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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植物的生命周期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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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生物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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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生物化学：异生相克和防御食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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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异生相克 
2．3 化学防御机制 
2．3．1 防御食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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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节讨论的次生化合物和信使 

3 病菌的影响 

3．1 前言 

3．2 结构抗菌防御物 

3．3 植物对微生物侵袭的反应 

3．4 有机体间的信号传递 

4 寄生关系 

4．1 前言 

4．2 生长和发育 

4．2．1 种子萌发 

4．2．2 寄生根的形成 

4．2．3 寄生物对寄主发育的影响 

4．3 水分与矿质营养 

4．4 碳 

4．5 结语 

5 植物间的互作 

5．1 前言 

5．2 竞争机制的有关理论 

5．3 植物如何识别相邻生物的存在 

5．4 植物特性与竞争力性状的相互关系 

5．4．1 生长速率和组织转换 

5．4．2 分配方式，生长形态和组织质量密度 

5．4．3 可塑性 

5．5 与特定资源竞争有关的性状 

5．5．1 养分 

5．5．2 水分 

5．5．3 光 

5．5．4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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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植物间的促进作用 

5．7 植物与微生物共生现象 

5．8 演替 

5．9 结语 

6 食肉植物 

6．1 前言 

6．2 与捕获有关的结构和捕获物中吸取营养 
6．3 某些案例分析 
6．3．1 维那斯捕蝇树 
6．3．2 Utricularia 
6．3．3 Drosera 
6.4 结论 
 
第十一章 分解和生态生理控制在生态系统和全球活动中的作用 

1 分解 

1．1 引言 

1.2 残渣质量和分解速率 

1．2．1 植物种对残渣质量的影响：与生态对策的关系 

1．2．2 环境对分解的影响 

1．3 工业分解速率和养分矿化的关系 

1．3．1 残渣质量对矿化的影响 

1．3．2 根系分泌和根际效应 

1． 4 分解的最终产物 

2 生态生理控制 

2．1 引言 

2．2 生态系统生物量与生产力 

2．2．1 从植物至生态系统的分级 

2．2．2 生产力的生理学基础 

2．2．3 干扰和演替 

2．2．4 光合作用和光的吸收 

2．2．5 生态系统的碳净平衡 

2．2．6 全球碳循环 

2． 3 养分循环 

2．3．1 植被对养分吸收和损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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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植被对矿化的控制 

2．4．生态系统能量交换和水分循环 

2．4．1 植被对能量交换的影响 

2．4．2 植被对水分循环的影响 

2．5 从生理学到全球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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