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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概论》

前言

环境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交叉性较强的学科，该学科的发展除了遵从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外，还
必须不断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不断完善。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环境问题全
球化影响的日趋显著，该学科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它不仅与自然科学学科、工程学
科紧密交叉，而且还与社会、管理、政治等人文学科相互渗透，从而使得当前环境科学学科的发展呈
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本书覆盖的领域和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的一个主要原
因。经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使得现代环境科学特有的体
系框架和基础理论日趋成熟。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3年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
研究所。20年来，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与科学思想和实践的积累，为我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和高等院校
教材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奠基阶段，以环境教育学家刘培桐先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者曾培养了
我国第一批环境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开展了我国环境质量评价项目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组建
了第一批环境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创了以区域环境研究和地理空间分析为特色的环境地学研究领域
。1985年，编写出版了国内第一本高等院校环境科学教材《环境科学概论》，并于1987年获国家教委
优秀教材奖，为我国的环境科学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环境评价与规划专家王
华东教授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环境地理学博士点。鉴于环境科学的发展，于1994年
对《环境科学概论》进行了修订，并一直沿用至今。近年来，年轻一代学者正以积极拼搏的精神再创
辉煌。目前学院集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于一体，拥有两个系、四个研究所、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一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流动站。建立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3个
博士点，设立了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本科专业（其中，环境科学为国家重点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具
备一级学科授权），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的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并以环境科学与水科学综合
性应用基础研究为对象，探索国家亟需的、以中国水问题和区域环境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污染
防治的理论和方法，在环境科学及其相关领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优势和特色。教材建设也已成为
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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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科学概论》由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组织具有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优秀教师，在继承刘培桐
先生等老一辈环境地学思想和科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在环境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探
索实践编写而成。《环境科学概论》以人─地环境复合系统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系统论述了环境的发
生和发展，并深入剖析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系统阐述了环境科学及其相关交叉学科的基础理论和
规律，结合学科前沿领域、热点问题及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科
学概论》共分为四篇：第一篇环境概述，主要论述了环境概念、类型及环境科学的发生发展过程；第
二篇环境科学的理论基础，系统总结了环境科学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
成；第三篇环境科学技术与方法，重点介绍了当今环境科学的新技术、新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第四篇
环境管理与实践，针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介绍了相关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强调了环境教育的重
要性。为了便于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式学习，每一章节内附绿色卡片，后附小结、案例研究、问题与讨
论以及相关的阅读资源。《环境科学概论》着重体现环境科学的思想理念、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可
作为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本科生专业教材及非环境背景环境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专业教材。也
可以作为相关专业和非环境专业开设环境类课程的专业教材或参考书。此外，还可用于开展成人在职
环境教育与培训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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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的平衡4.2 人类活动与环境危机4.2.1 环境问题的实质4.2.2 污染型环境问题4.2.3 资源短缺与耗竭型
环境问题4.2.4 生态破坏与环境失衡4.3 环境与人类健康4.3.1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4.3.2 环境变化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4.3.3 居住环境与人体健康4.4 小结案例研究问题与讨论阅读资源第5章 全球环境变
化5.1 全球变暖5.1.1 温室效应及全球变暖5.1.2 未来全球变暖的可能情景5.1.3 全球变暖的可能影响及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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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5.4.1 森林与湿地萎缩5.4.2 生物多样性减少5.4.3 淡水资源匮乏5.4.4 土地退化及荒漠化5.5 环境安全及
国际合作5.5.1 环境安全的概念5.5.2 环境安全的主要内容5.5.3 环境安全的国际合作5.6 小结案例研究问
题与讨论阅读资源第二篇 环境科学的理论基础第6章 环境伦理6.1 不同环境伦理观出现的背景及其发
展6.1.1 中国古代朴素的“天人合一”观6.1.2 马尔萨斯的“人地矛盾”观6.1.3 人类中心论6.1.4 生物中心
论6.1.5 地球整体论6.1.6 代际均等的伦理观6.2 环境道德观6.3 r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6.4 环境伦理的基
本原则6.5 r持续发展、6.5.1 几种代表性的发展模式6.5.2 可持续发展要旨6.5.3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6.6 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6.6.1 中国的必然选择6.6.2 生态、环境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6.6.3 面向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对策6.7 小结案例研究问题与讨论阅读资源第7章 环境地学7.1 环境地学的特点、地位与作
用7.2 人类－地球环境复合系统7.2.1 气候系统与大气环境7.2.2 水环境与海洋环境7.2.3 其他圈层的地位
与作用7.3 人－地环境复合系统的整体性及各圈层间的影响与响应第三篇 环境科学技术与方法 第四篇 
环境管理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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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3 环境的特性（1）环境的整体性环境中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关
系。环境中大气、水、土壤、生物及声、光、电等各个环境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环境中的各种
变化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或破坏，总会对其他地区造成影
响和危害。例如：化学农药DDT在被禁用十多年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岸死去的海豚体内仍有极
高的含量；南极的企鹅、海豹、虾等很多海洋生物、北极圈内的北极熊体内，都陆续检测出六六六
和DDT等农药，甚至在南极的陆地植物地衣中，也发现有六六六和DDT。一般化学农药的残留时间较
长，它们通过大气环流、海洋环流以及食物链进入南北极，危害动植物的生存。由此可见环境问题是
跨越国界、无处不在的，因此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其保护，从整体上看是没有地区界限、省界和国界的
。（2）环境的区域性由于纬度和经度的差异，导致了地球热量和水分在各个自然环境的分布不同，
形成了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的垂直地带性分布和水平地带性分布的特点，这是自然环境的基
本特征。不同时空尺度下区域生态环境特征变化很大，使对环境规律的探索和运用面临困难。（3）
环境的相对稳定性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下，环境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所谓相对稳定，是指环境通过物
流、能流和信息流而处于不断变化中，但环境系统具有一定抗干扰的自我调节能力，只要干扰强度不
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界限，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能得以逐渐恢复，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4）
环境变化的滞后性自然环境受到外界影响后，其产生的变化往往是潜在的、滞后的，这主要表现为：
一是引发的许多影响不能很快反映出来；二是环境受到影响后，发生变化的范围和影响程度很难了解
清楚，也很难预测；三是一旦环境被破坏，所需的恢复时间较长，尤其是当超过阈值之后，一般就很
难再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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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科学概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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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价格再优惠一点更好，o(∩_∩)o...
2、还行吧，可以，就是一本教材
3、书的质量可以，是正版
4、果然有这本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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