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章 种群和群落



种群和群落

第1节 种群的特征

第2节 种群数量的变化

第3节 群落的结构

第4节 群落的演替



第2节 种群数量的变化

本节聚焦

1/怎样构建种群数量增长的模型？

2/种群的数量是怎样变化的？

3/什么是环境容纳量？

4/影响种群数量变化的因素有哪些？



在营养和生
存空间没有
限制的情况
下，某种细
菌20min就通
过分裂增殖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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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数（个）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1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20min时为第一代）第n代的细菌数量Nn如何用公式进行计算？

Nn = 2n



用细胞计数仪对细菌数
量进行精确计数发现，
大约17小时后，细菌数
量不再增多。

真实情况下细菌的数量变化真如公式和曲线图所示吗？



研究实例 研究方法
细菌每20 min分裂一次

在资源和空间无限多的环境中,
细菌的种群数量增长不会受种
群密度增加的影响

①方程式:Nn=2n(N代表细菌

数量,n表示繁殖代数)

观察研究对象,
提出问题

提出合理的假设

根据实验数据,
用适当的数学形
式对事物的性质
进行表达

数学模型是用
来描述一个系
统或它的性质
的数学形式。

观察、统计细菌
数量,对自己所
建立的模型进行
检验或修正

通过进一步实验或观察等,对
模型进行检验或修正

3小时后细菌数是多少？

研究种群数量变化的方法------构建数学模型



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

资料1：

1859年，一个英格兰的农民带着

24只野兔，登陆澳大利亚并定居

下来，但谁也没想到，一个世纪

之后，这个澳洲“客人”的数量

呈指数增长，达到6亿只之巨。



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

资料2：

种群迁入一个新环境后，常常在一定时

期内出现“J”型增长。例如，在20世纪

30年代时，人们将环颈雉引入到美国的

一个岛屿，在1937～1942年期间，这个

环颈雉种群的增长大致符合“J”型曲线。



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

（3）形成原因
理想状态——食物充足，空间不限，气候适宜，没
有敌害等（不存在环境阻力）

（2）适用范围

a.实验室中营养充分的情况

b.种群刚刚迁入一个新环境时

（1）数量变化特点

种群每年以一定的倍数增长



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

（5）增长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4）数学模型

Nt=N0 λ
t

假设1：理想状态

假设2：后一年的数量始终是前一年的λ倍



种群增长的“J”型曲线
（6）与生活的联系

——1990—2008年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否属于“J”型增长？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自然界的资源和空间总是有限的，当种群密度增大时，

种内竞争就会加剧，以该种群为食的动物数量也会增加，这

就会使种群的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高。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实验：高斯（Gause，1934）把5个大草履虫置于0.5mL的培养
液中，每隔24小时统计一次数据，经过反复实验，结果如下：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2）适用范围

（1）数量变化特点

种群经过一定时间的增长后，数量趋于稳定（稳定于“K值”）

资源和空间有限的种群（自然种群）

环境条件不受破坏的情况下，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种群的最大
数量称为环境容纳量，又称K值。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种群密度增加

种内斗争加剧

死亡率升高 出生率降低

增长率降低

（环境阻力）

（3）形成原因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4）K值

环境条件不受破坏的情况下，一定空间中所能维持的种群的最大
数量称为环境容纳量，又称K值。

（2）哪些因素会影响K值？

（1）K值是固定不变的吗？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5）增长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种群数量）

K/2

K

种
群
数
量
增
长
率

时间

D: 种群数量处于K值，
增长率为0

B: 种群数量处于K/2值，
种群增长率最大

B D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6）与生活的联系

渔民总是希望自己捕的鱼越多越好，但是考虑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什

么样的捕鱼方案对渔民最为有利？

K/2

K

超过种群的数量K/2时开始捕鱼

捕到数量下降到K/2时停止



种群增长的“S”型曲线

（1）对濒危动物如大熊猫应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改善大熊猫的栖息环境，提高环境容纳量。

（2）对家鼠等有害动物的控制，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降低有害动物种群的环境容纳量；养殖或释放它
们的天敌，等等。



种群数量的波动和下降
种群数量达到K值时，都能在K值维持稳定吗？



波动型曲线

（1）数量变化特点

（2）形成原因

种群数量在“K”值附近波动

气候、食物、天敌、传染病、人类活动等





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变化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XB-K-25为计数板的型号和规格，
表示此计数板分25个中格；
0.1mm为盖上盖玻片后计数室的
高；1/400mm2表示计数室面积
是1mm2，分400个小格，每小格
面积是1/400 mm2。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1/400mm2表示计数室面积是
1mm2，分400个小格，每小
格面积是1/400 mm2。

放大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计数原则：

取上不取下，取左不取右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血球计数板的使用方法步骤

1．镜检。在加样前，先对计数板的计数室进行镜检。若有污物，则需清洗，吹干后才

能进行计数；

2．加样。将清洁干燥的血球计数板的计数室上加盖专用的盖玻片，用吸管吸取稀释后

的酵母菌悬液，滴于盖玻片边缘，让培养液自行缓缓渗入，一次性充满计数室，防止产

生气泡，多余培养液可用滤纸吸去；

3．计数。稍待片刻（约5min），待酵母菌细胞全部沉降到计数室底部后，将计数板放

在载物台的中央，先在低倍镜下找到计数室所在位置后，再转换高倍镜观察、计数并记

录。

4．清洁。血球计数板使用后，用自来水冲洗，切勿用硬物洗刷，洗后自行晾干或用吹

风机吹干，或用95%的乙醇、无水乙醇、丙酮等有机溶剂脱水使其干燥。通过镜检观察

每小格内是否残留菌体或其他沉淀物。若不干净，则必须重复清洗直到干净为止。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例1、有关“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数量动态变化”的实验，正确的叙述是

A．改变培养液的pH值不影响K值（环境容纳量）大小

B．用样方法调查玻璃容器中酵母菌数量的变化

C．取适量培养液滴于普通载玻片后对酵母菌准确计数

D．营养条件并非影响酵母菌种群数量变化的唯一因素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例2、为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某同学进行了如下操作。其中操

作正确的有 ▲ (填下列操作的序号)。

①将适量干酵母放入装有一定浓度葡萄糖溶液的锥形瓶中，在适宜条件下培养

②静置一段时间后，用吸管从锥形瓶中吸取培养液

③在血球计数板中央滴一滴培养液，盖上盖玻片

④用滤纸吸除血球计数板边缘多余培养液

⑤将计数板放在载物台中央，待酵母菌沉降到计数室底部，在显微镜下观察、计数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例3、（2008江苏高考31．）

（4）在探究培养液中酵母菌种群数量的动态变化整个实验过程中，直接从静置的

培养瓶中取培养原液计数的做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法是 ▲和 ▲ 。

（5）实验结束后，用试管刷蘸洗涤剂擦洗血球计数板的做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

法是 ▲ 。

（参考答案（4）摇匀培养液后再取样 样液稀释后再计数 （5）浸泡和冲洗）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与相关计算

例4、通常用血球计数板对培养液中酵母菌进行计数，若计数室为

1mm×1mm×0.1mm方格，由400个小方格组成，如果一个小方格内酵母菌过多，

难以计数，应先 ▲ 后再计数。若多次重复计数后，算得每个小方格中平均有5个

酵母菌，则10mL该培养液中酵母菌总数有 ▲ 个。

（参考答案：稀释；2×108）

5×400×10000×10＝2×1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