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第3章



内
容
索
引

自主预习 新知导学

合作探究 释疑解惑



自主预习 新知导学



一、生态平衡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生态平衡的概念: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的一种状态。

2.处于生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具有的特征

(1)结构平衡:生态系统的各组分保持相对稳定。

(2)功能平衡:生产—消费—分解的生态过程正常进行,保证了物质总在循

环,能量不断流动,生物个体持续发展和更新。

(3)收支平衡。



3.生态平衡的调节机制 

(1)负反馈机制:生态系统遇到破坏或干扰后,对抗这种破坏或干扰,使生

态系统恢复平衡的调节机制。

(2)负反馈:在一个系统中,系统工作的效果,反过来又作为信息调节该系

统的工作,并且使系统工作的效果减弱或受到限制,它可使系统保持稳定。

(3)负反馈调节在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它是生态系统具备自我调节能力

的基础。



4.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概念:生态系统维持或恢复自身结构与功能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能力。

(2)原因: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3)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

①基础:负反馈调节。

②表现:生态系统维持相对稳定的能力。

③特点: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当外界干扰因素的强度超过

一定限度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急剧下降,生态平衡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





三、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1.必要性

(1)处于生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可以持续不断地满足人类生活所需,如提供

粮油、蔬果、肉蛋奶、木材等农副产品。

(2)处于生态平衡中的生态系统能够使人类生活与生产的环境保持稳定。

2.措施

(1)控制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强度,在不超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范围

内,合理适度地利用生态系统。例如,对过度利用的森林与草原,首先应

封育,待恢复到较好状态时再适度利用。

(2)对人类利用强度较大的生态系统,应给予相应的物质、能量的投入,保

证生态系统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例如,为使单一作物的农田生态系统

保持稳定,需要不断施肥、灌溉、控制病虫害;还可以人工建造“生态屏障
”。



四、设计制作生态缸,观察其稳定性

1.实验原理

(1)生态缸中必须包括生态系统的四种成分,考虑系统内组分及营养级之

间的合适比例,特别需要注意必须有足够的分解者。

(2)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必须能够进行物质循环和

能量流动。生物之间要有合适的食物链结构,生物的数量不宜过多。



2.实验步骤

(1)制作生态缸的框架。

(2)在生态缸内底部的一侧铺垫几块石块,再铺上一层细沙土,在沙土上铺

一层含腐殖质较多的土,铺垫好的土和石块整体呈坡状。

(3)在土坡上放置几块假山石,可作为小动物栖息的场所。

(4)向生态缸中注水。

(5)放置生物。在土坡上选择苔藓、铁线蕨、鸭跖草、马齿苋、罗汉松、

翠云草等进行种植,放入鼠妇、蚰蜒、蚯蚓、蜗牛等小动物;在水中放入浮

萍、金鱼藻等水生植物,放入虾、小鱼和小乌龟等小动物。

(6)封上生态缸盖。将生态缸放置于室内通风、光线良好的地方,但要避

免阳光直接照射。

(7)定期观察生态缸内生物种类及数量的变化,并且进行记录。



合作探究 释疑解惑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知识点三

[问题引领]

1.请你尝试用文字、线框、箭头等符号,举例并简要描绘负反馈调节过

程。

提示:下图为草地上草、兔、狼之间负反馈调节过程的示意图。采用其

他呈现方式也是可以的。

知识点一 生态平衡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分析



知识点一 知识点二 知识点三

2.下图A为某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反

馈调节示意图,图B为某湖泊生态系统

中发生的某种调节活动。分析并回答

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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