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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宏观 (生态学)和微观 (分子生物学)生命科学的交汇犹如两翼的联动将带动生命科学再次腾飞。综述了由宏观生态过程

和代谢的个体大小依赖的定量规律为核心的代谢生态学相关研究进展。在综合分析最新动态和我们研究心得的基础上 ,建立

了植物有效资源与耦合的光、水分和化学营养元素间关系的立方体模型 ,明确提出了生态过程 (或代谢) 速率是环境资源、现有

生物量 (反应器)和分子系统三要素相互作用结果的规律 ,并预测作为宏观生态过程与微观生物学的交汇点 ,代谢生态学的发展

有可能带动生命科学的整合和进一步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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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bolic theory shows the link between size of individual organisms , and the stoichiometric dependence of the

metabolic rate of organisms on temperature by using first principles derived from physics , chemistry , and biology. Based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tabolic theory ,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on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change of matter and

energy , or the rate of those , and size of organisms can be predicted. Many ecological structure and phenomena may be explained

by metabolic theory. Therefore , macroscopic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microcosmic biology are directly integrated by the regulating

theory of metabolism. The paper has summarize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etabolic ecology which take macroscopic ecological

process and the quantitative law of the size dependence of metabolism as their focus. We explicitly present the rule that the rate of

ecological processes (or metabolism) depend on resources , stand biomass (i . e. size of the‘reactor’) , the molecular system and

their interaction. And we have developed a cubic sketch model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iciency of plant use of

resources , and light , water and chemical elements. We predi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etabolic ecology as the meeting point of

macroscopic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microcosmic biology will drive integration and further advances in the life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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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生态学不论在个体、种群层次上还是在群落、生态系统层次上都得到了迅速发

展。而且近十多年来 ,随着分子生态学的兴起 ,许多学者又从分子、细胞水平来研究一些生态问题。但是仍然

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把整个生态学从分子、细胞、个体、种群、群落、系统层次上联系起来。而正是代谢生态学

理论把从微观分子、细胞水平[1～3 ]到宏观整个生态系统[4 ,5 ]联系起来了。



新陈代谢是生物的最基本特征 , 是生物与非生物的根本区别 , 是生物生长、发育、繁殖、遗传、进化的基

础。新陈代谢是生物物质与能量的过程 ,因此它决定了生物从环境中吸收的所有物质和能量资源 ,并支配着

物质和能量在生物体内的分配。新陈代谢速率决定了几乎所有生物活动的速率[5 ]
;而影响新陈代谢速率的主

要因素是个体大小、温度、化学成分或化学计量[6～10 ] 。

科学家们早在对哺乳动物能量利用研究中就发现 ,动物个体基本新陈代谢需求与个体大小的 3Π4 次方成

正比[11 ,12 ] 。West 等[13～15 ]利用哺乳动物的血脉系统和植物维管束分支结构的机械理论模型推导出生物体的一

些特征参数 (比如代谢速率、生长速率、发育速率、死亡速率等) 与个体大小 M 间的异速生长指数的理论值为

1Π4 的整数倍 (quarter2power exponent) 。其中新陈代谢率 B 比例于个体大小 M
3Π4

,即 B∝M
3Π4 。Enquist 等[16 ] 通

过对 37 个物种 ,69 个个体进行研究表明植物个体的资源利用率 (即新陈代谢率 B) 大约与植物个体质量 M 的

3Π4 次方成比例。随后 Enquist 等[4 ]在个体代谢理论基础上 ,推导出从生物个体到整个生态系统都遵循这个能

量代谢规律 ,并得到大量实验数据支持。更有趣的是 West 等[1 ]运用相应的代谢理论预测并证明了分子、细胞

的代谢率与个体大小间的异速比例关系 ;以及 Gilloly 等[3 ] 运用相应的代谢理论预测并证明了 DNA 进化速率

个体大小间的异速比例关系。本文针对新陈代谢理论基础及代谢理论在微观生命过程和宏观生态过程的代

谢调控中应用研究进展进行评述。在综合分析最新动态和研究心得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科

学问题 ,并建立了相关的模式图和模型 ;旨在为代谢生态学提出研究方向和推动代谢生态学的发展。

1 　代谢生态学个体层次上的理论基础

新陈代谢是一个生物的过程 ,但它遵循支配物质和能量转化的物理和化学基本规律 ;与此相关的多数是

一些物质和能量平衡定律及热力学等问题。近年来又在分子、细胞乃至整个个体水平上 ,对个体大小、温度和

化学计量学怎样影响生物结构和功能方面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5 ] 。这就为代谢生态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111 　个体大小与新陈代谢速率的关系

