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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趋突出，如何保持人类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前
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为了实现既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加强对非环境专业学生特别是工科
学生的环境教育，提高他们的环境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目前在高等院校中对非环境专业学生普遍开设了环境科学与工程的基础课程。
　　本书是在2003年出版的《环境科学与工程概论》一书的基础上重新修改编写而成的，力求文字简
练易懂。
本书内容丰富，可满足学生拓宽知识面、适应当前教学信息量大的要求，并便于在教学中选择讲授。
本书除介绍大气、水体、噪声、土壤等一般环境问题外，还介绍了辐射污染、水土流失和生态修复的
基本概念、防护技术等内容。
本书在各个环境要素的编排中，将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两方面的内容并重。
在该课程中可以使非环境专业学生了解环境问题的一般概念、环境问题的产生及防治措施，在今后的
工作中能自觉有效地保护环境。
　　本书共十一章。
第一章是生态学的基础知识；第二章至第七章是主要环境要素如大气、水、土壤和主要污染源如固体
废物、噪声与振动、电磁辐射与电离辐射等的环境污染和污染控制的原理和方法；第八章是与生态环
境有关的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九章至第十一章是环境质量评价、生态修复及环境
管理的基本知识。
　　本书由北京交通大学许兆义、李进主编，清华大学王洪涛主审。
编写分工如下：绪论由许兆义编写，第一章由杨成永、王勐编写，第二章由韩虹琳编写，第三章由王
锦、许兆义编写，第四章由周岩梅编写，第五章由于晓华、许兆义编写，第六章由宋雷鸣编写，第七
章由蒋忠涌、许兆义编写，第八章由杨成永、刘世海编写，第九章由许兆义、王锦编写，第十章由李
进编写，第十一章由韩虹琳编写。
　　由于本书涉及领域广泛再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写得到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和交
通运输学院老师的大力支持，并对书中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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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科学与工程概论（第2版）》系统地讲述了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
法。
内容包括生态学基础，主要环境要素（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噪声与振动、电磁辐射与电离辐
射）的污染与控制技术，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技术，环境质量评价及环境管理等。

　　《环境科学与工程概论（第2版）》是为高等学校非环境专业学生编写的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
教材，也可供。
环境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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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态学是环境科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环境科学在研究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时，常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
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生物监测、生物评价是环境监测与环境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生态
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生物工程净化措施，也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
城市与农村环境规划的制定，也必须以生态学基础理论为指导。
　　1.5.1 对环境质量的生物监测与生物评价　　生物监测（biological monitoring）也称生物学监测，
是指利用生物对环境中污染物质的反应，即利用生物在各种污染环境下所发出的各种信息，来判断环
境污染状况的一种手段。
凡对污染物敏感的生物种类，都可作为监测生物，如地衣、苔藓和一些敏感的种子植物可监测大气污
染；一些藻类、浮游动物、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和一些鱼类，可监测水体污染；土壤藻类和螨类可监
测土壤污染。
生物所发出的各种信息，即生物对各种污染物的反应，包括受害症状、生长发育受阻、生理机能改变
、形态解剖学变化，以及种群结构和数量变化等。
生物对污染物的反应包括个体反应、种群反应和群落反应。
通过这些反应的具体表现，可以判断污染物种类，通过反应的受害程度，确定污染等级。
　　生物评价（biological assessment）也称生物学评价，是指用生物学方法按一定标准对一定范围内的
环境质量进行评定和预测。
通常采用的方法有指示生物法、生物指数法和种类多样性指数法等。
利用细胞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和毒理学等手段进行评价的方法也在逐渐推广和完善。
生物评价的范围可以是一个厂区、一座城市、一条河流、一个湖泊或一个更大的区域。
　　生物监测与生物评价具有以下特点：　　（1）综合性和真实性　　化学监测自采用连续监测手
段之后，比间隔时间较长的间断监测能更好地反映客观的污染状况。
但连续监测也只是克服了间断监测瞬时性的弱点，其监测结果也仍然只能反映单因子的污染状况。
而环境污染往往都是多因子共同作用于环境而产生的综合污染，各种生物和人类以及各种建筑设施，
都是在综合污染的状况下受到危害的。
当不同的污染因子同时作用于生物或人的机体时，又可能产生相加、相乘或拮抗作用，使生物和人体
的受害程度较单因子的作用加重或减轻。
所以，单因子的化学监测还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真实情况。
生物监测是利用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community）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监测，生物在环境中所承
受的是各种污染因子的综合作用。
所以，生物监测能更真实、更直接地反映环境污染的客观状况。
生物监测的这种综合性和真实性是任何化学监测所无法比拟的。
　　（2）长期性　　生物在一定浓度污染物的作用下，能产生相应的急性伤害症状，可以反映环境
污染的现状。
在低浓度污染物的作用下，生物也可以反映在一段时间内环境污染的水平。
生物监测的这种长期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环境质量进行回顾评价的一种途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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