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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森林生态学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林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是为培养和检验自学应考

者的生态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而设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森林生态学是研究森林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包括森林与环境、群落、

种群、森林生态系统等知识，其内容既有明显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实用性特

点。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森林与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林木种群的数量变化规

律、森林群落的静态与动态特征、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特征和生物多样性原理与保

护等知识内容。具备能够运用生态学原理来全面地、综合地认识、分析和解决森林经营管

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能力，以便毕业后能较好的适应我国林业生态环境管理与

建设工作的需要。  

三、本课程与相关课程的关系 

森林生态学是林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其先修基础课课程有植物学、树木学、气象

学、土壤学、植物生理学等，其后续课程为森林培育学、林木育种学等专业课。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绪  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重点掌握森林生态学的概念；了解森林生态学的产生、森林生态学

的发展历史；了解森林生态学的内容。 

二、课程内容 

（一）生态学的概念 

（二）森林生态学的概念 

（三）森林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 

（四）森林生态学的研究目的及历史发展  

三、考核知识点 

生态学、森林生态学学科定义、生态学研究方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四、考核要求  

1.识记：生态学、森林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内容和范围。  

2.领会：本学科的研究目的及历史发展。 

  

第二章 森林与环境  

一、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重点掌握环境、环境因子、生态因子的相关概念、生态因子作用的

一般特征和基本原理；了解森林生物与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理解森林生物对

其生存环境的依赖性和对异质环境的适应性，清楚森林环境的维持与改变需要通过森林生

物来控制与改变。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森林、环境的概念与生态因子 

（一）森林的概念 

（二）环境的概念 

（三）环境的分类  

（四）生态因子的概念 



（五）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   

第二节 光因子 

（一）光的生态意义 

（二）树种的耐阴性 

（三）提高光能利用率的能力              

第三节  温度因子  

（一）温度对树木的影响 

（二）树种对温度的适应 

（三）温度与树种的分布 

第四节  水分因子 

（一）不同形态降水的生态意义 

（二）树木对水分的要求和适应 

（三）水分条件对树种分布的影响           

第五节 大气因子  

（一）氧及二氧化碳的生态意义 

（二）大气污染及其对树木的影响 

（三）风的生态作用 

（四）雷电对树木的影响  

第六节 土壤因子 

（一）母岩、土层厚度对树木的影响 

（二）土壤的物理性状对树木的影响 

1.土壤质地和结构 

2.土壤水分与空气 

（三）土化学性质对树木的影响 

1.土壤营养元素 

2.土酸碱度 

（四）土壤微生物性质对树木的影响 

1.土壤微生物的生态作用 

2.根瘤 

3.菌根真菌 



三、考核知识点 

森林环境，生态因子的作用规律，生物对环境的适应类型；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光

周期现象，光能利用率，森林植物的耐荫性；植物的春化作用，积温与林业生产实践，积

温对森林分布的影响，极端温度对森林植物的影响；不同形态水对植物的影响，旱生植物

与湿生植物的差异，水分对森林分布的影响，影响水土流失的因素；土壤理化性质对森林

植物的影响，森林对土壤性质的影响，森林土壤肥力的维护；森林对风和风对森林的影响，

大气主要污染物对森林的影响，酸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森林的概念，环境的概念， 生态因子的概念。 太阳辐射随着纬度、海拔高

度、坡向而变化及其时间变化；光补偿点、光饱和点、光周期现象；阳性树种和耐荫树种

的主要区别，林内光照的主要特点；温度随纬度和海拔高度变化而变化的一般规律，我国

的五个热量带，三个基点温度，有效积温、有效积温法则，温周期现象，物候，冻举、冻

裂、生理干旱。林内温度变化的主要特点，树种对极端温度的适应；蒸腾系数，常见的耗

水量低的树种、耗水量高的树种，耐旱树种、湿生树种的主要特点，常见的耐旱树种。水

分大循环、水分小循环。林冠截流、地表径流。 .森林中的地表蒸发、空气湿度、土壤湿

度的主要特点； 大气污染，常见的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碳的生态意义，森林对环境污染