早在 20 世纪初期 ,就曾预言几乎所有生物的特性都与个体大小有关。Huxley[17 ] 指出生物特性的变化与

个体大小的关系可用一个异速方程表示为 : Y = Y0 M
b ,其中 Y 是新陈代谢速率、生长发育时间、种群增长速率

或者分子进化速率等等 , M 是个体大小 , Y0 是常数 , b 是异速生长指数 (allometric exponent) 。分支结构的机械

理论模型推导出指数 b 是 1Π4 的倍数[13～15 ] ,而不是由欧几里得几何学 ( Euclidean geometric) 模型推出的 1Π3 的

倍数。前者能阐释整个生物体受资源吸收率限制的新陈代谢速率和物质能量在体内通过支管网状分布的速

率 ,新陈代谢率指数 3Π4 被认为是生物为了更有效地吸收、利用资源而进化的结果[15 ] 。Kleiber[11 ] 在 1932 年就

提出整个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率经验模型 :

I = I0 M
3Π4 (1)

　　式中 , I 是个体的新陈代谢速率 , I0 是不依赖于个体大小的常数 ;这代谢关系式可以描述不同情况下的代

谢速率 ,但 I0 的值是不一样的。

虽然新陈代谢率经验模型已有很长的历史 ,但近年 West 等[13～15 ] 推导出的 3Π4 代谢模型是基于哺乳动物

的血脉系统和植物维管束分支结构的机械理论。比如微生物、细菌、单细胞藻类等低等生物 ,虽然有大量数据

支持模型的预测值 ,但很多分析结果都是与大量高等生物相关数据一起分析得出的[4 ,5 ] ,这就有可能掩盖掉低

等生物的差异 ;对于这些低等生物仍然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而真正适合于所有生物的代谢理论 ,应建立在

所有生物体的最大公约数 (比如分子、细胞)上 ,然后进行推广、放大 ;而不是基于一些特殊的对象。

112 　温度与新陈代谢速率的关系

在自然界中 ,生物往往生活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绝大多数生活在 0～40 ℃[18 ,19 ] 。也有一些微生物生活在

极端温度条件下 ,比如在热泉中 ,火山口等地温度都接近或超过 100 ℃。而温度与生物化学反应 ,新陈代谢率

等几乎所有的生物活动都有着指数比例关系[5 ] 。这些关系可以用玻耳兹曼因子 (Boltzmann factor) 来表示 ,即

Y∝ e
- EΠkT 。这里 E 是活化能 , k 是玻耳兹曼常数 , T 是绝对温度[20 ,21 ] 。玻耳兹曼因子反映了温度是怎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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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各生物化学反应的速率。因此它也能描述温度与从单细胞微生物到多细胞动物、植物新陈代谢率的关

系[8 ]
,甚至包括与个体和种群增长速率以及发育时间和生物寿命之间的关系[8 ,9 ] 。另外 ,研究发现这些过程的

活化能是极其相似的 ,约为 :016eV～017eV(1eV = 96149KJΠmol) ,并且在这范围内观测到了典型的新陈代谢生

物化学反应[8 ] 。这也表明新陈代谢率支配着大多数生物速率。

事实上 ,生物体代谢率与温度的关系式还只是经验模型 ,并没有类似代谢率与个体大小间关系的理论基

础。这就需要进一步地推导论证环境温度与新陈代谢率的定量关系。而且需要明确地解释为什么在所有环

境条件下 ,所有生物过程 (如代谢速率、发育速率、增长速率、环境容纳量和生物多样性等等) 都有着相似的温

度依赖性 ,相似的活化能 E(均在 016～017eV 之间) ?

113 　化学计量学与新陈代谢速率的关系

化学计量学 (stoichiometry)狭义上指化学反应中元素的计量 ,但在很早就已经用于生态研究中[22 ] 。在生

态学中主要是对生物体或环境中化学元素的比值、百分比和物质的量等进行计算[10 ,23～25 ] 。在生物体内含有

C、H、O、N、P、K、Ca、Na 等元素 ,而这些化学元素在生物体内的组成肯定和外界环境中不一样[26 ]
,这就必须消

耗一定的代谢能量来维持这些元素的浓度梯度 ,并从环境中获得这些必需元素 ,以及排泄代谢废物。因此新

陈代谢率和元素物质的流动就有着必然的联系 ,并能够通过生物化学和生理学来确定他们之间的定量关系。

当然新陈代谢率与环境中化学元素浓度的影响是相互的 :一方面 ,环境的化学元素的浓度会抑制新陈代谢率 ,

进而抑制个体的生长率、繁殖率等[27 ,28 ] ;另一方面 ,个体的新陈代谢率或元素的周转率也会影响环境中元素的

浓度 ,比如大气中 CO2 的浓度就受光合和呼吸作用的调控[29 ,30 ] 。

综上所述 ,结合个体大小 (1)式和温度 ( T)对新陈代谢率的影响 ,其模型可以表示为 :

