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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于2000年编著出版《环境生物学》一书，作为大学本科教科书和研究生参考书使用。
10年过去，国内外环境生物学经历了快速发展。
在此期间，环境生物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从现象描述向微观机理深入，在分子水平上揭示出许多宏观现
象赖以产生的机理，使人们对环境生物学现象有了更深入、更透彻的理解。
同时，随着人类生产活动向纵深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新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不断产生。
为了研究这些新的环境问题，环境生物学迅速拓展其研究领域，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此外，许多概念、理论和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已逐步更新或发展。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2000年出版的教材所载内容已不能满足教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鉴于此，作者结合自己近年来的科学研究和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在进一步研读国内外反映环境
生物学新进展的有关书刊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编纂了《环境生物学》。
书中涵盖外源化学物的分子结构与其生态毒理学预测、生物性人为胁迫对生物系统的影响及其他前沿
和热点研究内容。
全书共分十二章，第一章阐述环境生物学的体系。
第二章介绍各类人为逆境因素。
第三章至第八章及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系统介绍物理、化学及生物性人为逆境因素在环境中的归宿和对
生物系统的影响。
第九章介绍化学物的分子结构与其归宿和毒性关系的预测。
第十二章介绍环境生物学理论与方法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本书的参考资料主要有如下来源。
一是国内外有关的专著、论文集、教材、专业手册和辞书。
二是近年来毒理学、环境毒理学、生态毒理学、环境医学、环境流行病学、保护生物学、生态学和环
境化学等学科内有关的原始研究论文和综述论文。
三是收集的少量网络资料；这些资料并不一定是同行专家审阅过的，但是本书作者赞同的。
对某些成熟理论和普遍现象的介绍，本书直接取材于有关书籍。
而对尚处于研究阶段，甚至为当前研究前沿的内容，本书则主要依据原始研究论文和综述论文，并融
人作者本人的观点。
因此，本书可以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环境科学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或
研究生教材，亦可供有关领域和学科的研究人员参考。
若作为本科教材使用，教师可视具体情况将书中部分内容作为阅读材料。
　　由于环境生物学本身的内容极其广博而发展又非常迅速，加之作者专业背景和水平的限制以及资
料占有的局限性，书中难免有不妥及疏漏之处。
作者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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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生物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
《环境生物学》对环境生物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内容及学科发展和分类地位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讨
论。
书中系统介绍本学科的成熟理论和方法，同时注意对当前前沿和热点问题的讨论。
全书共分十二章。
第一章阐述环境生物学的体系。
第二章介绍各类人为逆境因素。
第三章至第八章及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系统介绍物理、化学及生物性人为逆境因素在环境中的归宿和对
生物系统的影响。
第九章介绍化学物的分子结构与其归宿和毒性关系的预测。
第十二章介绍环境生物学理论与方法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环境生物学》可作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环境科学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
究生教材，亦可供相关领域和学科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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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1一、环境生物学的定义1二、环境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2三、环境生物学的发展简史5
四、环境生物学的分类地位及其分支研究领域7第二章 人为逆境11第一节 环境的化学性污染11一、大
气的化学性污染11二、水体的化学性污染13三、土壤的化学性污染14第二节 环境的物理性污染14一、
电离辐射污染15二、非电离辐射污染17三、噪声污染18四、热污染19第三节 病原体传播、外来物种引
入和转基因生物释放20一、病原体传播20二、外来物种引入22三、转基因生物释放22第四节 自然资源
过度开发23一、水资源的过度开发23二、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24三、生物资源的过度开发24第三章 外
源化学物在生物体内的归宿26第一节 吸收26一、生物膜的基本结构26二、物质的跨膜转运27三、物质
的物理化学性质与吸收30四、吸收途径32第二节 分布38一、外源化学物与内源性物质结合38二、体内
运输40三、影响外来物质分布的因素41第三节 生物转化43一、概述43二、生物转化的基本阶段和反应
类型44三、生物活化52四、生物转化中酶的诱导和抑制54五、生物转化的影响因素56第四节 排出59一
、动物的排出59二、植物的排出61第五节 生物蓄积62一、概述62二、外来物质在不同器官/组织中的分
布差异和储存库63三、超量蓄积现象64第六节 外源化学物动力学简介65一、概述65二、模型66第四章 
外源化学物的毒性效应70第一节 毒性效应类型70一、致死效应70二、生长效应71三、生殖效应72四、
行为效应73五、形态结构效应74第二节 毒性效应的表征75一、毒性参数75二、毒性的计量单位76三、
毒性分级77第三节 剂量与毒性77一、剂量?效应关系77二、剂量?反应关系78三、毒物刺激作用79第四
节 毒性试验80一、急性毒性试验80二、亚急性（亚慢性）毒性试验和慢性毒性试验83第五节 影响毒性
的因素85一、毒物因素85二、生物因素89三、环境因素92第六节 毒性效应的机理93一、对酶的抑制93
二、生物膜通透性改变98三、与受体结合100四、自由基反应102第五章 物理性污染物对生物体的损
伤107第一节 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107一、电离辐射对细胞的损伤107二、电离辐射的躯体效应110三、
电离辐射的生物化学效应112第二节 紫外辐射的生物效应116一、生物组织对紫外线的吸收与传输116二
、紫外辐射对躯体的损伤117三、紫外辐射对DNA合成和复制的抑制119四、紫外辐射对蛋白质的影
响119第三节 微波和射频辐射的生物效应121一、机体对微波和射频能量的吸收121二、微波和射频辐射
的热效应123三、微波和射频辐射的非热效应125四、微波和射频辐射对机体结构与功能的影响126第四
节 噪声的生物效应131一、生理影响131二、听觉影响131三、心理效应132第六章 遗传毒理学134第一节
诱发突变及其形成的机理134一、诱变因素及其对DNA分子的损伤134二、以DNA为靶的突变机制138
三、非靶标效应148四、遗传毒性的间接机制150第二节 遗传毒性与疾病156一、生殖细胞突变引起显性
致死和遗传疾病156二、肿瘤158三、遗传毒性与畸形159第三节 遗传毒理学试验160一、常规试验系
统160二、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基因突变检测中的应用165第七章 污染的种群生物学效应170第一节 污染
