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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学》

前言

　　20世纪中期，随着人口剧增、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和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
，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类
自身生存和社会协调发展，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全人类面临的最重大问题。环境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与
民众的广泛关注，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议程》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
标，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环境科学的发展，环境科学当前已成为最受关注的新兴学科。　　目前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不断恶化加剧，表现为：淡水资源的严重短缺、环
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城镇飞速发展与工程建设和资源开采带来的一系列地质环境问题、频繁的自然灾
害和地质灾害等。　　环境地学作为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地球科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学科，以人
一地系统为对象，研究其发展、组成和结构、调节和控制、改造和利用。环境地学研究对象主要是针
对“地质环境”，即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特殊、紧密联系的岩石圈的一部分，着重次生的地质环境，
即研究人类工程技术经济活动与地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鉴于环境地学与地质学和地理
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共同性，环境地质学和环境地理学从广义上来说均可称为环境地学；相对而言，
环境地理学较为侧重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环境地质学与环境地理学仅在侧重点有所差异，并
无本质上的不同。　　本书将环境地学作为环境地质学和环境地理学的概括，广义上三者概念可相互
替代。本书的重要特点是在地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环境科学的内涵与应用，以环境科学的整体性和综合
性视角与观点探索地学问题，将环境科学的理念始终贯穿环境地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以期能够同时满
足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地球科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专业基础课的需要，同时，为环境、地学等相关
工作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书由江苏大学、河南大学、西安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共同编写
，全书共分12章：第1章绪论（储金宇李宁）、第2章环境地学基础（秦明周）、第3章全球性主要环境
问题（周国强）、第4章水环境与水污染控制（张青）、第5章土地环境及其保护（韩建刚储金宇）、
第6章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薛喜成）、第7章城市环境地质（吴云涛储金宇）、第8章环境地球化学（
李宁）、第9章地质灾害及其防治（万新南）、第10章大型工程的地质环境影响与防治（万新南）、
第11章环境保护规划与管理（秦明周）、第12章现代环境地学研究技术与方法（韩建刚）、附录（李
宁），全书由江苏大学储金宇教授统稿。　　本书的编撰融汇各家所长，借鉴和参考了许多国内外相
关的研究成果，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王国祥教授对书稿的审
定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与支持！　　环境地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学科理论与体系均有
待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本书也是为此进行的尝试与探索，疏漏之处，敬请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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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学》

内容概要

《环境地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地球科学、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及其他相关学
科专业的本科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为环境、地学等相关工作者以及科研、规划、管理、决策等部门的
人员提供参考与借鉴。  
环境地学作为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是地球科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学科，以人一地系统为对象，研究
其发展、组成和结构、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环境地学》的重要特点是在地学的基础上突出
了环境科学的内涵与应用，以环境科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视角与观点探索地学问题，将环境科学的理
念始终贯穿环境地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为解决当今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提供对策。《环境地学》内
容共分为12章，主要介绍环境地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环境地学基础；全球性
主要环境问题；水环境与水污染控制；土地环境及其保护；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城市环境地质；环
境地球化学；地质灾害及其防治；大型工程的地质环境影响与防治；环境保护规划与管理；现代环境
地学研究技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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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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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层系统的组成结构特征    2.1.2 地球表层的能量来源    2.1.3 地球表层系统的组成与边界  2.2 人地关系   
2.2.1 人地关系的历史    2.2.2 人地关系的主要思想  2.3 中国的自然环境    2.3.1 概况    2.3.2 重要的自然资
源    2.3.3 自然环境  思考与练习题第3章 全球性主要环境问题第4章 水环境与水污染控制第5章 土地环境
及其保护第6章 矿产资源与地质环境第7章 城市环境地质第8章 环境地球化学第9章 地质灾害及其防治
第10章 大型工程的地质环境影响与防治第11章 环境保护规划与管理第12章 现代环境地学研究技术与方
法附录 我国资源与环境的相关法规参考文献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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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学》

章节摘录

　　（1）最差限制律。整体环境的质量不是由环境诸要素的平均状态决定，而是受环境诸要素中那
个与最优状态差距最大的要素的控制。这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诸要素中处于“最差状态
”的那个要素，而不能够因其他要素处于优良状态而得到弥补。因此，环境要素之间不可相互替代。
　　（2）环境整体大于诸要素之和一处环境所表现出的性质，不等于组成该环境的各个要素性质之
和，而是比这种“和”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环境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环境的总体效
应，这种总体效应是个体效应基础上的质的飞跃。　　（3）相互依赖性。环境诸要素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的。首先，环境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制约关系，是通过能量流，即能量在各要素之间的传递
，或能量形式在各要素之间的转换实现的。其次，通过物质循环，即物质在环境要素间的传递和转化
，把环境要素相互联系在一起。　　所谓环境质量，一般是指一处具体环境的总体或某些要素，对于
人群的生存和繁衍以及社会发展的适宜程度，是反映人群对环境要求的，对环境状况的一种描述。环
境质量通常要通过选择二定的指标（环境指标）并对其量化来表达。自然灾害、资源利用、废物排放
以及人群的规模和文化状态都会改变或影响一个区域的环境质量。　　3.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自
古以来就已存在。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地震、火山活动、海啸等自然灾害，均对周围自
然环境产生影响，形成所谓环境问题。进入人类社会以后，由于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
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同，因而，不同的历史阶段就产生了不同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社
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众所周知，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发展
问题和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伴随着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发展问题而
日趋严重，同时，上述四个因素之间也是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的。其中，环境问题的本质就是发展问
题，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也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　　目前，环境问题可归
结为人口压力、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等三个方面。当前全球主要环境问题及其影
响表现为：①全球气候变暖；②臭氧层破坏；③水环境污染与水资源危机；④酸雨；⑤土地荒漠化；
⑥物种灭绝与生物多样性锐减；⑦森林锐减；⑧资源与能源短缺；⑨城市垃圾与危险性废物成灾；⑩
有毒化学品污染。　　此外，还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水土流失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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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学》

精彩短评

1、书是好的，就是贵勒点，送的慢勒点
2、我刚买回来，暂时还没读呢
3、书内容不错，但是装订的一般~~
4、可还米有开。。。米有读书心得。这种很一般的材质让人觉得定价就贵了。。。折扣也不大。。
。
5、这本书我们用过了，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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