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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要在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在开展社会
活动、生产活动时，要考虑自然界诸物种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我国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坚持科学发展观，正朝着人民和谐相处、生活小康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前进。
　　面对全球气候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增多。
环境保护是当今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当其冲就是解决生态保护。
在该著作中，首先强调和阐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紧接着具体介绍了森林、草原、荒漠、海洋、陆地
、湿地、农村和城市等七大生态系统，分章论述其各自的类型、组成、功能和效益、资源情况和存在
问题以及保护的举措。
实际上，该著作中所涉及的这七大生态系统是天然的，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也是健康、平衡、和
谐的。
生态保护首先必须创造人与它们的和谐、动物与它们的和谐、它们之间的和谐环境。
在七个生态系统中，国际上通常把森林、海洋和湿地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
因为这三大生态系统是和生命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林（森林）是生命之父；水（海洋和湿地）是生命之母；其他四个生态系统则是生命中的兄弟
、姊妹。
人类祖先开始以林为栖、启林为食；以水为生、视水为命。
　　生物修复是生态保护的有利补充，只有把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完美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起到保
护环境的作用。
本书首先着重阐述生物修复技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及类型和历史，然后详细叙述了生物修复技术在各
方面的应用。
　　总的来说，生态保护是环境保护的源头工作，而生物修复是环境保护的后续工作，该著作是将这
两部分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体系。
生态保护是环境工作的前锋，做好该项工作就能保证环境保护从源头筑起屏障；而生物修复则是环境
工作的后卫，做好这项工作就会使环境保护从后继得到保障。
　　全书撰写的分工如下：浙江大学陈声明教授负责编写大纲和撰写前言及全书统稿；浙江大学王永
维博士撰写第一章至第八章；浙江大学吴伟祥博士撰写第九章至第十四章；浙江杭州环境监测中心站
叶旭红高级工程师编写第十五章。
另外程丽琴、高军、王志高博士、林英、徐田红、徐双、吴甘霖硕士和陈激光学生等帮助查询资料、
协助整理书稿和绘制部分图表。
　　另外，对提供资料的专家、学者和网上的作者均表示谢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态保护与生物修复>>

内容概要

生态保护是环境保护的源头工作，而生物修复是环境保护的后续工作，本著作将这两部分的工作内容
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体系，涵盖了生态保护和生物修复的基本内容，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生态保护包括八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及应取措施，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
统、海洋生态系统、陆地水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农业和城市两大生态系统的保护。
下篇生物修复包括七章：生物修复技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土壤受有机物污染后的生物修复，水体污
染后的生物修复，大气污染后的生物修复，石油污染及其修复技术，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
及多氯联苯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
    本著作取材新颖、内容丰富、编排合理、结构紧凑，可供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生物修复等学科方
面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也可以作为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
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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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　第四章  荒漠生态系统的保护　第五章  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　第六章  陆地水生生态
系统的保护　第七章  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第八章  农业和城市两大生态系统的保护下篇  生物修复　
第九章  生物修复技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第十章  土壤受有机物污染后的生物修复　第十一章  水体污
染后的生物修复　第十二章  大气污染后的生物修复　第十三章 石油污染及其修复技术　第十四章  多
环芳烃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　第十五章  多氯联苯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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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完善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　　建立和完善部门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合作。
针对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建立定期或年度的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加强对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
建立较完善的生态保护统计体系。
　　建立自然保护区动态管理机制，开展定期的自然保护区的质量和管理能力评估，建立自然保护区
警告、升降级制度。
把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到实处，建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审计制度。
　　三、创新生态保护政策　　研究并制定生态补偿政策。
根据我国生态保护与管理的特点，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态补偿需求，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政策的
总体框架，确定若干优先领域，重点突破，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技术导则。
选取典型区域与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
　　制定并完善生态保护的公共参与政策，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管理、监督与建设。
建立重大生态环境法规政策、规划公告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针对重大环境问题，举行公众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监督。
　　四、加强生态保护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　　加强生态保护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加强
对科研院所科研能力的建设支持，优先安排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与关键技术科研课题。
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重大战略与重要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重点开展城市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土壤污染防治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技术，重要生
态功能区保护和建设的方法与技术模式，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支撑技术，生态系统监测、评价等生
态环境保护关键技术的研究。
对经实践验证具有较好效果的成熟技术模式，进行大范围推广与应用，为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
技术支持。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基地建设，依托自然保护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示范区等，建设一批国
家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基地。
建设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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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保护与生物修复》取材新颖、内容丰富、编排合理、结构紧凑，可供环境保护、生态保护
和生物修复等学科方面教学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也可以作为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及
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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