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农学院 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805《海洋生态学》考试大纲 

内容与要求： 

绪论 

1、掌握生态学定义、内容、任务和工作方法。 
2、掌握环境与环境因素作用的一般规律。 
3、了解海洋生态学的产生、发展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章 生态系统及其功能概论 

1、掌握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其核心思想、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成份和生物生产、能量流

动与物质循环的基本过程。 

2、了解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机制以及生物圈主要生态系统类型，同时对生物圈的形成与进

化有初步的认识。 

第二章 海洋环境与海洋生物生态类群 

1、了解海洋环境的基本特征、海洋三大环境梯度、海洋环境分区的划分依据以及海水某些
物理特征的生态学意义。 

2、掌握海洋浮游生物、游泳生物和底栖生物三大生态类群的特征 
3、了解三大生态类群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三大功能类群中的主要种类有
初步的认识。 

第三章 海洋非生物生态因子及其生态作用 

1、掌握环境和生态因子的基本概念，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规律，包括限制因子原理、利比

希最小因子定律、谢尔福德耐受性定律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 

2、了解海洋环境中光照、温度、盐度、海流等主要生态因子的分布特征及其生态作用。 

3、了解溶解气体主要组分的来源于消耗途径及其与生物代谢活动的关系。 

第四章 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种群与动态 

1、掌握种群的概念及其群体特征； 

2、了解种群统计学的基本参数、生命表及其应用，掌握种群数量变动的基本数学模型及自

然种群的数量变动规律； 

3、掌握 K 生态对策、r 生态对策的特征及在保护生物学方面的实践意义、影响种群数量动

态的密度制约和非密度制约因素； 

4、了解种群调节及种群衰退与灭绝的机制，了解集合种群的概念、动态模型及应用意义； 

5、理解应用种群生态学有关理论对待自然生物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重要意义。 

第五章 生物群落的组成结构、种间关系和生态演替 

1、掌握生物群落的定义及特征、群落间种类组成相似性与边缘效应，群落中不同物种的作

用；  

2、了解群落的空间结构和群落组成的季节动态，影响群落结构的环境和生物学因素； 

3、掌握生物群落中种间食物关系的生态学意义和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辩证关系； 



 

4、了解食性分化及其适应性意义； 

5、掌握高斯假说和种间竞争的基本原理、生态位（包括基础生态和实际生态位）的基本概

念及其与种间竞争的关系； 

6、了解生态位分化的几种主要方式以及海洋生物之间各种共生关系及其生态学意义。 

7、掌握生态演替的基本概念和演替过程中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变化规律等群落生态学的基本

原理。 

第六章 海洋初级生产力 

1、掌握有关海洋生产力的各种基本概念、影响海洋初级生产力的各种因素及海洋初级生产

力的地理分布和季节分布规律； 

2、了解全球海洋初级生产力研究的新进展、初级生产力的测定方法； 

3、掌握海洋新生产力的分布规律和研究新生产力的意义。 

第七章 海洋食物网和能流分析 

1、全面掌握海洋生态系统能流的基本过程、食物链、营养级和生态效率等基本概念以及海

洋食物网特点和有关简化食物网、同资源种团、微生物环的组成、结构及其在生态系统能流、

物流中的作用等； 

2、了解海洋生态系统能流和动物种群次级产量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 

3、掌握消费者的能流分析方法，了解生态系统层次的能流分析。 

第八章 海洋生态系统的分解作用与生物地化循环 

1、掌握生态系统分解作用的概念及意义； 

2、了解海洋主要分解者类群和微型生物食物环在有机质分解过程中的贡献，沉积物中有机

质的有氧和缺氧分解，海洋生物泵概念及其作用以及 DMS的来源、去向与作用； 

2、了解大洋和近岸水层颗粒有机物的沉降分解过程的差异及原因； 

3、掌握碳、氮、磷、硫等营养物质生物地化循环的基本过程。 

第九章  海岸带与浅海生态系统 

1、了解沿岸、浅海区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 

2、掌握潮间带、沙滩、岩岸、河口、盐沼、红树林、大型海藻场、珊瑚礁、沿岸上升流区

生态系统的环境、生物群落和能流、物流基本特征； 

第十章  深海区、热液口区和极地海区 

1、了解深海区、热液口区和极地海区生态系统； 

2、了解热液口区生态系统的研究意义。 

第十一章  过度捕捞与海水养殖问题 

1、掌握传统的渔业资源管理模式； 

2、了解过渡捕捞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3、了解目前我国海水养殖业面临的生态问题； 

第十二章  海洋污染、生境破坏与全球气候变化 

1、掌握海洋污染的特点、污染物质迁移、转化过程、海洋的自净机理和环境容量概念； 

2、了解近岸海洋的富营养化及其生态效应； 

3、掌握有机物污染的特点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危害，了解其它环境污染对海洋生态系统的

影响； 

4、掌握生物入侵的生态学后果； 



 

5、了解近岸海洋生境破坏的情况； 

6、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海洋生态效应； 

7、了解赤潮现象概念及其危害、赤潮发生的原因和基本过程以及赤潮预报的理化、生物学

依据，明确预防赤潮的基本对策。 

第十三章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管理 

1、掌握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概念、内涵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特点； 

2、了解海洋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的各种服务功能、人类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严重威胁以

及保护海洋多样性的基本原则和途径； 

3、了解退化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受损生态系统恢复的生态系原则和基本途径； 

4、掌握生态系统管理的原则与途径； 

5、了解海洋自然保护区及其在恢复退化生境和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6、了解大海洋生态系的内涵、管理目标与实践。 

试题类型：名词解释、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