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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基础》

前言

环境学基础这门课程在南开大学开设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本课程的主要特点是涉及知识面广和专
业基础性强，其内容包括环境问题和环境科学的发展、生态学基本知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环
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及防治等诸多内容。该课程对环境科学类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门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专业入门课；对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门重要的选修课、素质教育课。多年来，南
开大学对这门课的教学改革工作特别重视，我们教改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二，一是将针对性、系统性、
实用性和前瞻性统一起来；二是要实现“起点高、容量大、内容新”的教学宗旨。目前，已作为南开
大学教学观摩课之一的该课程，正在努力争取进入天津市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之列；本教材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着手组织编写的。本书由鞠美庭主持编写，池勇志、李洪远担任副主编，其他参与编写的人员
是（按姓氏笔画为序）：马瑞巧（第6章、第8章）、王大为（英文编校、附录）、史聆聆（第3章）、
刘立国（第1章）、刘伟（第九章）、李凯（第10章）、李智（第7章）、陈敏（第2章）、林慧（第4
章）、薛楠（英文编校、附录）。朱坦教授作为编写顾问，对本书的编写进行了全程指导。本书的得
以出版要感谢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谢南开大学教务处及天津城市建设学院教务处有关领导
的指导与帮助。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不少相关领域的著作、教材，在此也向有关作者致以谢忱。
由于时间及水平所限，书中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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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基础》

内容概要

《环境学基础(第2版)》共分12章，包括绪论、全球环境问题、资源与环境、人口与环境、生态系统与
生态保护、大气环境保护、水环境保护、土壤环境保护、固体废物处置及管理、物理污染及其防治、
生态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 为了提高教材的使用效果，在每章正文前编有“导读”，每
章后附有思考题；为了配合双语教学的需要，在各章中都插入了一些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英文解释。本
教材配有内容完整、图文声并用的多媒体教学课件。 
《环境学基础》可作为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非环境类专业素质教育课程的教学用书
；可作为一般读者了解和学习环境科学基本知识的选择读物，也可作为各级决策、管理和工程技术人
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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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基础》

书籍目录

1  绪论  1．1  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    1．1．1  地球环境的形成与演化    1．1．2  地球生命的诞生和演化  
 1．1．3  人类环境及其功能特性  1．2  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2．1  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1．2
．2  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1．3  环境科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1．3．1  环境科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1．3．2  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及其分科  思考题2  全球环境问题3  资源与环境4  人口与环境5  生态系统
与生态保护6  大气环境保护7  水环境保护8  土壤环境保护9  固体废物处置与管理10  物理性污染与防
治11  生态城市建设12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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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基础》

章节摘录

插图：各环境要素问存在如下规律。①最差（小）限制定律。该定律是指“整体环境的质量，不能由
环境诸要素的平均状态决定，而是受环境诸要素中那个处于最差状态的要素所控制”。②各环境要素
的等值性。各个环境要素，无论它们本身在规模上或数量上如何不相同，但只要是一个独立的因素，
那么对于环境质量的限制作用并无质的差异。③各环境要素整体效应大于个体效应之和。环境诸要素
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产生的整体效应，是个体效应基础上质的飞跃。④各环境要素互相联系。环境诸
要素在地球演化史上的出现，虽然有先后之别，但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从地球
演化的意义上看，某些要素孕育着其他要素。例如岩石圈的形成为大气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岩石圈和
大气圈的存在，又为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岩石圈、大气圈和水圈又孕育了生物圈。（3）环境的分
类  环境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分类系统。一般可按环境的主体、环境性
质或环境范围等进行分类。①按环境的主体分类。按环境的主体进行分类，目前有两种体系，一种是
以人为主体，其他的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都被视为环境要素，这类环境称为人类环境，在环境科学
中多数学者都采用这种分类方法。人类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包含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
因素的综合体。另一种是以生物为主体，生物体以外的所有自然条件称为环境，这类环境称为生物环
境。非生物因素主要包括光、温度、空气、水分等，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环境因素。②按环境的属性
分类。按环境的性质可将环境分为原生环境（又称自然环境）、次生环境（被人类影响的自然环境，
又称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三类。原生环境指环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生活、生产的一切自然
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构成自然环境的物质种类很多，主要有空气、水、植物、动物、土壤、岩
石矿物、太阳辐射等。这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次生环境指自然环境中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多
的地域。如耕地、种植园、鱼塘、人工湖、牧场、工业区、城市、集镇等。次生环境是原生环境演变
成的一种人工生态环境。其发展和演变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

Page 5



《环境学基础》

编辑推荐

《环境学基础(第2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国家级精品课教材。

Page 6



《环境学基础》

精彩短评

1、教材用处，学校要求，不解释！
2、有点意思 不过是教科书而已
3、内容真的很多。。
4、书的质量不错，就是觉得贵了点。
5、自己学校的书，我都不好意思标，那就给加一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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