养生物（heterotroph） 



消费者按其营养方式分为三类： 

 

1）食草动物（berbivores） 

直接以植物体为营养的动物。 

也被称为一级消费者 

（primary consumer） 

 

2）食肉动物（carnivores） 

即以食草动物为食者。也被称为二级消费者（secondary consumer） 

 

3）顶级食肉动物（top carnivores） 

即以食肉动物为食者，也被称为三级消费者（tertiary consumer） 

 

 

 

 

 

 

 

 

人是几级消费者？ 

 



3. 分解者 decomposer 

     异养生物，能把动植物体的复杂有机物分解为生产者能重新利用的简

单的化合物，并释放出能量 

 

 

 

 

 

 

秃鹫、乌鸦、蚯蚓、螃蟹是不是分解者？ 

 

分解者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菌和真菌(微生物)；另一类是其他腐

食性动物。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 



食物链（food chains）：植物所固定的能量通过

一系列的取食和被取食在生态系统中的传递关系。 

 

一般食物链是由4~5环节构成的 

如：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小鱼→大鱼→鲸 

 

捕食食物链（grazing food chain） 

碎屑食物链（detrital food chain）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食物网（food web）：生

态系统中生物之间的取食

和被取食的关系错综复杂，

这种联系象是一个无形的

网把所有生物都包括在内，

使它们彼此之间都有着某

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人是几级消费者？ 

秃鹫、乌鸦、蚯蚓、螃蟹是不是分解者？ 

 



营养级（trophic levels）：是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种

群的总和。 

能量传递的效率约10%. 

 

生态金字塔（ecological pyramids）是指各个营养级之间的数量关系，

这种数量关系可采用生物量单位、能量单位和个体数量单位,分别构

成生物量金字塔、能量金字塔和数量金字塔。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circulation of materials） 
 

又称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是指地球上各

种化学元素，从周围的环境到生物体，再从生物体回到周围环境的周

期性循环。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区别：能量流经生态系统最终以热的形式消散，

能量流动是单方向的，因此生态系统必须不断地从外界获得能量；而

物质的流动是循环式的，各种物质都能以可被植物利用的形式重返环

境。同时两者又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  

 



物质循环的三大类型 

• 水循环（water cycles）、气体型循环（gaseous cycles）和沉积型

循环（sedimentary cycles） 

 

 

• 气体型循环---物质的主要储存库是大气和海洋，其循环与大气和海洋

密切相关，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循环性能最为完善。属于气体型循环

的物质有O2、CO2、N、Cl、Br、F等。 

 

• 沉积型循环的物质---通过岩石风化和沉积物的分解转变为可被生态系

统利用的物质，它们的主要储存库是土壤、沉积物和岩石，循环的全

球性不如气体型循环明显，循环性能一般也很不完善。属于沉积性循

环的物质有P、K、Na、Ca、Ng、Fe、Mn、I、Cu、Si、Zn、Mo等

，其中P是较典型的沉积型循环元素。 

 



• 水循环的主要路线是从地球表面通过蒸发进入大气圈，同时又不断从

大气圈通过降水而回到地球表面，H和O主要通过水循环参与生物地

化循环。 

 



生态系统类型及其功能 

（1）陆地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沙漠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

统等。 

（2）海洋生态系统 

    有海岸生态系统、浅海生态系统、海底生态系统等。 

    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能量运送、净化污水、生

产食物等。 

（3）淡水生态系统 

    有湖泊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水库生态系统、沼泽生态

系统等。 

    湿地生态系统：保持水源、保存物质等。 

     



• 海洋生态系统 
 

• 植物---200m以内的水层，
绝大部分是微小的浮游
植物。浮游植物个体很
小，但是数量极多，它
们是植食性动物的主要
饵料。在浅海区还有很
多大型藻类，如海带、
裙带菜等。200m以下
的水层，没有植物 

• 动物---从单细胞的原生
动物到动物中个体最大
的蓝鲸 

• 海洋在调节全球气候方
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同
时，海洋中还蕴藏着丰
富的资源。人们预计，
在21世纪，海洋将成为
人类获取蛋白质、工业
原料和能源的重要场所。 