对种群统计特征的影响170一、污染与种群密度和种群大小170二、污染与种群增长率172三、污染对年
龄结构的影响173四、污染对性别结构的影响174五、污染胁迫种群的调节175六、研究种群统计特征的
常用方法178第二节 污染对种群生活史（表型）特征的影响181一、生活史不同发育阶段对污染的敏感
性181二、污染对种群生活史进程的影响182三、污染胁迫下生活史特征的资源分配183第三节 污染对种
间关系的影响184一、污染对捕食的影响184二、污染对竞争的影响188三、污染对寄生的影响190四、
污染对食草作用的影响194五、污染对共生关系的影响198第四节 污染与种群抗性进化202一、抗污染变
异及其生理机制203二、抗性种群的形成212三、抗性进化的代价219第八章 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归宿
与效应223第一节 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归宿223一、归宿的一般特征223二、污染物在食物链中的转移
——生物放大232三、污染物环境归宿的试验研究方法234第二节 污染物的群落与生态系统效应236一、
效应参数236二、结构效应237三、功能效应240四、群落与生态系统效应的试验研究246第三节 污染与
生态系统演替250一、污染对水生生态系统演替的影响250二、污染对陆生生态系统演替的影响252第九
章 外源化学物的分子结构与其归宿和毒性关系的预测254第一节 分子结构?生物活性关系的基础255一
、结构描述符255二、活性参数263三、构建预测模型266第二节 化学物分子结构与环境暴露预测269一
、污染物的吸附269二、污染物的降解272三、污染物的生物蓄积274四、生物放大276第三节 化学物分
子结构与生物体内归宿预测277一、吸收277二、分布281三、代谢285四、清除286第四节 化学物分子结
构与毒性预测287一、急性毒性287二、致突变性和致癌性288三、雌激素内分泌干扰作用290四、金属
毒性293第十章 生物性人为胁迫对生物系统的影响295第一节 生物入侵295一、生物入侵的概念29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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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入侵过程297三、影响生物入侵的因素308四、生物入侵的后果312第二节 新发感染性疾病314一、
新发感染病概况315二、新发感染病及其威胁317三、新发感染病发生的原因333第三节 转基因生物的生
物安全344一、转基因产品344二、转基因对受体生物的影响348三、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性350四
、药用基因工程产品的安全性354五、转基因生物的环境安全355六、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361第十一
章 生物多样性及其人为丧失365第一节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365一、生物多样性的层次365二、生物多样
性的形成370第二节 生物多样性的分布373一、影响生物多样性分布的自然地理因素373二、生物多样性
的关键区域375三、生物多样性特丰的国家377第三节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379一、物种的灭绝速度379二
、物种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381三、人为胁迫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383第四节 灭绝的群落和种群生物
学理论392一、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392二、异质种群理论393三、最小生存种群理论395第十二章 应用
环境生物学399第一节 生物监测399一、生物监测的基本概念399二、生物监测的特点400三、生物监测
的基本途径、方法与技术402四、监测生物及指标的选择407第二节 危害性与风险评价411一、危害性与
风险评价的总体程序411二、危害性鉴别412三、危害性评价412四、风险评价414五、风险管理414第三
节 废弃物的生物治理和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415一、废弃物的生物处理415二、污染环境的生物修复420
第四节 生物物质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426一、生物表面活性剂426二、生物絮凝剂431三、生物吸附
剂439第五节 生物农药450一、定义和分类450二、特点及市场趋势450三、天然产物生物农药451四、微
型生物（活体)农药455五、天敌生物农药461六、转基因生物农药461第六节 生物多样性保护462一、就
地保护——保护区463二、迁地保护466三、新种群重建469四、受损生态系统恢复470参考文献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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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资源（naturaIresources）是指自然界中人类可以直接获得的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
一般可将自然资源分为不可更新资源和可更新资源两类。
不可更新资源指需要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才能形成的资源，如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化石燃料等。
可更新资源指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再生产或循环再现的资源，如水、土地、生物等。
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中能够被人类直接利用的部分。
　　无论不可更新资源还是可更新资源都是有极限的。
但是，对于在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下自然资源是否会枯竭的问题却存在完全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对地球不应连续不断地开采，否则资源迟早会耗竭。
另一种观点认为地球是一个非常大的球体，含有所有的矿物，因此人类不可能将资源耗尽，甚至废物
也可使用。
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的部分。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目前地球上的资源的多少，而在于人类如何开发利用这些资源。
其中，资源开发中的科学技术水平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人类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大超过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自然界所能提供的资源数量，就将出现过
度开发（overexploitation）。
如果过度开发长期持续下去，必将出现资源耗尽的趋势。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人口的迅速膨胀和工农业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
用已在许多方面出现过度开发。
就对人类及生物的生存和发展而言，过度开发所带来的不利效应绝不亚于污染。
　　一、水资源的过度开发　　人类在早期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是在农业、航运、水产养殖和水
能利用方面。
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工农业的发展，最近几十年以来水资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
在水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加的同时，水资源的供应量却不会增加，甚至因人为污染等因素而使水质变差
，供应量下降。
由此导致大量水体支出大于收入而出现收支不平衡，使水资源的供应与需求之间出现日益突出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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