I = I0 M
3Π4

e
- EΠkT (2)

把个体大小 M 项放到等号左边 ,然后两边取对数得到方程 :

ln ( IM
- 3Π4 ) = - E (1ΠkT) + ln ( I0 ) (3)

方程 (3)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直接判定质量 M 修正过的新陈代谢率与温度 T 之间的关系 ,根据斜率就能得到

活化能 E 的值。当然同理两边也可以同时乘以 e
EΠkT

,再取对数得到方程 :

ln ( I e
EΠkT) = 3Π4ln ( M) + ln ( I0 ) (4)

方程 (4)就相当于通过温度 T 修正后的新陈代谢率与个体大小 M 的关系式。

Brown 等认为不论是生物体内还是环境中的化学元素对代谢速率和能量流动速率都是有影响的 ,并阐明

一些普通元素 (如 C、N、O、P、S 等)的量或浓度与个体的代谢速率和生长速率是线性关系[5 ,27 ,28 ] 。但是不论是

光资源还是水或营养元素资源都不可能始终与植物生长率或产量呈线性关系 ,因为植物有光的饱和点 ,也有

水分和营养元素的最大生理需求量。而在基本代谢模型 (2)中并没有阐明化学元素对新陈代谢的影响。

2 　微观生命过程的个体大小依赖规律

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 ,同时在物质能量代谢中也可以认为是代谢和循环的基本单位 ,因此细胞的

代谢过程与整个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是息息相关的。West 等[1 ] 在个体代谢理论 B = B0 M
3Π4基础上推出细胞的

代谢率依赖于个体大小 M
- 1Π4

;并推导出一些代谢器官比如线粒体等的代谢率与器官自身大小 M
3Π4成比例。

在大多数情况下 ,细胞等器官的大小与基因组大小 ( C 值) 有着直接联系 ,因此基因组的大小与细胞乃至个体

的代谢率都有着间接的关系。同时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产物 (主要是一些自由基)也影响基因的突变 ,进而影响

分子的进化[31～34 ] 。

对一些微观生命过程中个体大小依赖规律的研究 ,仍然是基于个体层次上的代谢理论。而在细胞或更小

的层次上 ,资源的分配是否还是类似于个体层次上支网状地分布 ,也就是说在细胞层次上代谢率对个体大小

的依赖是否还遵循 West 的四分之指数法则 ,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验论证。既然基因组与个体代谢率

相关 ,那么在物种间基因组不同 ,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其代谢率应该是不一样的[2 ] 。这就与代谢率与个体

大小间关系的幂指数为常数 3Π4 是矛盾的 ,因此代谢理论是否完全适合所有生物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514310 期 邓建明 　等 :宏观生态过程的代谢调控研究进展 　



3 　代谢生态学 :宏观生态过程的代谢调控

311 　个体的代谢调控

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能量一部分用于体内物质的分解代谢和维持各种活动 ,其余的能量用于个体的生长和

繁殖。个体物质的生成速率 P 和单位质量 (mass2specific) 的生成率 PΠM (即个体的生长速率) 有经验模型 :

P∝M
3Π4·e

- EΠkT , PΠM∝M
- 1Π4

e
- EΠkT 。此模型表明生物个体在通过个体大小和温度修正后 ,个体新物质的产生

率与新陈代谢率是极其相似的 ,这在个体大小跨越 20 个数量级以上的植物及变温和恒温动物中得到验证[5 ] 。

结合整个个体代谢速率 I 的表达式 ,就可以得到单位质量 (mass2specific)代谢速率 B 为 :

B = IΠM ∝ M
- 1Π4

e
- EΠkT (5)

　　已有研究表明生物其他特征速率对个体大小的依赖性 ,比如心跳速率、发育速率 ,甚至分子进化速率都与

单位质量代谢速率基本一致 ,与个体大小 M
- 1Π4成比例[3 ,5 ] 。由等式 (5) 可以得到关于代谢物质的周转时间或

个体发育时间 t 的表达示 :

t ∝ M
1Π4

e
EΠkT (6)

