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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系统工程是正在迅速发展和被广泛应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技术。
当今，世界已步入系统时代，系统科学这一综合性科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占有了特殊地位，代表了21
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方向；系统分析方法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跨越学科界限，从整体上分析、处理问
题的新模式、新思路、新方法；采用系统论、决策论、运筹学、最优化技术等综合研究社会、经济、
环境、军事、管理决策等已被广泛运用，大大缩短了需要与建设之间的时差，获得明显的效益；在环
境问题研究中，系统工程从环境规划到环境管理，从环境治理到实验研究等方面的应用均获得较大的
进展。
环境系统工程是运用系统工程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科学。
环境系统工程强调运用系统观点分析环境问题；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系统分析错综复杂的环境系统中
内、外在联系，辨识环境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应用定量化技术描述系统结构与关系；用工程
的方法研究解决问题。
环境系统工程具有全局性、关联性、最优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等特征，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有机综合体
，具有多级递阶结构、多输入、多变量、多目标以及在时间、空间、数量上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等
特点，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给人们一种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的崭新方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方法性学科。
本书作者及其课题组，在总结20余年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在环境系
统方面的新发展，吸收了20世纪90年代编写出版的同名教材的优点并进行较多充实，力求较全面地介
绍环境系统工程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内容更加广泛与丰富。
书中实例多取材于环境问题的科研、管理、治理和生产实践，解题思路清晰，便于读者举一反三，为
环境系统工程的应用与研究提供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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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环境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作者在总结20余年来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参考了国内外在环境系统工程上的一些新进展
，吸收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同类教材的优点并进行较多的修改与充实，使内容更加丰富。
全书共分十二章，重点介绍系统工程原理方法、环境系统分析和水污染控制系统、大气污染控制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城市排水系统、战略环境评价系统以及非点源污染控制系统等内容。
    本书中实例多取材于环境问题科研、规划、管理、治理工程实践，解题思路清晰，便于读者举一反
三，可适用于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学习环境系统工程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环境
保护事业的科技人员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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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环境系统工程导论第一节系统概念和特征一、系统概念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
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它们形成各式各样的系统。
系统这一概念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语中，是部分组成整体的意思。
但由于受到科学技术历史发展的局限，“系统”这个概念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获得战时工业最大化的需要，才发展应用这
一概念。
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基础科学（如运筹学等）迅速发展，“系统”的概念才逐步明确化，并应
用到各种工程技术及管理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后几乎被推广到每个领域。
所谓“系统”就是由一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客观事物所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
体，如环境系统、排水系统、工业系统、农业系统等。
而这些系统本身又是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作为它的组成成分及组成部分的事物，相对来说，则称
其为系统的子系统，依此类推，子系统也还可以再分，因而客观存在的系统都是多级递阶系统。
对上述系统的含义说明如下：①系统都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整体，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可以是
单个事物，也可以是一群事物组成的子系统；②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
存在着一定有机联系，从而在系统内部和外部形成某种结构，任一系统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
的组成部分；③任何系统都有特定的功能，这使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要素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
是由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结构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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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系统工程》为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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