的净化效应。风对森林植物的影响。 菌根及其类型， 

2.领会：生态因子作用的一般特征。太阳辐射的光谱组成，光对树木生长和形态结构

的影响，阳生叶和阴生叶在形态结构上的主要区别，区分阳性树种和耐荫树种；气温的空

间变化对树种分布的影响，冻害发生的生理机制；水分对树木的重要性，严重的水分亏缺

对树木生长的影响，植物适应干旱的方式，森林增加垂直降水的理论依据，森林减少地表

径流的主要原因；氧气、二氧化碳对植物的生态意义，二氧化碳的生物循环，森林对环境

污染的净化效应；母岩、土层厚度对树木生长和分布的影响，土壤中的氮素来源，柔软型

死地被物、粗糙型死地被物的主要特性。    

3.应用：光周期反应在园艺生产上的应用； 计算植物某个发育期或生活周期的有效

积温和活动积温；举例说明水分条件对森林分布的重要性； 分析大气污染对森林植物的

危害，通过增加林内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森林生产力的措施。 

  

第三章 种群及其基本特征 

一、学习的目的要求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种群的概念，理解种群的基本特征参数，掌握种群的增长及

其调节原理以及种群的生态对策。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种群的基本概念 

（一）种群的概念及其数量变化 

（二）单体生物和构件生物。 

第二节 种群的基本特征 

（一）种群的绝对密度与相对密度 

（二）种群的绝对密度与相对密度 

（三）影响种群密度和大小的主要因素 

（四）种群的分布格局类型及成因 

（五）种群的年龄结构 

第三节 种群的数量动态 

（一）出生率、死亡率、生命表和存活曲线 

（二）种群的内禀增长能力 

（三）种群增长 

（四）种群调节 

三、考核知识点  

 种群的概念及其数量变化；单体生物和构件生物；种群的绝对密度与相对密度，影

响种群密度和大小的主要因素，种群的分布格局类型及成因，种群的年龄结构；指数式增

长与逻辑斯蒂增长模型，自然种群的数量动态，生态入侵概念。  

四、考核要求 

1.识记：种群的概念，种群的基本特征，种群的存活曲线，种群的数量动态，指数式

增长与逻辑斯蒂增长模型，自然种群的数量动态，种群的分布格局类型及成因，种群的年

龄结构。 

2.领会：指数式增长与逻辑斯蒂增长模型，影响种群密度和大小的主要因素，种群调

节。  
  

第四章 林木种内与种间关系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生物密度效应的基本规律及主要特征；理

解竞争排斥原理的内涵；正确认识生态位的概念。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林木种内关系 

（一）密度与植物形态 

（二）密度与总产量、单株产量 

（三）密度与死亡率（自疏和他疏） 

第二节 种间关系 

（一）互利共生 

（二）附生 

（三）寄生 

（四）独生或偏害作用 

（五）竞争 

（六）生态位 

三、考核知识点  

密度效应，最终产量恒定法则，自然稀疏法则，生态型概念，他感作用；种间竞争类

型，争排斥原理，捕食者与猎物的协同进化，食草作用；寄生，连体互利共生，非连体互

利共生，防御性互利共生；森林内有独特的小气候，有丰富的食物资源，有良好的隐蔽条

件；森林动物的适应性变化，动物对森林的影响。  

四、考核要求 

1.识记： 密度效应，最终产量恒定法则，然稀疏法则，生态位，他感作用及生态意义，

种间竞争，高斯假说（竞争排斥原理），捕食者与猎物的协同进化，寄生与共生，森林动

物的适应性变化。 

2.领会：种内和种间关系的类型，攀援植物对树木生长的危害，低等真菌的寄生对树

木的危害，植物间的竞争如何进行。  

3.应用：分析森林动物对林业生产的有益和有害的影响。 

  

第五章 森林群落结构特征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植物群落定义；生活型瑙基耶尔分类系统；数量特征的

调查：多度、显著度、盖度、频度、重要值统计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群落的概念 

第二节 森林群落的种类组成和数量特征 

一、森林群落的种类组成 

二、森木群落种类组成的数置特征 

第三节 森林群落的结构和外貌 

一、森林群落的垂直结构 

二、森林群落的水平结构 

三、森林群落的年龄结构 

四、森林群落的季相 

第四节 森林群落的生产力 

一、森林群落生产力的概念 

二、森林群落的生产力 

三、森林群落组分的生物量 

四、森林群落生物量的测定方法 

三、考核知识点 

群落，群落的基本特征；森林群落的种类组成：优势种、建群种、亚优势种、伴生种、

偶见种；群落种类的数量特征：多度、密度、盖度、显著度、频度、密度、郁闭度、重要

值，多度和频度的关系；群落的垂直结构：森林群落的基本层次：乔木层、灌木层、草本

层、死地被物层；林相、主林冠层、单层林、复层林；生活型分类：高位芽植物、地上芽

植物、地面芽植物、隐芽植物、一年生植物；生活型谱及对环境特点的反应，群落的时间

结构（季相），层片，群落的水平结构。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植物群落、群落的基本特征，群落的最小样方面积，森林群落的种类组成及