　　West
[35 ]和 Gillooly

[9 ] 等通过对浮游动物、昆虫、鱼类、两栖类和鸟类卵的孵化研究 ,发现孵化时间与个体大

小和温度的关系与 (6)式中所预测的基本一致。

生态学家传统地认为生物的生存时间和死亡速率是高度变化的 ;并且认为是外界环境条件的结果 ,比如

捕食、疾病以及对资源的竞争 ,而不是生物个体本身所决定的[5 ,36～38 ] 。Brown 等[5 ]又认为死亡速率与生育速率

基本平衡 ,而且代谢理论变换模型 (5)能解释大多生物的死亡速率变化 ;他们通过对 Pauly[39 ] 有关海洋鱼类研

究的数据分析 ,得到温度修正的死亡率比例于个体大小 M
- 0124 ,与模型 (5)的理论预测值 - 1Π4 很接近。

生物体中化学元素的平均周转率等于整个个体中此元素的流通量 F (即每个体对化学元素的吸收和排除

速率)除以个体中元素的总储存量 S 。大多元素的流通量是随个体大小而变化的 ,并与整个个体的新陈代谢

率成正比[40 ]
,即有 F∝M

3Π4
, 而生物体原生质中最普通化学成分的元素库 S ,包括 C、H、O、H2O 等往往都与个

体大小成正比 ,即 S∝M
1 。因此 ,这些普通化学元素的平均周转率有 : FΠS∝M

3Π4ΠM = M
- 1Π4 。然而 ,并非所有

的元素库都这样 ,尤其是在代谢方面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官。真核细胞生物的新陈代谢主要发生在叶绿体、线

粒体和核糖体中 ,它们分别是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蛋白质合成的场所。而且生物体的代谢率就依赖于这些

器官的总数 ,所以这些器官的数量正比于 M
3Π4

,并且这些器官的浓度或密度正比于 M
- 1Π4 [1 ,3 ,5 ,41 ] 。相应的化学

元素库与这些器官是一致的 ,并有 S∝M
3Π4

,因此这些元素库的周转率是不依赖于个体大小的 ,即 FΠS∝M
3Π4Π

M
3Π4

= M
0 。

显然生物在不同的生长状态和条件下对物质能量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比如在理想条件下为了生存最小的

能量消耗率与在自然环境中包括充分地分配给生长、繁殖以及维持种群稳定所需的能量消耗率是不一样的。

气孔是调节植物利用物质能量的一个重要器官 ,而气孔调控的主要功能是在保证足量的光合 CO2 供应的同

时尽量减少水分的蒸腾散失[42 ] ,这实际上调控着植物的 C和 H2O 代谢。研究发现在干旱条件下 ,气孔密度有

升高的趋势[43～45 ]
;并且水分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并随干旱程度增加而加大 ,使同化效率稍有下降[46 ] 。在这样

的环境胁迫条件下 ,植物的 C、H2O 元素的流通量 F 或代谢速率是否还遵循 F∝M
3Π4将引起人们的质疑。

植物代谢途径主要有 C3 、C4 途径及景天酸代谢途径 ,不同代谢途径的代谢效率和速率是不相同的。比如

与 C3 植物相比 ,C4 具有在强光、高温及低 CO2 浓度等逆境下保持高光合效率和高光合速率的能力[47 ,48 ] 。所

以在同等条件下 ,C3 、C4 植物的 C代谢以及整个个体代谢速率、生长率是不一样的 ,但它们是否具有同样的个

体大小依赖性还须分别进行研究比较。

312 　种群和群落的代谢调控

许多种群和群落动态特征都是由于个体大小、温度和化学计量对生物个体影响而表现出来的 ,因此生物

个体水平上的代谢理论可以推广到种群和群落水平。

种群动态是复杂而不可预测的 ,但是种群波动性的指数性增长是种群生态学中的一个明显规律[49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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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个体的繁殖和生长都是由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因此根据个体的发育速率和生长速率模型 (5) ,可以预测

种群的最大指数增长速率 Rmax∝M
- 1Π4

e
- EΠkT 。在很早以前生态学家就通过研究表明 ,种群的最大增长速率

Rmax与个体大小的 - 1Π4 次方成正比[50 ,51 ] 。Brown 等[5 ] 通过对从真核单细胞到哺乳动物不同营养层次的不同

生境且具有不同繁殖方式的种群进行研究 ,发现它们的最大种群增长率与模型预测值基本一致。

当种群个体数量不再随时间增加时 ,即达到环境容纳量 K 时 ,种群达到稳定状态。Brown 等[5 ] 认为环境

容纳量与个体大小、温度和资源之间有关系式 :

