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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凝聚着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
导师们多年心血和汗水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面世了。
这套教材的出版，将对丰富我院研究生教育资源、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肩负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为国家作出基础性
、战略性和前瞻陛的重大科技创新贡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使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不
仅要为我院知识创新工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还担负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创新型
国家建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
　　集成中国科学院的教学资源、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坚持教育与科研紧密结
合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在突出科学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重视全面素质教育，倡导文理交
融、理工结合，培养的研究生具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敏锐的科学探索意识、活跃的思维和唯实、
求真、协力、创新的良好素质。
　　研究生教材建设是研究生教育中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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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综合全球环境变
化热点问题及新资料编写而成。
本书从地球系统的整体观出发，以环境变化的过程研究为重点，综合分析环境变化的区域影响，为解
决当今所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提供对策。
　　本书提出了环境地学的基本理论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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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过程及其效应；地质环境过程
；大气环境过程；水环境过程；土壤环境过程；陆地生态系统过程；主要环境地学问题；环境伦理建
设；环境管理；环境地学工程与技术；环境地学研究方法。
　　本书系统性强，内容丰富，可作为从事环境科学与地学相关领域研究的研究生教材或参考资料。
同时，本书的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强，也可供关心环境的各界人士，从事环境保护、区域发展等管理的
决策者以及大专院校师生和相关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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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度，生于广东揭西。
1936年8月26日出生于广东揭西。
原籍广东大埔。
195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首席
科学家。
我国自然地理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
在研究气候、植被与土壤分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珠穆朗玛峰地区垂直带主要类型的分布图式
；划分了青藏高原的垂直自然带为季风性和大陆性两类带谱系统，构建其结构类型组的分布模式，揭
示其分异规律；建立了横断山区干旱河谷的综合分类系统。
证实并确认高原寒冷干旱的核心区域；阐明了高海拔区域自然地域分异的三维地带性规律，建立适用
于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所拟打的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方案是迄今最全面和系统的，
得到广泛的应用。
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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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地球环境系统　　地球环境系统是指围绕人类的地球各种自然要素及其相互关
系的整体。
依据地球环境系统的物质组成、圈层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可以划分为：地球内部环境子系统、地球表
层环境子系统和日地空间环境子系统。
地球内部环境子系统包括固体地球的地核、地幔和岩石圈组成的系统。
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主要是指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岩石圈等组成的地球表层系统。
日地空间环境子系统则是指由太阳、行星际空间以及包括磁层、电离层和中上层大气在内的地球空间
组成的系统（李天杰等，2004）。
　　1．1．1地球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本书所涉及的地球环境系统主要侧重于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
，它指围绕人类的各种自然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整体。
一般认为，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由大气、水、生物、土壤和岩石五大圈组成，人类本身属于自然界，
而且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驱动力，所以人类圈（又称智能圈）也被看做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的
一部分。
为了叙述方便，以下简称为“环境系统”。
　　1．环境系统的概念与内涵　　环境系统概念的本质是把地球表层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各个自然要素在其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
因此，环境系统除了包含所有自然要素之外，还具有各要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些新特征。
环境系统整体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气体、液体、固体物质以同心球状呈圈层分布，但又互相渗透；
地球的内能与太阳能相互渗透；有机物与无机物互相转化；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人成为驱动其动态
的重要因素。
　　对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与地球内部环境子系统的研究领域和_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
的异同。
两个子系统都是地球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强调对所属各圈层界面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的探讨，并且
通过建立模型来预测未来各子系统的行为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趋势。
它们的侧重点不同，地球内部环境子系统更多侧重于对固体地球较长时间尺度的历史演化过程的研究
，强调地球内部能量激发、圈层相互作用的自然驱动力以及地球内部物理化学物质组成和性质不同而
导致的界面反应。
、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则侧重于对地球近代自然历史演化过程和较短时间尺度的动态变化以及区域性
演变过程的研究，强调太阳辐射能是引起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整体和’区域性变化的主要自然驱动力
，而人类活动也已成为地球表层环境子系统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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