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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境》

前言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
活，加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与自然的矛
盾更加激化，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严重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环境问题，制约着可持续发展。因
此，探索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规律、危害，寻求解决其问题的途径，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是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多学科交叉综合而成的
新兴学科，涉及面广。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深
化，特别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对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生态环境理论
更加完善，方法、技术也更加先进、实效，这些都使生态环境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本书
以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阐述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人类
面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探讨环
境污染与污染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安全、生态环境管理模式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产业
生态与循环经济以及生态理论的应用。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介绍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念及可持续发展
的涵义；第二章概述生态系统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第三章论述人口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
第四章介绍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第五章专门论述环境污染，揭示环境污染的形
成、变化、危害及其控制；第六章主要介绍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第七章概述生态环境管理与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第八章介绍城市生态与城市环境；第九章介绍产业生态与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思想；第
十章是生态理论的应用。本书由张建强教授主编，并负责总体设计和统稿，由刘丹教授主审，刘颖副
教授为副主编，由张建强、刘颖、吴文娟、李勇、龚志莲、刘洋、许文来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二节以及附录由张建强编写，第三章、第七章、第十章第一节、
第三节以及第四节由吴文娟编写，第二章、第六章由李勇和龚志莲编写，第四章由刘洋编写，第五章
由刘颖编写，许文来参与本书的编写和校对。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文献资料，在此对参考资
料的作者表示感谢！由于本书内容广泛，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一定存在疏漏和不足，衷心希望广大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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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境》

内容概要

《生态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介绍了生态环境的基本
概念及可持续发展的涵义；生态系统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人口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全球
性生态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环境污染，揭示环境污染的形成、变化、危害及其控制；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安全；生态环境管理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城市生态与生态城市；产业生态学与循环经
济；生态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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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境》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生态系统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第三章  人口、资源与环境第四章  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第五章  环境污染与控制第六章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第七章  生态环境管
理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第八章  城市生态与生态城市第九章  产业生态学与循环经济第十章  生态理论的
应用附录  附录1  环境节日  附录2  “世界环境日”主题  附录3  有关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世界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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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境》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生态与环境问题一、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念生态环境是指影响生态系统的各
种生态因素，即环境条件。环境科学中的生态环境是指人类的生态环境，它是人类生态系统的组成部
分，无不体现人类活动的影响。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是由人类与生态环境
所构成的大系统。在系统中，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表现为：人类作为食物
链的一节，参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人类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人类
是群居的社会性的人，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干预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通过影响生态环境间
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见人类的生态环境凝聚着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生态环境应
当是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统一体。（一）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分为非生物
因素和生物因素两大类。1.非生物因素非生物因素是指生物以外的自然条件，包括地质地貌、气候、
水文、土壤等因子。这些因子的空间分异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地带性与综合性。在不同区域，这些
因子的组合表现为不同的综合特征，决定着不同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本底稳定性与脆弱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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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境》

编辑推荐

《生态与环境》既可作为环境等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的教学辅导书，又可供环境科学与工程、生态
工程等领域科研人员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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