K∝ [ R ] M
- 3Π4

e
EΠkT (7)

　　这里[ R ]为限制性资源的浓度或供应率。资源和个体大小影响种群环境容纳量 K值 ,已被广泛认识到 ;

认为将随资源的增加而增加 ,随个体增加而减小。Allen 等[52 ] 对变温动物研究发现环境容纳量随温度增加而

减小。由 (7) 式可知当资源供应率 [ R ]和温度 T 为定值时 ,种群密度 N 将与个体大小的 - 3Π4 次方成正比。

这实际上从代谢理论角度为植物种群自疏提供了理论基础 ,并有自疏法则 N∝ M
- 3Π4 [16 ,53 ] 。Damuth

[54 ,55 ] 和

Ernest 等[56 ]通过对全球范围内的哺乳动物种群研究表明 ,也有种群密度关系式 N∝M
- 3Π4 。

图 1 　在生物体个体大小 M 不变 (A)以及个体大小 M 增加 (B) 的情

况下 ,种群环境容纳量 K随限制性资源[ R ]供应率变化的图示

Fig. 1 　The carring capacity of population K varies with the rate of limiting

resource support [ R ] under the constant size of organism (A) and increasing

size of organism (B)

A 表示在个体大小和温度都一定时 ,种群环境容纳量 K随限制性资

源[ R ]供应率线性增加 ;在 B 中 ,拐点 a 以下表示个体大小 M 随[ R ]

的增加而增加时 (即成熟前期) , K随[ R ]的变化为曲线关系 ,拐点 a

以上表示个体大小不在增加时 (即成熟期或生长晚期) , K 又随 [ R ]

线性增加 The curve A shows that the carring capacity of population K

linearly increases with [ R ] . The part of under inflexion (a) shows that K

nonlinearly increases with [ R ] when the size of organism individual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 R ] (i . e. before autumn stage) . And the part of above

inflexion ( a ) shows that K linearly varies with [ R ] when the size of

individual increases no longer (i . e. autumn stage)

因为种群的增长速率和能量消耗都由个体新陈代谢速率决定 ,并且有同样的个体大小和温度依赖性 ,所

以代谢理论还能预测物种间的相互作用速度。Park
[57 ]对不同种类甲虫的实验研究发现 ,环境温度的变化能改

变这些物种竞争结果 ;还发现物种间竞争排斥的时间与温度呈负相关 ,并且具有和新陈代谢平均活化能几乎

相等的活化能 (0164eV) [5 ] 。而且物种间一些其它相互作用率和时间 ,包括寄生速率、捕食者攻击率等也有相

似的温度依赖性[5 ,58 ,59 ] 。生物多样性的经验模型表明 ,物种丰富度的产生与维持过程有着和其他生物速率相

似的比例关系 ,如模型 (5) 。在其他因子相同时 ,物种数随个体增加而减小[60 ,61 ] ;随环境温度增加而增加[5 ,52 ] ,

个体新陈代谢对这种变化趋势起了重要作用[60 ,62 ] 。有趣的是 ,生态学家[5 ,52 ] 研究发现不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群

落多样性与个体新陈代谢具有同环境温度间相同的玻耳兹曼关系。

在模型 (7)中 ,预测环境容纳量 K随限制性资源[ R]

线性增加 ,并随个体大小 M
3Π4变化 (即 - 4Π3 自疏法则) 。

但实际上隐含有限制条件 :个体生长处于成熟或接近

成熟期且同龄 (even2aged) ,即个体大小不再增长 ;或者

针对某一定大小 M 的种群。否则当 [ R ]增加时 ,一部

分资源分配给种群密度的增加 ,一部分将用于个体生

长 ,显然这时的 K 就不是简单地随 [ R ]线性地增加 (图

1) 。那么在个体大小变化或非成熟期情况下 ,种群密度

N 与资源供应率[ R ]和个体大小 M 的关系可表示为 : N

= f ( R , M) 。

依据模型 (7)在资源供应率[ R ]和环境温度 T不变

的情况下 ,可推出植物自疏指数的理论值是 - 4Π3 而不

是 - 3Π2 ,并得到大量的数据支持[16 ,53 ,63 ,64 ] 。但自从 Yoda

提出自疏法则以来 ,同样有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持 - 3Π2

自疏法则[65～67 ] 。因此不论是 - 3Π2 法则还是 - 4Π3 法

则 ,都只是植物种群处于两种特殊竞争状态。 - 3Π2 法

则是基于植物种群高度空间拥挤情况下通过 Euclidean

几何学推导的 ;而 - 4Π3 法则是基于个体的新陈代谢率

由资源供应率所约束 ,并在一些特定假设条件下推导出

来的[1 ,13～15 ] 。许多生态学者[66～72 ,73 ] 研究认为在自然状

况下种群密度和平均个体大小间的异速比例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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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metric exponent)更是变化的。但是其指数变化的规律或机制还有待于生态学家进一步研究。