数量特征，群落的垂直结构、水平结构、时间结构，生活型、层片，森林群落的四个基本

层次，林相、主林冠层、单层林、复层林，年龄结构、同龄林、异龄林。 

2.领会：多度和频度的关系，森林群落内各层植物的相互关系，层片与层次的异同。  
3.应用：用种类－面积曲线调查法确定植物群落种类组成及群落表现面积；分层频度

调查法研究林层的动态变化  

  



第六章  森林群落演替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植物群落的发生过程；举例说明群落的原生演替、次生

演替的过程及理论应用；了解群落演替的顶极学说。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森林群落的发生 

（一）裸地的类型与成因 

（二）森林群落的发生过程 

1.迁移 

2.定居 

3.竞争 

4.反应  

第二节森林群落的演替 

（一）森林群落演替的概念与原因 

1.群落演替的概念 

2.群落演替的原因 

（二）原生演替与森林的形成 

1.旱生演替系列 

2.水生演替系统 

（三）森林群落的次生演替 

1.森林群落次生演替的一般过程 

2.次生演替的特点 

（四）演替的进展与逆行 

（五）演替的顶极理论 

1.单元演替顶极 

2.多元演替顶极 

3.演替的顶极格局 

三、考核知识点  

森林群落的发生过程，森林群落发育时期的基本特征，森林演替及方向，进展演替、

逆行演替；森林演替的原因，森林演替的分类；苏卡乔夫提出按演替主导因素划分：群落



发生演替、内因生态演替、外因演替；拉孟斯基提出按时间发展划分：世纪演替、长期演

替、快速演替；克里门茨提出按基质性质和变化趋势划分：原生演替、次生演替。原生演

替、次生演替及二者的区别；旱生演替系列的原生演替一般过程，水生演替系列的原生演

替一般过程；次生演替过程。外界因素作用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对次生演替的影响，云杉

林的次生演替过程。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森林群落的发生过程，森林演替及方向，原生演替、次生演替及二者的区别，

旱生演替系列、水生演替系列的原生演替的一般过程，群落顶级学说。  

2.领会：森林群落发育时期的基本特征，旱生演替系列的原生演替过程中生境及群落

的变化发展，干扰因素的作用对森林演替的影响，云杉林的次生演替过程。  

 

                第七章 森林生态系统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生态系统定义及基本特征；生态椎体是如何形成的；明确同

化效率、生长效率、消费效率和林德曼效率间的关系；负反馈调节对生态平衡的维护有什

么指导意义。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生态系统概念及其组成、结构 

（一）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 

（二）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三）生态系统的类型 

（四）生态系统的组成和结构 

第二节 生态系统的功能 

（一）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二）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第三节 生态平衡 

（一）生态平衡的概念 

（二）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 

第四节 森林生态系统的特点 



（一）占有巨大的空间，寿命长 

（二）具有复杂的种类成分与结构 

（三）具有最大的生物量 

第五节 农林复合生态系统 

（一）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 

（二）发展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意义 

（三）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类型与模式 

三、考核知识点 

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概念，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初级生产者、消费者、分解

者、非生物物质；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生态系统的分类：水体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

食物链和食物网，营养级和生态金字塔，生态效率。  

四、考核要求 

1.识记： 生物圈、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生态系统的分类；食物链和食

物网，营养级和生态金字塔，生态效率。  
2.领会： 生态系统是有生命的开放式的功能系统，生态系统是相对稳定的平衡系统，

营养级。  

第八章 森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基本概念，理解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

基本类型及其特征，掌握主要化学元素的循环规律。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基本类型 

（一）养分循环的基本概念 

（二）地球化学循环 

（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四）生物化学循环 

第二节 主要化学元素的循环 

（一）碳循环 

（二）氮循环 



（三）硫循环 

（四）磷循环 

三、考核知识点  

植物体内的养分元素，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概念，森林生态系统中各养分的循环过程，

物质循环的基本类型及其特点。 

四、考核要求 

1.识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物质循环的特点，碳循环、氮循环、硫循环、磷循环过

程。  
2.领会： 碳、氮循环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第九章 森林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基本概念，理解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特

征，掌握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规律。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 初级生产者和太阳能固定 