鱼缸里的生物算不算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生态平衡  

 

• 生态平衡：在一个未受干扰或

少受干扰正常运行的生态系统

中,这种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

输出是趋于平衡的。 
 



生物圈2号实验 





海底生物圈2号 
(Sub Biosphere 2) 



人与生物圈计划 



俄罗斯BIOS-3生态循环密闭系统 



美国宇航局（NASA） 
 
由作物为核心生物组成的受控生态生命保障
系统研究 



生物圈的形成与进化 

 原始生命起源于一系列复杂的化学进化 

 地球上的生物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当今丰富
多彩的生物圈是经过非常漫长的地质年代发展起来
的，并且是诸物种协同进化（coevolution）的历
史 

 生物的进化不仅是诸物种协同进化的历史，同时生
物圈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也是生物与环境协同
进化的历史 



协同进化 

 概念：一个物种的进化必然会改变作用于其它生
物的选择压力,引起其它生物也发生变化,这些变
化反过来引起相关物种的进一步变化 

 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协同进化： 
 昆虫与植物间 

 大型食草动物与植物间 

 互惠共生物种间的协同进化： 
 绿水螅体内的绿藻虫 

 蚜虫与蚂蚁 

协同适应系统：协同进化不仅存在于一对物种间,
也存在于同一群落的所有成员之间 



捕食在生态系统进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个物种的成员以另一物种成员为食,被捕食者常
常被杀死 
 狭义捕食: 动物吃动物 

 广义捕食: 肉食、植食、拟寄生、同种相残 

 捕食作为一个重要生态学现象的理由: 
 限制种群的分布,抑制种群的数量 

 捕食同竞争一样,是影响群落结构的主要生态过程 

 捕食是一个主要的选择压力,生物的很多适应可用捕食者和猎

物间的协同进化来说明 





生态入侵 

• 生态入侵-人类有意或无意地把某种生物带进新的地区，

倘若当地适于其生存和繁衍，它的种群数量便开始增加，

分布区也会逐渐扩大。 

 

 



生态入侵的严重后果 

• 第一，外来物种入侵会严重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并加速物种的灭绝。 

生物的多样性是包括所有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种和它们的遗传信息
和生物体与生存环境一起集合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系统。 

 入侵种被引入异地后，由于其新生环境缺乏能制约其繁殖的自然天敌

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后果便是迅速蔓延，大量扩张，形成优势种群，
并与当地物种竞争有限的食物资源和空间资源，直接导致当地物种的
退化，甚至被灭绝。  

• 第二，外来物种入侵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外来物种入侵，会对植

物土壤的水分及其他营养成份，以及生物群落的结构稳定性及遗传多
样性等方面造成影响，从而破坏当地的生态平衡。 

• 第三，极大的耗费人力物力。 



1859年，引进了5只兔子 

 

1880年，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

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 

 

19世纪90年代，兔群抵达西澳 

 

1950年，数量从最初的五只增加到

了五亿只 

 

多发黏液瘤病毒 

澳大利亚的兔子 

10大有害入侵物种 



 

野葛 



欧洲椋鸟 



缅甸蟒 



海蟾蜍 



灰松鼠 



蛇头鱼 



老鼠 



杀人蜂 



亚洲鲤鱼 



 

大米草 



1839年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为的

是提供树篱 

在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形成了超

过六英尺高的障碍 

1925年，有6000万英亩的土地受

到影响 

引进南美的毛虫——它们以刺梨

为食，刺梨才在一定的区域内得到

了控制。 

刺梨 



 
  
 

巴西龟 



 

食人鲳 



 

克氏原螯虾 



 

飞机草 



福寿螺在国内又称大瓶
螺，两栖淡水贝类软体
生物，以植物为主食，
原产于南美亚马逊流域
。福寿螺一年可繁殖两
代，一次产卵数千粒，
孵化后的幼螺生长4个月
就可以产卵，一只螺一
年可繁殖30万个后代，
繁殖速度比本地近缘物
种快10倍左右，危害很
大。 

福寿螺 



• 生物入侵的根本原因是？ 



人类与生物圈 
 
人对自然界的改造/破坏 



环境污染 

河川海洋的污染   

空气的污染  

消失的热带雨林  



• Greenhouse effect 

• 又称“花房效应” 。 

 

