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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环境》

前言

　　自从1992年《21世纪议程》中提出环境教育的重要任务以来，种种迹象表明，环境教育将成为21
世纪世界基础教育的热点。在高等学校的通识教育中，环境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本或一套适
宜的环境通识课程教材因此显得必不可少。《人与环境》一书试图满足这一需求。本书脱胎于《环境
学》（第二版，左玉辉，2010），根据通识教育的特点对其进行了重新编排。　　与环境专业基础课
程相比，环境类通识课程面向广大非环境专业的高校学生，对相关理论的要求较弱，而更多地偏重于
介绍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事实，包括各类环境要素的特点、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及产生的环境效应
、人类为维护人与环境的和谐所采取的行动等。但尽管如此，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内核仍然十分重要
，否则课程就会很容易沦为宽泛的知识大杂烩，无法帮助学生培养对环境问题的识别能力和解决能力
。　　《人与环境》是一本暗含完善理论体系的通识课程教材，其理论来源于环境学；而环境学对环
境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有十多年之久。　　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环境科学尚未建立起自己
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环境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
指导委员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着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期望出版一本系统阐述环境科学
基础理论的教科书，并将之定名为《环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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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环境》

内容概要

《人与环境》是为满足广大高等学校通识课程建设的需要而编写的教材。《人与环境》作者长期致力
于环境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8年领衔建设环境科学国家级教学团
队。
《人与环境》脱胎于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环境学》（第二版）。针对通识
教育特点，对其内容进行了重新编排和调整，以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为主线，第一章介绍环境科学基
础概念，第二章到第八章重点介绍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事实，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介绍环境多样观
、环境和谐观、环境规则观和五律观，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论述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调控问题。
《人与环境》可作为高等学校非环境类专业环境教育通识课程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环境专业基础
课程教材，亦可作为广大社会读者了解环境科学基础知识的读物。

Page 3



《人与环境》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环境科学学科定位——五律观一、自然现象、自然规律和自然科学二、技术现象
、技术规律和技术科学三、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和经济科学四、社会现象、社会规律和社会科学五、
环境现象、环境规律和环境科学第二节 环境科学学科体系一、环境科学学科体系与环境规律体系二、
环境科学主要分支学科第二章 人与水第一节水资源一、地球上的水二、水资源第二节 水灾害一、洪
水灾害二、干旱灾害第三节 水污染一、主要水污染物及其环境效应二、水污染源三、水污染的特征第
四节 水环境质量标准一、水质基准与水质标准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第五节 水污染控制一、水污
染的源头控制二、污水的人工处理三、尾水的处理处置与资源化第三章 人与大气第一节 大气概述一
、大气的成分二、大气的分层三、大气边界层第二节 大气污染一、大气污染源及主要污染物二、几种
典型的大气污染三、大气污染的危害第三节 空气质量一、空气质量基准二、空气质量标准三、空气质
量指数第四节 大气污染控制一、清洁能源二、绿色交通三、末端治理四、环境自净第四章 人与土壤
第一节 土壤概述一、土壤的组成二、土壤的结构三、土壤的形成四、土壤的分类与分布规律第二节 
土壤环境一、土壤环境的物理学性质二、土壤环境中的胶体物质三、土壤酸度和土壤缓冲性四、土壤
氧化还原性五、土壤环境中的矿化作用和腐殖化作用第三节 土壤污染一、土壤污染概述二、污染物在
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规律三、土壤的自净第四节 应对土壤污染一、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土壤污染防治
第五章 人与生物第一节 自然环境中的生物一、环境中的生态因子二、生物与环境第二节 环境污染中
的生物一、环境污染物的吸收和分布二、分子水平上的危害三、细胞水平上的危害四、组织器官水平
上的危害五、个体水平上的危害六、种群水平上的危害七、群落和生态系统水平上的危害第三节 生物
安全一、再看生物多样性二、生物入侵三、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问题第四节 环境生物技术一、生物
技术的优点二、环境污染治理生物技术三、环境污染预防生物技术四、环境监测生物技术第六章 人与
固体废物第一节 固体废物概述一、固体废物的定义二、固体废物的来源三、固体废物的分类四、固体
废物排放量第二节 固体废物污染概述一、固体废物污染二、固体废物污染控制三、固体废物管理第三
节 固体废物处理和处置一、固体废物的收集与输送二、固体废物的处理三、固体废物最终处置第四节
固体废物资源化与综合利用一、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二、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利用三、其他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第七章 人与物理环境第一节 噪声一、噪声概述二、噪声的来源三、噪声的危害四、噪声控
制第二节 电磁污染一、电磁污染的来源二、电磁辐射的危害三、电磁污染的控制第三节 放射性污染
一、放射性污染来源二、危害和影响三、放射性污染的分类四、放射性污染的控制第四节 光污染一、
光污染的来源二、光污染的危害三、光污染的控制第五节 热污染一、热污染类型二、热污染的危害三
、热污染控制第八章 人与全球变化第一节 全球变化概述一、全球变化的概念二、全球变化与人类活
动三、全球变化的影响及后果四、全球变化研究第二节 全球变化中的气候变化一、气候变化的直接观
测二、气候变化的驱动要素三、气候变化的回顾和预测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第九章 环境多样观第一
节 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一、物质多样性二、生物多样性⋯⋯第十章 环境和谐观第十一章 环境规则观第
十二章 五律观第十三章 中国人口环境第十四章 中国经济环境第十五章 中国资源环境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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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环境》

章节摘录

　　（二）自然规律与自然科学　　自然规律是存在于自然界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是自然现象固有
的、本质的联系。通过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如调查、实验、研究等）而形成的关于自然事物及规律
的知识体系，就构成了人类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及其规律性，其任务就是研究
自然界中各种物质的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的基本规律，不断探索新现象，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概
念；建立新理论，揭示自然界形形色色的奥秘。自然界各种物质的结构千差万别，运动形式千变万化
，因此，其现象、规律、概念、理论等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根据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本质差别
，将传统的自然科学划分为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天文学五大门类，分别对应于物理、化学
、地学、生物、天文五类自然现象、自然规律。　　1.物理规律与物理学　　物理规律是对物理现象
、物理过程的抽象和概括，是分析物理问题所应遵循的准则。人们不断研究物理现象，揭示物理规律
，建立和发展了物理科学，即物理学（physics）。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的基本组成要素，即物质
、能量、空间、时间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通过理论推导和实验、实践验证，以数学的形式表达各要素
之间的定量关系，形成物理学理论。经过大量实验验证的物理学规律被称为物理学定律，它们如同许
多自然科学理论一样不能被证明，只能通过反复的实验来检验，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牛顿三大定律、能
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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