（一）初级生产（第一性生产）的概念 

（二）初级生产力的水平 

（三）初级生产量的限制因素 

（四）初级生产量测定方法 

第二节 次级生产与能量转化 

（一）次级生产的概念 

（二）次级生产量的生产过程 

（三）次级生产量测定： 

（四）次级生产的生态效率 

第三节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一）食物链层次上的能流分析 

（二）生态系统层次上的能流分析 

三、考核知识点 



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主要特点，生态金字塔的主要类型。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的概念，

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初级生产的生产效率，初级生产的测定方法和限制因子；

生态系统的次级生产，次级生产过程、测定方法和生态效率。 

四、考核要求 

1.识记： 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的特点，初级生产、次级生产的概念，初级生产的测定方

法和限制因子。次级生产的测定方法。 

2.领会：能流分析及模型。  
                  

第十章    森林生态系统的分布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植被分类的途径，理解中国植被分类系统，掌握中国主要森

林群落特征和空间分布。 

二、课程内容 

第一节森林群落分布的地带性 

（一）森林分布的水平地带性 

（二）森林分布的垂直地带性 

第二节我国森林的分布 

（一）寒温带针叶林区域 

（二）温带针阔混交林区域 

（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 

（四）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域 

（五）热带季雨林、雨林区域 

（六）温带草原区域 

（七）温带荒漠区域 

（八）青藏高原高寒植被区域 

三、考核知识点 

森林的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分布，中国主要森林类型特点及其地带性分布。 



四、考核要求 

1.识记：森林分布的垂直地带性、水平地带，世界各主要森林类型的分布，植被的垂

直带谱。  
2.领会： 纬度和经度对植被垂直带谱的影响，森林分布的水平地带性与垂直地带性

的关系。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本大纲目的和作用 

本课程考试大纲是根据自学考试计划，结合自学考试特点编写的。其目的是对个人自

学、社会助学和本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本课程考试大纲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的

范围和标准，可作为选用或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社会助学、自学、考试命题的依

据。 

二、学习要求与考核要求的说明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其明确了课程的基

本内容以及应掌握的程度，大纲中课程考核知识点是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目的与

要求中，对自学教材各章、节内容掌握的程度要求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依次为了解、

理解、掌握、熟练掌握。 

本课程考试内容基本体现在各章节的考核知识点中。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

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特点不同，故在 “考核要求”中分别按四个认知层次确定考核要求，从

低到高依次是： 

识记：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如名词、定义、概念、性质等有清晰的认识，并能

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领会：要求应考者能够对知识点，在识记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理解，清楚地知道与有关

知识点的联系与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 

应用：要求应考者能够运用各章节几个知识点，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三、自学教材材 

1．自学教材 

李俊清.森林生态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6。 

2.参考教材 

薛建辉.森林生态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 

四、自学要求与自学方法 

自学者应当全面、系统地学习各章内容，在此基础上，系统掌握森林培育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记忆应该识记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理解其意义。对要求领会的

内容，应当结合专业知识深入理解，把握原理和方法的内在联系和应用范围。对要求应用

的内容，能在领会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实际体验与生产上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途径和应该采取的综合措施，应学会综合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要注意将课

本知识应用于实践，以提高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

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

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

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

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

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

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

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五、社会助学 

通过自学，在已了解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助学。60学时为度。助学中主要辅导

大纲中规定的考核知识点的重点和难点部分，同时进行直观性实验教学。以加深对相关知

识内容的深入理解与记忆。提高实际应用药物的能力。 

六、关于试卷结构及考试的有关说明 

1．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考核要求中各知识点都是考试的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

出重点章节，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密度。 

2．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试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的

相应最高能力层次要求 

3．“识记”、“领会”、“应用”四个认知层次的试题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比例依次约为：

30%、40%、30%。 

4．试题的难度可分为：容易，中等偏易，中等偏难，难；它们在试卷中所占分数比例

依次大致为：20%、30%、30%、20%。 

5．试题的题型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6．考试方式为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60 分为及格线。 
 

  



第四部分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1. 下列有关危害森林健康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大面积营造人工纯林，生态稳定性好   B.外来生物入侵对森林危害不大 

    C.过度采伐，森林返化严重            D-气候异常对森林生长影咤不大 

二、多项选择题 

    1.一个独立发生功能的生态系统必须具有的成分有（     ） 

       A.生产者    B.消费者     C.还原者     D.无机环境     E. 捕食者 

三、填空题 

    1.森林生态学可概括为：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和              四大部分。 

四、名词解释题 

    1..森林生态系统 

五、简答题 

    1.简述森林生态系统的主要特点。 

六、论述题 

    
1..试述亚热带森林环境（光、温度、水、土壤、大气）的特点以及对人工林营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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