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單元 ⽣態學

・全球氣候類型主要是由入射的太陽能及環繞太陽的地球公轉來決定。
・⼀整年間太陽的⾓度變化、⽔體、三麥會對季節性、地區性的⼤氣候產⽣影響。
・光線與溫度這類因⼦在精細尺度上的差異可決定微氣候。
・氣候圖顯⽰出溫度與降雨跟⽣物區系的關聯。
・⼲擾，是指如暴風雨、火災及⼈類活動等，將⽣物體從群落中移除或改變資源可

利⽤性的群落變動事件。

是散佈限制他們的分佈嗎

是⾏為限制他們的分佈嗎

是⽣物因⼦限制他們的分佈嗎

是非⽣物因⼦限制他們的分佈嗎

無法到達該區域或時間⽽不夠

棲地選擇

掠食、寄⽣、競爭、疾病 化學

物理

・嘗試去解釋⼀個物種的分佈時，需要考量多重因⼦與不同假設

⽣物作⽤影響族群密度、散佈與族群統計學
・族群密度反映出⽣、死亡，遷入與遷出的互相作⽤。
・族群量的增長來⾃出⽣與遷入，減少來⾃死亡與遷出。

・當⼀個族群中的每⼀個成員都能獲取豐盛食物⽽且能盡其能⼒
⾃由⽣殖的族群，這種狀態下的族群增長稱為指數族群成長。

・負載量(k)為特定環境可承受的 ⼤族群量，會隨著有限資源的
豐富度在時間與空間上變動，⽔、能量、遮蔽物等也可以是限
制因⼦。

・N代表族群⼤⼩，t代表時間，r值是個體平均出⽣率減去個體平
均死亡率。

・⽣活史特徵反映在⽣物體上發育、⽣理及⾏為的演化結果。
・爆發式或單性⽣殖⽣物⽣殖⼀次即死亡。如鮭⿂。
・多次⽣殖⽣物則會重複產⽣⼦代。如⺟蠵⿔。
・K選擇，對族群密度敏感⽽且在⾼密度下受到青睞的性狀選擇。
・r選擇，選擇在不擁擠的環境中⽣殖成功 ⼤化的性狀。

指數成長

邏輯成長

負載量

⽔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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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互動

・種間競爭(-/-)：多種物種競爭短缺資源。
・掠食作⽤(+/-)：⼀物種殺死並食⽤另⼀物種。
・草食性(+/-)：草食動物以植物或藻類為食物。
・共⽣：多種⽣物個體緊密接觸在⼀起。

1.寄⽣(+/-)：寄⽣⽣物從宿主⾝上取得所需的養分。
2.互利共⽣(+/+)：⼆物種皆從交換作⽤中受惠。
3.片利共⽣(+/0)：⼀物種受惠，另⼀種不受影響。

・促進作⽤(+/+)或(+/0)：沒有緊密接觸，卻有正⾯的影響。

・物種多樣性測量⼀個群落的物種豐富度以及他的相對豐富度。
・營養結構是群落動態的關鍵因素。
・食物鏈連接從⽣產者到頂級⾁食者間的營養階層。
・優勢物種是群落中 豐富的物種。關鍵物種通常豐富度並不⾼但對群

落結構表現出不成比例影響⼒的物種。
・由下⽽上模型提議的是⼀個有較低階像較⾼階營養層單向影響。
・由上⽽下模型提議的是每⼀個營養階層的控制來⾃上⽅的營養階層。

・⽣態演替是⼲擾之後的群落與⽣態系序列變化。初級演替發⽣在演替開始時沒有
⼟壤存在的地⽅，次級演替則始於⼲擾後⼟壤仍存在的地⽅。

・⽣態系是由群落中所有的⽣物體與所有跟他們交互作⽤的非⽣命因⼦所組成。
・化學元素進入與離開⽣態系與循環都遵循質量不滅定律。

・能量的初級⽣產量給全球的能量預算設定了⽀出限額。總初級⽣產量是⼀個⽣態
系在⼀定時間內所同化的能量總額。淨初級⽣產量是累積在⾃營⽣物的能量。淨
⽣態系⽣產量是⼀個⽣態系中⽣物量的累積。

・⽣產效率是指食物能量在食物鏈的⼀環節被轉換為⽣物量的效率。
・能量從⼀個營養結成轉移到下⼀個階層的百分比成為營養效率的，通常為10%。
・⽣物修復作⽤，將⽣物變成⽤來幫助遭污染⽣態系去毒的動⼒。
・在⽣物擴增作⽤中，⽣態學者利⽤⽣物增加基本物質到⽣態系中。

・當族群量掉落⾄ ⼩可存活族群規模之下，可能會使他陷入滅絕漩渦。
・運動走廊(連接孤立區域的狹長帶狀或是⼩叢聚系列狀棲地)可促進散佈並有助於

永續族群。
・⽣物多樣性熱點是指具眾多特有種含⼤量瀕危與受脅物種的⼩區域。
・都市⽣態學檢視都市中的⽣物與其⽣活環境。

・⽣物放⼤作⽤，有毒廢棄物與藥品的釋放污染的環境，這有害物質往往存留很長
的⼀段時間且在食物網更⾼的營養藉此中變得更濃縮。

食物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