313 　生态系统过程的代谢调控

新陈代谢调节着整个个体营养元素和化合物的储存和流量 ,因此代谢理论能对物质能量在生物圈的分布

和生化循环作出明确的预测。而代谢理论模型 (5)正为预测个体大小、温度、化学计量怎样决定物质能量在生

态食物链中或其间 (比如生产者、草食动物、捕食者和分解者)的储存量和流动速率提供了理论基础[5 ] 。

有个体大小和温度与种群密度关系模型 (7) ,那么由个体平均大小 M 乘以等式 (7) 便可得到种群单位面

积现存生物量 W (standing stock) ,其模型 :

W ∝ [ R ] M
1Π4

e
EΠkT (8)

　　此模型表明种群立地生物量和环境容纳量与限制资源供应率之间有着线性关系 ,而与个体大小和温度之

间是非线性关系。

Brown 等[5 ]认为在一稳定系统中 ,消费者或捕食者对资源的吸收利用率是生产者或“被捕食者”生产率的

一部分。与个体水平一样 ,不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其能量流动都具有个体大小的依赖性。但是对于种群来

说 ,其能量流动应该不具有质量 M 依赖性 ,因为有种群密度和个体大小的比例关系式 (7) 。而种群每单位面

积能量流动率 Ftot或种群单位面积总能量利用率 Rtot可由个体新陈代谢率模型 (2)乘以种群密度与个体大小关

系 M
- 3Π4 ,即可得到模型 :

Ftot ∝ [ R ] M
0

e
- EΠkT (9)

　　因此可以预测生态系统中每单位面积能量流动速率或生产速率并不依赖个体大小 ,但依赖于环境温度。

正如模型所预测 ,在全球范围内取自具有不同温度、能量、水分和营养元素生态系统的大量数据证明生态系统

的单位面积生产力速率变化是由于环境温度和元素化学计量所导致[16 ,41 ] 。此模型同时表明具有相似环境温

度生活方式或相似资源供应率的生态系统应该具有相近的初级生产率 ,比如邻近的森林和草地系统。然而其

现存生物量并不相等 ,正如模型 (8)所预测森林系统所储存的生物量显然要更高些。

在生态系统中有 :总种群生产力 Ptot = P′N ,现存生物量 W = NM ( P′为种群平均生产力 ,与种群生产率

Ftot成正比 ; N 为种群数) 。所以生产力与现存生物量之比 PtotΠW 有关系式 :

PtotΠW ∝ M
- 1Π4

e
- EΠkT (10)

　　这与个体单位质量代谢率模型 (5)一样 ,能对种群或系统的一些特征速率进行预测 ,比如种群单位质量的

生产率 ,或生物量的周转率等 ;研究表明在许多陆生和水生生态系统中 C的周转率与 M 间的关系与模型预测

的理论值 M
- 1Π4很接近[5 ] 。对于一个处于稳定状态的种群 ,此模型还反映了种群的生产率和死亡率必须具有

相同的温度和个体大小依赖性。

生态系统中生物成员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食物链联成一个整体 ,食物网是对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

的描述。新陈代谢理论在食物网理论中不仅能体现物质和能量遵守热力学定律和物质、能量、化学计量守衡

定律[73 ] ,还能从个体大小、温度、化学计量影响新陈代谢率的角度来理解种群或者功能群的丰富度、现存生物

量、能量利用以及化学元素组成[5 ] 。生态学家一直用金字塔来描述生态系统中能量级关系 ,金字塔的每层表

示相应的营养级。从底层到塔顶可分别代表初级生产者、草食动物、初级肉食动物等等。而代谢理论可以定

量预测个体大小、温度和化学计量是如何影响能量和生物量库以及如何影响能量和能量的流动。可以由林德

曼效率 (Lindeman efficiency)α表示相邻两营养级间能量传递效率 ,即 n + 1 营养级总代谢能流与 n 营养级总

代谢能流之比 ,所以有α= in + 1 Nn + 1 M
3Π4
n + 1 e

- EΠkTΠ in N nM
3Π4
n e

- EΠkT
,其中 in 和 in + 1是自然种群代谢标准常数 ; N n ,

N n + 1和 Mn , Mn + 1分别是在 n 营养级和 n + 1 营养级的种群密度和个体大小[5 ] 。假设处于稳定状态的生态系

统 ,温度和标准常数不变 ,则有简化的α= N n + 1 M
3Π4
n + 1Π N nM

3Π4
n ,α总小于 1。由这关系式还可得到两营养级间

种群密度和生物量之比。

Brown 等[5 ]根据水生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随个体大小变化关系 N∝M
- 1 [74～79 ]