温室效应 



臭氧空洞 

• Ozone hole  

 



指物种或是某个分类上的种群消失，并减少生物多样性。某

一物种的最后个体死亡，就是物种灭绝的时刻，即使灭绝前

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繁殖的可能。由于物种的潜在范围可能相

当大，因此确定物种灭绝时刻相当困难。 

灭绝 



奥陶纪后期（4亿4千万年前） 

泥盆纪后期（3亿6千万年前） 

二叠纪后期（2亿5千万年前）---大约95%的海
洋生物与70%的陆地动物消失 

三叠纪后期（2亿1千万年前） 

白垩纪末期（6千5百万年前）---白垩纪末期的
白垩纪灭绝事件，则因为恐龙的灭绝
而著名 

 

地球上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灭绝 



人类造成的动物灭绝… 



平成狸合战 



每20分钟一物种消失    
全球爆发绝种危机 



斑驴： 
一半象斑马，一半象马 
(自1883年后灭绝) 



袋狼： 
塔斯马尼亚虎 
(自1936年后灭绝) 

 



朱鹮在日本的灭绝 

朱鹮：“日本的日本” 

朱鹮是它在中国的小名，它的学名，

即它的拉丁名却是“日本的日

本”_---Nipponia nippon. 

1835年Temminck根据在日本采到的

朱鹮标本用日本的国名为朱鹮命名。 

日本国名荣幸的成为朱鹮的“姓”

和“名”了，但朱鹮在日本的遭遇

可以说一点也不幸运。今天的日本

人对叫着自己的国名而又在自己国

土上消失的鸟儿确实表现出超乎寻

常的关注，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

迟也! 

 





白头海雕 

又名秃头鹰，是美国的国鸟，它是力量、勇气、自由和不朽的象征，而

美国国徽的主体就是一只胸前有盾形图案的白头海雕。 



渡渡鸟（Raphuscucullatus），或作嘟嘟鸟（Dodo），又称毛里求斯渡

渡鸟、愚鸠、孤鸽，是仅产于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一种不会飞的鸟。它站着

有三英尺高（1米），以水果为食，生活在陆地。渡渡鸟自17世纪中后期就已

经灭绝了，这种鸟在被人类发现后仅仅200年的时间里，便由于人类的捕杀和

人类活动的影响彻底绝灭，堪称是除恐龙之外最著名的已灭绝动物之一。 



海滨灰雀 

• 主要分布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梅里特岛的海滨灰雀（英文名Dusky 
Seaside Sparrow，又翻译成深色海滩雀）已经绝迹。海滨灰雀几乎在人
类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走向灭绝。 

• 由于它们的盐沼栖息地被喷洒了滴滴涕，加上被太空计划征用，它们的
数量从约3000对降到零。 

• 最后一只灰雀死于1987年。 

 



翠兰金刚鹦鹉 





北极企鹅 
• 冰雪覆盖的南极便是企鹅主要的生存繁衍之地。除了南极洲以外，

在南半球的许多海岛上，甚至在位于赤道附近的加拉帕戈斯群

岛上也有企鹅的分布。然而，在同样气候酷寒、冰雪茫茫的北

极地区，却看不到企鹅的影子，这一现象颇令人费解。 

• 实际上，很久以前，北极地区曾经生存过一种企鹅，只是现在

灭绝了。这种企鹅，人称“北极大企鹅”，身高60厘米，头部

棕色，背部的羽毛呈黑色，很像穿着夜礼服的外国绅士。它们生

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加拿大和俄罗斯北部的海流地区，以及

所有北极和亚北极的岛屿上。最多时，数量曾达几百万只。 

• 大约1000年前，北欧海盗发现了大企鹅。从此，大企鹅的厄运

来临。特别是16世纪后，北极探险热兴起，大企鹅成了探险家、

航海者及土著居民竞相捕杀的对象。长时间的狂捕滥杀，导致北

极大企鹅彻底灭绝。 

 

 



• 思考题 

 

• 系统分析三峡大坝对我国数百年的影响。 

• 经济 

• 军事 

• 人文 

• 生态 

• 地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