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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将会杀死地球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
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地球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些导致自我毁灭的贪婪，人
类则能使地球重返青春。
人类的贪婪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
何去何从？
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地球母亲》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既是地球环境生态的产物，又是地球环境生态的改造者和破坏者。
人类在其发展的进程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通过劳动，不断改造着自然，创造新的生存环境。
在征服自然走向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人类所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地球环境生态的巨大
冲击。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智慧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和经济的发展，但无知与贪婪却留下了可怕
的恶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度和广度影响着地球环境生态系统
，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环境生态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安全、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和谐
。
人类与自然关系日趋尖锐化，人类与地球协同共进，有序人类活动和适应全球变化，实现和谐社会与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
所以，要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其基本理论与方法，不仅涉
及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应包括人类与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关系。
作为“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的人类环境生态学，正是顺应时代的发展，由经典生态学和
社会科学交叉发展起来的新学科。
21世纪是人口、经济、环境、资源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更加尖锐的时代，人类社会也正面临
着调整“人一地”关系战略决策的关键时期。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环境生态理论与技术虽然是环境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所必不可少和迫切需要的，但是起根本作用
的却是全人类环境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和一致的行动。
呼吁全人类行动起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发扬新的环境文化和生态文化，有序人类活动，保护和
恢复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生态系统。
向公众传播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思想，推动国民生态意识教育，只有把环境生态保护意识上升为全民
意识和全球意识，中国和全球的环境生态保护才有希望。
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是未来的主人，他们的意识、伦理、道德、信念、知识决定着国家和世界的未
来。
提高大学生群体的环境生态学理论和环境生态保护意识的教育水平，对广为传播保护环境生态理念和
提高我国公民综合素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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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与上述著作在写作思路、内容上迥然不同。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从事环境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实践总结的第二部分。
以人类与环境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和可持续发展为主线，阐述人类起源与环境的关系、人类文明、环
境文化、生态文明、生态伦理、生态产业、有序人类活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风险评估、生态恢复
、生态工程、生态规划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等。
主要内容包括：人类的起源与环境生态的适应；人类文化及古文明的消亡与环境生态毁灭；人类环境
生态系统；地球系统、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人类环境生态学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人类生态
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生活方式、循环经济与环境文化；有序人类活动与生存环境；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和指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和健康评价；生态系统风险评估及其退化土地优化管理；生态恢复
、生态工程与生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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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绪论人口、环境、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当今人类
与自然的矛盾更趋尖锐，已影响到人类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发展。
200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与此不无关系。
未来人类与地球环境的关系如何发展值得思考。
地球的未来决定于人类的命运，也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态度和行为。
人类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为此所走过的历程，寻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
源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1 人类环境生态学的定义人类环境生态学是生态学、环境科学和人类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是研究人
类与地球生物圈相互作用、协同共进，人类与环境、人类自然协调发展的科学，是连接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桥梁。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
日益突出，人类社会和地球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尖锐化，人类与地
球协同进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
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生产的安全、居住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破坏、资源的枯竭以及森林和草原的
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加速的城市化，迅速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对人类未来
生存安全的直接威胁，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一些国家都在提倡全民环境生态保护意识，从而环
境生态学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科学。
但是，应用经典的环境生态学已不能在解决目前面临的上述问题，因为经典的环境生态学是以生物为
主体，主要研究自然环境现象，而很少涉及人类社会问题。
人类生态学从自然现象研究扩展到“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系统的研究。
是研究人与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学科，是研究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的科学。
针对生物圈中优势物种的人，这里所说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
人作为生物物种的人，具有一切生物物种的属性。
环境对人类的生态作用使人类产生一系列的生物生态适应，使人产生了不同的人种，产生了不同的体
质和形态、生理生化和行为等特征方面出现差异的人群。
人类作为社会人群，与动物群体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文化意识。
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即是人类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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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环境生态学》：高等院校素质教育通选课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类环境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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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