,和新陈代谢理论推导出系

统中某一营养级种群丰富度 N 与个体大小 M 关系的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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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植物有效利用资源与耦合的光、水分和化学营养元素间关系

的立方体模型示意图

Fig. 2 　The cubic sketch model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grated efficient resources of plant using and light , water and chemical

elements

立方体的长、宽、高分别表示植物资源化学元素、水分、光的供应率。

其体积表示植物利用的有效资源 ,带箭头立方体的体积表示植物在

理想环境中一定时期的最大有效利用资源 　The length , width and

height represent the rate of plant resources chemical elements , water and light

support , respectively. The volume of the cube denotes the efficient resources

of plant using , and the volume of cube with arrowhead shows the maximal

efficiency resources of plant using for a given time under perfect conditions

N =
Itot

I
= N0

M
M0

[ logαΠlogβ] - 3Π4

(11)

　　式中 , Itot为此物种总代谢率 , I 为个体代谢率 , N0 ,

M0 分别为初级生产者 (比如单细胞藻类)的丰富度和个

体大小。α为林德曼效率 ,β是系统中捕食者与被捕食

者间个体大小之比。在同一营养级内 ,资源供应率是一

定的 ,此模型预测丰富度随个体大小的 - 3Π4 次方成正

比 ,并得到许多数据验证[53 ,80 ] 。而在不同营养级之间 ,

经验估测林德曼效率α约为 10 %[81 ] ,个体大小在同一

营养级和不同营养级之间变化范围约为 4 个数量级

(10
4 ) ,即 (logα)Π(logβ) ≈ - 1Π4。所以模型预测不同营

养级间物种丰富度随个体大小 M
- 1 变化 ,能流随个体

大小 M
- 1Π4而变化[5 ] 。

模型 (7)到 (9) 中 [ R ]表示主要限制性资源 , [ R ]在

这里表示植物所吸收利用的综合资源或能量 (即有效能

量)更合理 ;而有效能量应是多种营养要素 (比如光、水、

化学元素等)的耦合 ,其供应速率取决于限制因子的供

应速率。这里建立了立方体模型来表示光、水分和化学

营养元素间的耦合与有效能量的关系 (图 2) 。由于植

物生长有光的饱和点 ,同样有最大生理需水和最大生理

化学元素需求 ,所以也有最大有效资源或能量 ,即图中

带箭头立方体的体积。依据上面模型显示植物个体或

种群的生长率或现存生物量应该与有效资源成正比 ,所以此模型还可表示植物个体或种群的生长率或现存生

物量与耦合的光、水分和化学营养元素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其体积还可表示植物个体或种群的生长率或现

存生物量。

实际上 ,如依据模型 (8)和 (9)所示 , 其中 R 指水分、养分 (化学元素)等资源对生物生长的供献 (或限制) ;

M
1Π4指现有的生物量 ,即生物反应器容量对生物生长的供献 (或限制) ; e

EΠkT指该生命或生态过程分子系统的活

化程度 ,即以超出反应阈值的分子占总分子数的比例为基本变量的分子过程对生物生长的供献 (或限制) ,其

中涉及到基因表达、酶等大量微观生物学过程 ,主要由温度、能量和酶调控 ,而酶又受控于基因表达。综上所

述 :生物的个体或群体的生长发育是宏观生态因子、生物反应器容量和微观分子过程 3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图 3) 。

Enquist 等[5 ,16 ,41 ]认为每单位面积种群能量利用率 Rtot 或流动速率 Ftot 不依赖于个体大小 ,即 Rtot = NQ∝

[ R ] M
- 3Π4

M
3Π4

e
- EΠkT∝[ R ] M

0
e

- EΠkT
,而这种关系都是基于植物种群密度与个体大小间的关系 N∝M

- 3Π4 。研

究发现不论是在对植物种群自疏规律还是在对能量守衡定律研究中 ,其中 M 都是针对植物的地上部分生物

量[4 ,16 ,64～70 ,82 ] 。研究表明在干旱胁迫条件下 ,对于地上生物量植物种群能量并不守衡 ,即 Rtot ∝ [ R ] M
δ

e
- EΠkT

(δ≠0) ,这主要是由于植物种群密度与地上生物量间的关系式 N∝M
- r中 r 并不等于 3Π4 , r 并随着水分胁迫

的加剧而增大 ;不过对于地下或整体生物量而言基本是守衡的[73 ] 。这主要是由争竞类型 (地上或地下竞争)

