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科学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科学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122149893

10位ISBN编号：7122149897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出版社

作者：孙强

页数：1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科学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自始至终贯穿人类可持续发展这条主线，以事实为根据，立足于国内环境，顾及全球环境，
从人类经济活动影响到自然环境着手，揭示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耦合关系。
全书共计9章，包括：绪论（所含环境及环境类型、环境特性、环境科学及其发展、环境科学逻辑思
维方法论）；人类与大气圈；人类与水圈；人类与生物圈；人类与土壤圈；人类与岩石圈；人口与环
境；环境伦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本书章节互为衔接，前后融会贯通于一体。
关于书中出现的疑难专业名词、重要全球环境保护公约以及涉及的著名人物都在书后分别附录：Ⅰ全
球环境与生态保护公约；Ⅱ名词解释；Ⅲ著名人物介绍。
为了便于读者弄懂书中的每一个概念，每章之后附有课后习题，教师可以进行选择性指导。
本书由实图表格和叙述文字共同组成，以求图文并茂，诱导理解。
本书充分体现环境哲学思想，理论阐述深入浅出，可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
生基础教材，以及本科非环境专业的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教材；亦可作为当代大学
生进行环境保护普适教育的通用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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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过去，科学家曾对温室效应作过种种预测，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若大气中CO2浓
度与现在相比增加1倍，全球气温平均值将比现在高1.5～4.5℃。
但是，当前还不能准确地区分哪些气候变化是CO2造成的，哪些是自然变化以及CO2以外的因素造成
的。
另外，一旦CO2浓度增加后，其高浓度状态将持续100年以上，由此造成的气候变化将几乎是不可逆转
的。
因而，现在世界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加强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研究，积极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尽快控
制气候变暖。
这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预测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趋势。
而对于人为活动排放的CO2总量预测，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发展前景的预测，还涉及复杂的社会发展前
景预测。
 2.4.3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2.4.3.1 全球气候变暖的观测事实 20世纪60年代前科学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全球
变冷，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担心人类发动核战争；第二个原因是担心下一个冰期来临。
但是经过以后的大量地球观测事实证明，从过去的一百多年开始到未来的几百年内气候会持续变暖，
主要事实是：地表气温上升；时空降水变化异常；两极冰盖消融，陆地冰川加速融化；北极海冰面积
缩小；海平面逐步升高；极端气候天气增多；大气环流和海洋环流异常变化（南方涛动）。
 （1）地表气温上升 20世纪前全球地面平均气温无明显变化，20世纪后全球地面平均气温增加了（0.6
±0.2）℃。
来自北半球树木年轮、珊瑚、冰核和其他历史记录的数据和温度计的数据均显示，20世纪前北半球地
面平均气温变化不明显，20世纪后地面平均气温开始明显上升。
来自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数据表明，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
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
 （2）两极冰盖消融，陆地冰川加速融化 由于全球地面平均气温明显升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
北两极冰盖面积减少了10％，陆地高原冰川也在加速消融，近年来靠近赤道的乞力马扎罗山的冰盖一
直在缩小。
 （3）北极海冰面积缩小 近十几年来，南半球部分海洋和南极大陆部分地区基本没有变暖，南极海冰
基本范围未见明显变化。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半球受上升气温影响，在春夏季节北极圈海冰面积减少了10％～15％
，冰层厚度减小了40％。
 （4）海平面逐步升高 由于两极冰盖和高山冰川消融以及海洋吸热海水膨胀等原因，自20世纪以来，
全球海平面平均升高了0.1～0.2m。
 （5）时空降水变化异常受地表气温升高的影响，大气环流发生了变化。
自20世纪以来，北半球大陆中高纬度地区云量增加了2％，日温差在减小；大部分地区强降水频率增加
了2％～4％，每10年降水增加了0.5％～1.0％，而大部分亚热带大陆却减少了0.3％。
 （6）河流与湖泊的结冰期在缩短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球每年湖泊和河流的结冰期平均缩短了两
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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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环境科学概论》系统地阐述了人类礼会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
，明确阐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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