决定植物地上、地下生物量分配变化[83～85 ]而导致的。在研究植物生长及其代谢调控规律时 ,应该同样重视地

下部分的研究 ,尤其在植物以地下竞争为主的情况下。

4 　结语

自从 West 等[13～15 ]从理论上推导出生物个体新陈代谢率 I 与个体大小 M 间异速生长指数的理论值为3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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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 ,新陈代谢理论在分子、细胞、个体、种群、群落及生态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迅速地发展。在微观水平

上运用相应的代谢理论预测个体大小与代谢率间的关系[1 ,2 ]
,并运用相应理论预测分子进化速率[3 ]

;在个体水

平上 ,代谢理论不但能预测个体大小、温度和化学计量对代谢率的影响 ,还可预测一些特殊速率 (比如个体的

生物量生产速率、发育速率、死亡率等等)与个体大小和温度间的关系 ;在种群及生态系统水平上 ,可以用代谢

理论及其相应模型预测在同一营养级内和不同营养级间现存生物量、能量流动和利用率、环境容纳量及物种

多样性与个体大小和温度的关系 (表 1) 。总之 ,代谢理论通过运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基本原理使生物从分

子、细胞到个体、种群、群落及整个生态系统都联系在一起了。

表 1 　在同一营养级内和不同营养级间 ,一些生态特征与个体大小 M 和环境温度 T 的关系 [5 ]

Table 1 　Mass and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some ecological characters within the same trophic level and among the different trophic levels ,

respectively [5 ]

生态特征指标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s indexes

同一营养级内 At the same trophic level 不同营养级间 Among the different trophic levels

与 M 的关系
Depend on mass

与 T 的关系
Depend on temperature

与 M 的关系
Depend on mass

与 T 的关系
Depend on temperature

代谢速率 I Metabolic rate I∝M3Π4 016～017eV I tot∝M - 1Π4 016～017eV

能量利用或流动速率 F The rate of energy flow
or use

F∝M0 016～017eV F∝M - 1Π4 016～017eV

单位质量生产率 PΠM Mass2specific rate of
production

PΠM∝M - 1Π4 016～017eV PtotΠW∝M - 1Π4 016～017eV

现存生物量 B ( NM) Stand biomass B∝M1Π4 016～017eV B∝M0 016～017eV

物种多样性 N Species variety N∝M - 3Π4 016～017eV N∝M - 1 016～017eV

环境容纳量 K Carring capacity K∝M - 3Π4 016～017eV N∝M - 1 016～017eV

　　3 表中活化能 E 基本上都在预测值 016～017eV 范围内 ,资料摘自 Brown 等 [5 ] 　The activation energy E is almost close to the predicted value of

0162017eV , data from Brown et al [5 ]

图 3 　宏观生态因子、生物反应器容量和微观分子过程对生物个体

或群体生长发育作用的三维坐标系图示

Fig. 3 　The three2dimensional coordinates pattern that the macroscopical

ecology factors , the capacity of biology reactor and the molecular process act

on the growth of individual or colony

图 4 　代谢生态学与宏观生态过程和微观生物学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Fig. 4 　The sketch mod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tabolic ecology and

the macroscopical ecology process and microcosmic biology

　　在以前学者对新陈代谢理论的经验与研究基础上 ,以及在最近学者们对代谢生态学理论进一步推动与论

证的基础上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代谢生态学理论体系。并运用个体大小、化学动力学、和资源供应与新陈代谢

间的理论关系阐释了许多生态结构和生态动力学 (dynamics)现象[5 ] 。可以预见代谢生态学将作为一门新的学

科蓬勃发展 ,但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明确地给出代谢生态学的定义。代谢生态学 (Metabolic Ecology) 是指研究

宏观生态过程代谢调控规律的科学。由代谢调控可直接与其微观细胞、分子基础相联系 ,从而带动整个生命

科学的融合和发展 (图 4) 。

　　虽然近几年代谢生态学得到蓬勃发展 ,但毕竟发展时间还很短暂 ,还属于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理论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或理论体系都须得到长足的发展 ,方能逐步完善。代谢生态学也不例外 ,还存在许多重要的科

学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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